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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学关系即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课程学习、参与课题研究、撰写学位论文,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做

学问和做人所形成的一种教学关系.当下人文学科领域中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有三种异化的表现:“老板—

员工”型、绝对权威型、放任不管型.自由教育作为一种平等、自主、自觉和民主的教育,是重构人文学科领域

导学关系的理想选择.树立研究生自主发展观、维护导师身份权威、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构筑文化共同体、

导师与研究生情感共融是以自由教育理念重构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的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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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学生在完成本科阶段的教育之

后,通过考核可继续学习和深造的一种教育形式,是
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研究生招生规

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导师与研究生不和谐新闻时有

发生,对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

注.导师对研究生而言,不仅充当“传业授道解惑”
的角色,更是学生的道德楷模与信念支撑.导师—
研究生关系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传统人文学科领域

中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不断被异化,重构合理的、和
谐的导学关系在当下研究生教育中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拟从自由教育理念视角出发,试图重构人文学

科领域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

一、自由教育理念的内涵

从目前相关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自由教育内

涵的阐释主要从两种视角进行.一种是西方古典自

由教育的视角.古典自由教育的研究肇始于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适合自由人的教

育;它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要促进人的身体、道德和

智慧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是要促进人的理性的充

分发展,从而使人从愚昧和偏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必须以自由学科

为核心,应避免狭隘的专门教育[１].文艺复兴时期

继承了古希腊自由教育理念,并赋予其人文主义的

内涵,此时的自由教育与人文教育并无较大区别,强
调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与能力的提升.随着自然科学

的发展,自由教育又被赋予了普通教育的内涵,其中

以赫胥黎为代表.赫胥黎将自由看作是普通公民教

育,这种教育要发展个人的理性、德性,提高他的修

养,也要培养国家公民,还要为受教育者胜任国家和

社会要求的各种职业打下基础[２].自由教育在现代

社会仍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并随时代发展不断

被赋予新的内涵.
另一种视角直接从“自由”的概念出发,赋予自

由教育最直观的解释.耶鲁大学前校长 A．巴特利

特吉亚迈蒂曾对自由教育进行了界定:自由教育

就是自由地探寻思想,自由地表达思想,在探寻真理



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和精神进行联系

的教育[３].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的教育,可自由

地主张自己的思想.有研究者从自由教育与自由学

术的关系出发,指出自由教育是指教育中自由学习、
自由思考、自由想象、自由研究以及在遵守政治、法
律、道德、学术规范前提下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教

育,主要涉及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的问题,包含在教育自由的范畴内[４].可以看出,
当代自由教育的内涵是基于教与学关系的自由化来

进行阐释的.
两种视角下的自由教育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

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后者更多的强调思想自由、主体

间平等以及教与学关系自主性等内容.自由教育要

求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人要按照自身所固有

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去支配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动

地从属于某种外在的强制,使自身的发展偏离和压

抑了自己的内在本性[５]１９.针对当下人文学科领域

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的异化,自由教育理念是重构

导学关系的理想选择.

二、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的异化及其表征

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是影响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导学关系即研究生在

导师指导下完成课程学习、参与课题研究、撰写学位

论文,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做学问、学会做人所形成的

一种教学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学:疑释

解惑,传道授业;二是育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６].
导学关系的建立受导师与研究生双方主体的影响,
其中以导师风格为主要因素,研究生态度为次要因

素,两者因素共同决定了导学关系的类型.受市场

经济思维与功利主义冲击,部分导师异化了导学关

系的本质,亦或是因个人因素,未能妥善处理与研究

生的导学关系.根据有关研究,目前人文学科领域

研究生教育中异化的导学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老板—员工”型
“老板—员工”型的导学关系常见于理工科领域

的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带领研究生做实验、做课题,
然后给研究生发放“工资补贴”,让研究生既能在做

课题的实践操作中习得专业技能,也可以获得一定

的收入.这种“在做中学”的教学方式在理工科领域

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将其照搬到人文学科领域则

变成了“以做代学”.“老板—员工”型的导学关系在

当下研究生教育中越来越常见,此类型关系在人文

学科领域较大程度表现出以利益逻辑为起点,带有

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时常能耳闻研究生将自己的

导师称呼为“老板”,研究生经常性的任务就是帮助

导师做项目、拉课题、跟导师出差、充当导师的“司
机”或“秘书”.导师将学生看成廉价的科研劳动力,
甚至有些功利化的导师只忙于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及

