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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与研究生的师生关系,这一关系不

只是一种普通的导学关系,也不仅仅是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归置在公共关系视野中

的特殊的、亲密的私人关系,并在导师追求“理想的学生”和研究生实现“学生的理想”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和维

护,因而这是一种整合统一而非分离对立的一元关系,其本质特征在于:师生是一个学术与人格并建的共同

体.当前,传统关系的解构、新型关系的塑造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构建和实现师生一元关系需要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改进研究生教育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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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

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指出,研究生导师应当以德

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创
新研究生指导方式,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关注

研究生的学业和就业压力,潜心研究生培养,做研究

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研究生教育中的师

生关系是指基于研究生教育活动的导师与研究生之

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影响着师生双方共同的精神、情
感和心理,并最终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产生影响.由

于研究生教育活动在对象、目标、途径、方式等方面

的特殊性,以及在高校层次、学科属性、培养类别、生
源质量、导师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师生关系因

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涵,也呈现出不同的困难

和矛盾,并进而影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当前,处于国民教育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正经历

着深刻、复杂、多元的变化,加之师生双方在人格特

征、利益诉求、导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和矛盾,更使

得这种师生关系的建设和完善面临着更加特殊的形

势和更高水平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

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指出,“我们应该从根

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教育大厦的基石,
特别是当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

系的时候.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一方在年

龄、知识、权威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另一方低下与顺

从的地位而变得根深蒂固.”重新认识和理解研究生

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本质,重新塑造和构建一种新型

的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其
本身也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导师与研究生传统师生关系的解构

有别于社会交往中的一般人际关系和本科教育

中的师生关系所呈现出的公共关系的特征,研究生

教育中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更似一种特殊的、亲密

的私人关系.观察这一关系,有一个固定的窗口,那
就是随着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结束而自然完成的学位

论文.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有一个一般学校都规定

好的章节———致谢或后记,研究生本人在此中总能



把学习生涯中师生交往的全程甚至更长时间以前的

师生关系描绘得声情并茂,学验俱丰、德艺双馨的导

师形象跃然纸上,也自然烘托出勤奋攻读、品学兼优

的研究生形象来.从长期的实践来看,这些表述和

描述,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喟和鸣谢,有的只是

履行程序仪式的客套和应付,甚至有的还是杜撰.
我们当然期待,师生关系的这张自画像能够更加栩

栩如生、和谐生动、充满情感、彰显力量.但是,无论

是从一些现状调查的结果,还是从我们的直觉经验、
个体观察、局部实践来看,师生双方对这一关系的满

意程度特别是在一些关键事务处理、关键细节落实

上的满意程度,还有比较充分的改进空间.
在大学不断走向社会中心并密切与政府、市场

关系的进程中,功利化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学术活

动的自由观与政府、市场活动的效益观之间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矛盾.包括研究生导师在内的广大教

师,在强大的惯性裹挟之中不断向前,极少有个体能

够对抗组织已经确定的前进方向以及附着其上的组

织发展战略、现实管理制度和技术考核方案.导师

的活动受制于学校的学术和行政体系,自然而然,师
生关系的塑造和实践也不能罔顾现实.当前,高校

师生关系中既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师生平等、和
而不同的主流,又存在沟通缺失、情感疏离、交往功

利、互动不足的问题,表现为“四育分割”引发师生关

系错位、知识断裂引发师生关系畸变、价值差异引发

师生关系不顺、管理缺位引发师生关系不和,进而社

会转型引发师生关系新态[１].甚至有人坦言,市场

化或许是腐蚀师生之间亲密情感联系的罪魁祸首,
它忽略了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并向学生传达出一种