获得商业的利润,他们所分配给研究生的任务与学

习无关,这严重影响了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

养[７].导师只关注自己的事情,并要求研究生充当

其“下手”,对研究生的指导大都以分配任务与工作

进度报告会的形式进行,然而这种指导方式显然不

适合人文学科领域.在此类型导学关系下,研究生

不但得不到导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指导,而且还被

剥夺了自由、自主做科研的时间与精力.这种带有

浓厚商业气息的雇佣式关系将传统观念中师生间情

谊消贻殆尽,冷漠的雇佣关系使“研究生教育”变成

了“研究生交易”.
(二)绝对权威型

在绝对权威型的导学关系中,导师具有绝对话

语权,研究生对导师的意见与要求只能被动全盘接

受.这类导师往往学术能力与学术地位较高,加上

带有偏执的性格,对低级学术内容与一般水平的科

研成果嗤之以鼻.在导师看来,研究生自己发现的

研究课题很难具有较高科研价值.他们认为与其让

研究生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还
不如直接要求研究生从事给定的课题研究.在绝对

权威型的导学关系下,研究生往往能较快做出高质

量的科研成果(具体表现为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

文).但是,归根结底绝对权威型是一种“学术不自

由”的导学关系,研究生不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课题,学术自由权力被剥夺,久而久之便弱化了自主

科研与独立科研的能力.研究生教育应该以人为

本,尊重学生个体的价值、选择、兴趣,绝对权威型导

学关系显然忽视了研究生的自主性.科研上的“强
权”背后往往隐匿着导师与研究生不平等的相处关

系.在与导师平日交往中,多数研究生会对导师表

现出“恐惧”,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在面临

学术困难与生活困难时不会选择求助于导师,导致

的结果必然与研究生教育导师制的理念背道而驰.
(三)放任不管型

目前,研究生教育中还存在着部分导师对研究

生生活、学习与科研基本不管不问的现象,更甚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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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连研究生名字都对不上号.导致产生放任不管

型导学关系的原因有二:一是导师不负责任,只沉醉

于自己的事业当中,对研究生的培养置若罔闻,导师

与研究生导学关系名存实亡.此类型导师相对较多

的出现在中青年研究生导师群体,自己正处于上升

期,需要通过大量的高水平科研成果来保障岗位的

稳定性以及提升自身在学术圈的影响力.同时,不
少青年导师面临购房购车等经济压力,急需通过对

外接科研项目来增加经济收入.大量的科研工作几

乎占用了导师的大部分时间,导致导师们对研究生

的指导分身乏术,只能被动放养.二是导师对自由

教育存在误解,认为在生活、学术和科研上给予研究

生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就是自由教育.这是典型的

绝对自由论,完全否定人的自由发展的客观制约性,
无限夸大人的自由发展的自主性.然而,人的自由

是有理由、有根据的,因而也是有限度的[８]１４９.当下

国内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研究生学术水平偏

低,如果完全放任其进行所谓的自主学习,那么研究

生将会成为无头苍蝇,在学术的边缘浅尝辄止.不

管出于何种缘由,导师对研究生放任不管,久而久之

便导致研究生因得不到导师学术指导而科研能力不

足,导师与研究生长期的分离也会消弭研究生对导

师的尊重感与认同感.

三、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重构

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的异化不仅影响研究生

的培养,而且阻碍了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
目前导学关系异化的普遍性与严重性不断引起人们

的关注,以自由教育理念重构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
构建良性发展态势的研究生教育生态系统已是刻不

容缓.本文试图根据自由教育理念建构出人文学科

领域新型的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模式(见图１),并
提出一些具体的构建策略.

图１　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新模式

(一)研究生树立自主发展观

自由教育是一种自主的教育,前提是研究生自

觉树立自主发展观.自主发展观是个体在对自身认

识与定位后,通过一定策略在社会规则标准下自觉

地、积极地寻求提升自身能力、实现个体发展目标的

一种意识与态度.当下许多研究生自主发展意识淡

薄,缺乏对学术的热情与专注,加上研究生课时较

少,导致在学术研究上基本处于游离状态.在自由

教育理念指导下,导师并不会对研究生的选择强加

干涉,研究生树立自主发展观便成为重构的前提.
自由的研究生教育必须培养研究生自主学习、

自主思考与自主研究的能力与品质.人文学科领域

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方式与理工科领域最大的区别就

是研究生对研究内容具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学术

研究是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从根底上

就应该是散漫的,所以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会视

学术研究为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外部的督

促,对于这样的学生,导师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

管[９].自由教育理念下,人文学科领域的导师对研

究生学习及研究的内容只做科研价值评估和研究的

必要性分析,让研究生在了解研究领域的大致情况

后自行判断是否继续从事研究.从创新人才培养的

角度来看,自由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方式,学
习自由可满足研究生对未知知识的自由探索,从而

培养了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
自由教育通过研究生的自主发展观培养具备自

主创新能力的人才.自主发展以清晰的自我意识和

科学的价值取向、灵活丰富的结构性知识和快速高

效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敏锐的创新意识和独特的创

新能力为圭臬[１０].研究生教育是一种研究型教育,
是一个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研究生应提升自我效

能感,面对学术难题保持积极面对的态度,确立崇高

的自主发展目标.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人按照自

身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去支配自身的发展,但
是研究生的自由发展会受到客观制约,这就要求研

究生对客观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多维研究、综合分

析、全面评价,发现事物的客观联系与内在本质,从
而突破客观制约及得出问题解决的策略.研究生保

持着较高的自我效能感,面对阻碍自由发展的制约

性因素,自主寻求理性突围的一系列实践使自身自

主创新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与提升.
(二)导师保持身份权威

教师权威和学生自由的关系是教育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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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重要问题[８]２５１.法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埃

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认为自由产生于

合理性的权威,所谓的自由并不是个体可以不加约

束地肆意妄为,而是表现为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积极

自制,教师的权威恰恰应该具备赋予学生自制的功

能.导师在导学关系中被赋予法定的权威地位,但
是法定权威只是形式权威,不包括研究生从思想意

识上对导师表现出真正的服从与尊重.自由教育下

的导师在导学关系中需具备实质权威,这种实质权

威不是“被给予”的,而是导师通过对自身因素的自

主调控而形成的对研究生能够产生恰当威慑的“隐
性权力”.导师权威对研究生保持学习纪律与生活

纪律具有规约作用,无形中促使研究生自觉追求“优
秀的研究生”形象.导师保持身份权威是重构导学

关系的关键.

１．保持知识权威.导师是研究生从事高层次知

识探索的把关人,而知识权威则是导师积累符号资

本的最关键因素.有效利用符号资本带来的符号权

力,对学生进行学术上的指导,同时给予学生精神建

设上的帮助,可提升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对

主观世界的感知[１１].导师应在本专业领域重要期

刊上发表较多的高质量论文,并且出版具有代表性

的学术著作,提出独创性的学术观点,在自身学术圈

拥有一定话语权与影响力.在信息化时代,知识范

式向后现代转变,教师知识权威略有式微,导师知识

权威建构便成为研究生教育当务之急.导师应持续

保持对学习的热情,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加知识

积累,引领研究生走向更宽阔的学术天地.

２．保持崇高的道德品质.导师崇高的道德品质

会让学生发自内心的对导师产生顺从感与敬畏感.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文子路»).且不说

教师具有道德示范作用,即使作为“社会人”的导师

个体要想获得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可与尊重也必须具

备良好的道德旨趣与强大的个人魅力.导师应在观

念及思想上对“洁身自好”的要求应具有比一般人更

高的敏觉性.一个导师的声誉可伴随其一生,导师

个人形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会形成一种价值符

号,并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而在学术圈中被机

械固化.

３．关爱学生.自由教育理念要求导师尊重研究

生的主体地位,在与研究生的交往中注入“关爱”与
“呵护”的情感.导师对研究生表现出宽容、大度、和

蔼、谦逊、上心的态度,让研究生能从话语与行动中

感受到师爱,从而对研究生产生隐性权威.在物理

学上有“相互作用力原理”,师生间关系亦是如此,导
师对研究生的情感付出也必定得到研究生感恩回

报.自由教育理念下的指导方式类属亚里士多德的

逍遥派:对研究生只“问”,不“管”.导师不经常特意

与研究生谈学术、谈生活,只是偶尔在特殊情况或是

节假日约研究生一起见面或者吃饭,然后谈天说地.
导师无需对研究生的生活习性强加干涉,但若有察

觉不当之处便委婉提点.华东师范大学黄向阳副教

授曾讲述过其读博期间时常在办公室抽烟,导师瞿

葆奎多次劝解无效后便让人在其办公桌前的墙面贴

上“请勿吸烟”的提示.瞿葆奎教授完全可以以命令

的姿态要求学生禁止在办公室吸烟,但是他出于对

学生生活方式自主选择的尊重,并未严加干涉.自

由教育理念下的导学关系与“放任不管型”具有本质

差异,虽然前者在形式上也表现出“不管”“少管”,但
是自由教育中师生关系具有情感内核.