“你是劳动工具”的信号而缺乏人格尊重[２].这就使

得本就紧张失衡的师生关系更以一种看似理性和正

当的工具化、利益化、契约化的方式继续撕裂,不同

方式、不同内容、不同程度的关系冲突常常横亘在导

师和研究生的交往过程中,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

的质量.
传统的观念认为,师生关系的建立是在知识传

承与创新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一种副产品,将师

生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完全的导学关系,忽略了其他

维度和视角下师生关系的内容,调整师生关系因而

也是为了实现教育活动本身的目标.在教育教学的

观念和方式上,就师生关系的维度而言,无论是传统

的以权威和精英形象出现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模

式,还是当前逐步转换形成的强调学习活动主体作

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都将师生归置在一个

主客分离的状态和二元对立的立场之中,一方以另

一方为存在依附、一方以另一方为价值中心.如果

说,这样的一种关系模式在本科教育中还有一定的

事实和情感基础的话,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阶

段的教育中,已经明显不符合教育活动的实际和需

要.前者往往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继承和传播,后者

更多的是对不确定性知识的探索和认知,两者对待

知识的态度与立场、利用知识的方法和手段是不一

样的.
因此,如果将传统师生关系的思维延续到研究

生教育中,将会极大地影响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实现.
并且,研究生教育还承载了师生双方知识传承与创

新之外的其他功能,或言之,师生关系不纯粹是一种

基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就导师的角度而

言,高校和社会的学术评价、绩效考核所带来的压力

自然传导到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之中,相当一

部分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工作由研究生自然承

担,研究生成为导师学术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研

究生的角度而言,顺利甚而“轻松”获得学位的预期、
谋求质量较高的就业岗位,乃至在读期间日常学习

生活工作得到照顾、毕业后学术生涯获得继续关心

的期待,也自然地带入到与导师相处的过程中去,导
师成为研究生学业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导师与研

究生这种互为资源的关系性质,使得师生关系的基

本类型由传统的师徒关系扩展为伙伴关系、雇佣关

系,师生关系的基本内容由传统的教学关系扩展为

心理关系、道德关系、法律关系.这样,师生关系的

刻画和实践就在传统的以知识为中心的原始场景

中,不断增加了各种因素的变量,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事实形成了人格上的主从关系、利益上的交换关系、
活动中的工具关系,师生关系的复杂性甚至让我们

忘记了关系的逻辑原点在哪里.传统关系的解构、
新型关系的塑造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二、理想的学生与学生的理想:
新型师生关系的时代要求

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生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这不仅是由

改进和加强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现状的实际

需要决定的,在根本上也是由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

与发展总的形势和根本要求决定的.研究生教育作

为国民教育序列的顶端,肩负着“高端人才供给”和
“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使命.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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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也是立德树人任务的第一责任人.导

师不仅在研究生学术观念的形成、学术素养的训练、
学术视野的开拓等方面负有直接的责任,同时在研

究生的思想品德、心理健康、科研伦理、学术诚信等

方面也将发挥教育示范和价值引领作用.
从实现自身理想、达成教育目标的角度来讲,导

师和研究生双方都对构建健康和谐、富于质量的师

生关系充满期待.从关系构建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来

看,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是一种公共关系视野中的

私人关系;不同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甚至同一个导师

与不同研究生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在此过程中,有两个现实存在的问题,给师

生双方亲密的私人关系的构建增加了很多不确定

性.一是师生双方诸方面的差异性.导师群体在专

业素养、敬业精神、治学态度、人格魅力以及业内学

术影响、占有研究资源、学术同行关系、担任行政职

务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研究生群体在生源类型、专业

背景、学习经历、年龄结构以及自我意识、思维方式、
吃苦精神、协作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二是师生

相互选择过程中的随机性.基于一定的考核面试程

序,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有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
但在当前的研究生招生体系之中,完全实现师生双

方在充分了解基础上的自主选择往往也是不太现实

的,师生在相当程度上是比较陌生的,研究生可能慕

名报考了导师,但是导师对研究生的了解最初往往

是缺乏的.需要亲密建设的关系,以一种并不亲密

甚至过于简单的方式加以确定,自然就为后来的建

设平添了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关系的构建,从陌生到熟悉、从了解到信任、从磨合

到默契,师生双方经历了一个相互“考察”“考验”的
过程,彼此互为“学术资源”的关系模式得以确立,并
且关系的亲密程度影响着资源“开发”“利用”的程

度,也最终影响着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导师希望有

一个“理想的学生”,天资聪颖、善解人意、勤奋刻苦、
追求卓越,既有顺势思维的学习力、也有另辟蹊径的

独创性,既有言听计从的执行力、也有敢于挑战的批

判性,既有团结协作的影响力、也有不屈权威的斗争

性;这种理想状态的本质在于,理想的学生不是在能

力上而是在个性上有一种理想的潜质,不仅适应了

研究生教育的形势,也为自身更加自由、丰富的发展

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研究生有着属于自己的“学生

的理想”,导师能够术有建树、严爱有加,循循善诱、
张弛有度,不仅传道受业、更能释疑解惑,是学业导

师、更是人生导师;这种理想状态的本质在于,学生

的理想不在于追求一个世俗标准中的完美的导师,
而是有一个有情感、有态度、有过程的学习经历,以
塑造良好的心理个性、获得积极的学术训练、形成丰

厚的学术素养.
然而现实是,“理想的学生”并不自然存在,“学

生的理想”也不能全然实现.在导师追求“理想的学

生”和研究生实现“学生的理想”过程中,需要避免工

具理性的泛滥,这将导致研究生师生关系遭遇现代

性困境,使得师生关系越来越限于目的—手段关系,
日益消解和侵蚀正常的师生关系,需要维护导师实

质权威的纯洁性、共建基于合作型学术文化的“生活

世界”,在对话中创建规范和谐的“话语伦理”,从而

使得师生关系的维护不断走向生活理性和价值理

性[３].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构建的“残酷性”就在于,
需要师生双方根据现实状况投入更多的精力、保持

足够的耐心去“裁剪”关系构建过程中的“枝丫”和
“毛刺”,不能以一般的规律、一般的模式、一般的方

法去应对多元的个性、复杂的挑战,在此过程中,导
师有着确切的责任和目标,但研究生也应当给予积

极的回应和策动,师生关系的景象不是一张张标准

照,更应是一幅幅自画像,这也正是研究生教育的本

质特征.因此,“理想的学生”不是一个最初的自然

选项,而是一个最终的达成目标.导师对“理想的学

生”的追求,恰恰也是研究生不断实现“学生的理

想”,这样的一种过程,正是师生双方不断付出,建立

并调整关系,逐步实现教育目标、“修成正果”的过

程.或许,这正是对当前研究生教育中一些培养单

位管理松散、一些导师对研究生“放羊管理”而造成

的部分师生关系疏远甚至陌生的现状所给予的修正

和改进.由此,师生关系的不断优化、改进是研究生

教育的内在要求.

三、理解与构建:导师与研究生的一元关系

(一)导师与研究生一元关系的形成与特征

权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关系.从表面上看,传
统的师生关系之所以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是因

为导师拥有绝对的权力,占据主导的地位,“破坏”了
师生关系的平等性.在此,我们不妨对导师权力的

来源和性质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的思想观念和尊师重

教的社会历史传统,研究生基于学术、人格等方面的

权威性和影响力对导师形成的信任、依赖、敬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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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和管理中相关法规、制度赋予导师的各项

自然权力,以及导师配置各种形式的学术资源过程

中所拥有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尺度、情感偏好等,均多

途径、多角度、多因素地生成和维护了导师的权力.
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占有学术资源并以此为途径

和形式,确定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方向,以及具体的科

学问题、技术路径、实施方案等,和研究生一起对知

识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实现了知识的传承、利用和创

新.权力发挥作用的对象是知识,权力实现功能的

目标是学术,并非是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人身依附、
人际控制.