(三)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

为学术本身而进行研究,是自由教育理念下研

究生教育的应然要求.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知
识本身即为目的»的演讲中指出:知识之所以高贵,
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因不在于它的后果,而是因为

它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哲学过程的胚芽,这就是它

本身是目的的理由;这就是它可以称之为自由的知

识的原因.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教育理应是以知

识本身为目的的,导师应指引研究生从事纯粹的学

术研究.自由教育崇尚心智的训练,追求德行的完

善和理智的发展,而为知识本身的目的追求知识是

进行这种教育的重要途径,并且只有通过这一重要

途径,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教育[５]１５８.
然而,在当下研究生教育中表现出较严重的功利

主义倾向,不少研究生做科研、写论文的目的是为了

获得丰厚的奖学金,以及提升求职竞争力.另外,导
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也正面临异化,某些导师为了

向外界塑造一个高水平指导能力的导师形象,其培养

方式以 “授人予鱼”取代“授人予渔”,通常表现为在

自己的论文上直接署上研究生的名字,或是授权研究

生将导师作为第一作者进行期刊投稿.在研究生教

育阶段出现较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其病源除了一直

被大家所诟病的应试教育体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不少学生考取研究生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取

得研究生文凭来获取一份较为乐观的工作,其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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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接受研究生教育.
自由教育素来倡导“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其研

究生教育实践表征即为导师引导学生进行纯粹的学

术研究.复旦大学彭慧胜教授在一次专访中提到:
本科生是学习知识,研究生是学习创造知识.创造

知识的前提是对知识本身存在浓厚兴趣,在研究生

教育中,导师不但要教会研究生学术知识,还要培养

研究生对知识的热爱及学术的渴望.
(四)构筑文化共同体

“共同体”一词的原文是community,广义上指

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

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研究生教育的文化

共同体是指导师与其指导的所有在读的研究生(包
括硕士和博士)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以知识本身为

目的基础上的潜隐关系网,文化共同体对各主体具

有聚合力,使各主体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
文化共同体是重构导学关系的核心.在导师主

导下成立学术研讨会,由一名研究生作为联络人,根
据导师与研究生的时间习惯协调出公共时间召开研

讨会.研讨会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显性产物,具有常

态化、制度化的特征,在导学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召开研讨会之前,由研究生自行准备参与学术分

享的内容,并提前将文件上传到交流群,导师及所有

研究生可提前查阅文件.在研讨会上先由主讲人讲

解内容,随后在场所有研究生自由发表见解,最后由

导师统筹分析所有观点和意见以及发表自己的观

点,并对相关研究领域做详细点评.另外,充分发挥

文化共同体对研究生科研成果评议的作用,研究生

在研讨会上做成果汇报后,在场的对成果汇报有所

想法的任何人都可自由发表观点与提出修改意见.
除“学术研讨会”的面授形式外,还包括社交媒

体的教学.随着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流通

的速度逐渐加快,给予了导师与研究生互动交流的

空间[１２].首先,导师组建同门微信群,将借助网络

媒体发掘的优秀的论文与最新学术动态不定时地转

发到微信群,以供研究生们自主学习与自由讨论,线
上教学活动由此发生.这需要导师具备较高的信息

化学习能力,能较快地从浩瀚的网络学术云海中检

索并筛选出最具价值的知识.其次,QQ 群具有长

久保存文件的功能,所以研究生可将自己的学习问

题、撰写的论文上传到QQ群,以求得到导师与其他

研究生的指导,然后导师将修改意见再上传到群文

件,如此就可以记录学术交流历史.社交媒体的便

捷推动着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的良性发展,可较好

地弥补传统导学关系下导师与研究生不在共同场域

就无法实现教学的缺憾.
自由教育理念中,文化共同体是导学关系建构

的核心,是师—生、生—生追求知识与情感交往的大

熔炉.在文化共同体下,导师与研究生的认知和行

为都将受到隐形力量的驱动,使自由、自主、平等在

研究生教育中具有可能性.
(五)导师与研究生情感共融

情感是一种以自我体验的形式反映客体与主体

需要关系的心理现象,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情感共

融是凝聚文化共同体的保障,情感作为一种动机力

量,牵引研究生在遇到学术问题时自主、自觉、自愿

寻求导师的帮助,而在寻求帮助的行为中又促进了

双方主体情感共融.任何集体行动都需要情感的维

系,师生情感交融有利于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导师与

研究生的情感沟通是一种双向性的情感互动.诺尔

曼丹森认为情感互动可借助梅洛庞蒂的双关语

“绕结交叉”来说明:“这种绕结不仅纵横交错、头尾

难辨,而且千回百转、重叠相交,从而使两个处于情

感过程中的具体主体组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综合

体.情感互动指的就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又从另一个人回到这个人自身的情感性光线的反射

式绕结[１３].”梅洛庞蒂的“绕结交叉”与上文提到

的牛顿第三定律“相互作用力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情感如同物理作用力,在触动他人的情感场域的

同时,主体体验也将受到反作用效应.
自由教育要求导师与研究生保持思想上的平等

关系.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交往是车笠之交,从某

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所以需要以导师为主导,
在实践中要防止将情感的不平等嵌套在导学关系

中.导师应意识到“权利关系决定了就自己和感情

而言什么是能说的、不能说的或者必须说的,和对它

们来说什么被理解为真实的或假的,以及只有哪些人

能谈论它们真正的变革在于感情话语怎样确立、
坚持、挑战或强化权力或状态差异上”[１４].情感平等

是情感交融的前提,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与研究生能否

真正达到情感平等,除了导师自身言行合理外,还表

现在情感赋权.情感赋权是指帮助个体提高情商以

便能够较顺畅地适应社交活动的过程.因为有些研

究生情商较低,不善沟通,情感权力匮乏,所以导师应

通过情感赋权激发此类研究生情感能量与热情.
(下转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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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TrendofPostgraduateCurriculumintheEraof“Internet＋”andReform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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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uthorsstateinthispaperthatintheeraof＂Internet＋＂,thedesignforpostgraduatecurriculumneedsnew
ideas,i．e．,thegoalofthecurriculumshouldbestressedoninnovationability,andtheformationofthecurriculumshouldbe
emphasizedonsensemaking,andtheexecutionofthecurriculumshouldbeconsideredonlearningsituation;thecurriculum
resourcesshouldbereorganized,i．e．,theselectionofcurriculumresourcesshouldchangefrom whereexclusivelyownedto
wherepublicallyshared,andtheaccesstoresourcesshouldbreaksthroughtimeandspaceboundaries;andthepostgraduate
classteachingmodeshouldtakeafundamentalchange,i．e．,theteachingmodeshouldhaveateachingprocessreconstruction,
thelearningmodeshouldgiveemphasistoselfＧorganizedstudy,andtheevaluationmethodshouldchangefromsinglemodeto
multidimensionalmode．Furthermore,theauthorsproposethatintheeraof＂Internet ＋＂,thedesignforpostgraduate
curriculumshouldhaveadeeplyintegratedconceptof“internet＋courses”,aresourceＧsharingplatformforubiquitousstudy
shouldbecreated,andamultiＧpathlearningcommunityestablishedandaMOOCendorsementmechanism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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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referstotheteachingandlearningrelationshipinwhichpostgraduatesfulfill
coursestudy,participateinresearchprojects,writeacademicdissertationsandlearnhowtostudyandformmentalityunderthe
guidanceofsupervisors．Atpresent,therearethreeabnormalformsinthe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the
humanitiespostgraduateeducation,i．e．,“bossＧemployee”,“absoluteauthoritative”,and “totallyunattended”．Theauthors
believethatliberaleducationistheeducationfordemocracy,equality,independenceandselfＧconsciousnessanditisanideal
optionforreconstructingthe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particularlyinhumanities．Forthis,theauthorspropose
somemeasurestoreconstructtherelationshipwiththeconceptofliberaleducation,i．e．,postgraduatessetupanindependent
developmentconcept,supervisors maintainpersonalauthoritativestatus,andthetwosidesconductonlypureacademic
research,buildaculturalcommunityandpromoteintegratedemotional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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