因此,导师的权力具有自然的来源和巩固的社

会合法性基础,在其性质上也体现为一种学术权力,
而非行政权力、政治权力,是非强制、非对抗的.导

师权力的行使,是研究生教育活动的自然过程,也是

师生人格和情感建设的自然过程.因而,构建健康

和谐的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并非是削弱或消解导

师的权力,扩大研究生的权力———从上述关于导师

权力来源和性质的分析看,这也是不可能和没必要

的,而是实现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一元化确立、构建

和维护.因此,我们应当这样认识和理解导师与研

究生一元关系的本质特征:导师与研究生是一个学

术与人格并建的共同体.在形式上,师生关系中的

各自角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没有研究生这个

角色的存在,导师的角色自然也不复存在,更遑论其

拥有的权力;在功能上,师生关系与研究生教育之间

是“形质神用”,师生关系是载体、研究生教育是功

用,关系的构建是前提和基础,教育目标的实现是结

果和追求.
(二)导师与研究生一元关系的构建与实现

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构建导师与研究生一元关系应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素有尊师重

教、从文善教的优良传统,师生关系的历史佳话从古

至今一直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师生关系日益工

具化、契约化、利益化,成为一种类乎市场行为的交

换关系,尊师传统渐有失落,不仅没有形成构建和谐

师生关系的思想资源,反而成为其中的思想包袱,甚
至是批判当前师生关系的思想靶标.客观的说,当
前师生关系或紧张或疏远的现状,有着社会宏观环

境的影响,但如果将这种关系现状完全归咎于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环境,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既然是学术与人格的一元共同体,师生双方都存在

不可推卸的建设责任.我们需要汲取中华民族尊师

善教的既有思想传统,将其中的优秀资源转化为构

建一元师生关系的积极思想力量,成为各自内在的

追求和约束.在具体方法上,“求诸内,反诸己”的传

统也是我们正确刨除社会整体环境中不良因素的自

然选择.“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
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

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诸如此言,还有“躬自

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

路»)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素有:“师不必贤于

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唐韩愈«师说»)的优良传统.导师更是希望研究

生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基础上,导师和

研究生能够实现相互理解,不仅仅是对对方心理状

态的体验或移情,更是在语言、思想、情感、态度、意
见等方面实现对话和交流,师生关系不再冲突与对

立,而使得传统的“书本世界”和鲜活的“生活世界”
得到沟通[４].

２．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

构建导师与研究生一元关系应加强研究生培养

的过程管理.由于个性化、专业化、精深化的教育特

点,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导师责任的过分信任和

单一依赖,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

松、失之于软,甚至成为部分师生回避正常管理的不

二理由.导师在学术指导方面缺乏足够的自觉意

识,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缺乏有效的方式方法,相
当数量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也缺少导师工作指南或者

职责,导师“不指”“不导”的现象普遍存在,研究生要

么即时表达不满,使得师生关系最初就蒙上了阴影;
要么平常安于这种自由自在、不受管束的状态,但在

涉及到诸如论文选题、写作、答辩等关键环节遭遇的

“麻烦”时又重新抱怨导师此前的“放养”.根据当前

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并且诉求千差万别、导师

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并且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为
了保障不同类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有必要通

过合理的过程管理,如飞行检查、抽检、公开答辩等

方式,加强对研究生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论文开题、
毕业设计与论文答辩等一些关键环节和细节的督

促、检查,并将其结果与对导师的评价考核、招生资

格遴选与招生指标配置以及研究生毕业要求、学位

授权条件等关联起来.同时,通过导师教育培训,研
究生入学教育、学风教育等方式,切实增进导师和研

究生对研究生教育活动制度和要求、本质和规律的

认识,以此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升华对构建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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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师生关系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

建立对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自觉意识和自我

要求.

３．改进研究生教育评价制度

制度设计是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工作.导师与

研究生关系的建立是在研究生教育活动起步的时候

自然实现的,但其关系的深化和优化不仅同双方的

思想观念、自觉行动有关,更与培养单位以及社会评

价传导到培养单位的整体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师
生关系的建设与调整不可能置身事外.当前,导师

与研究生关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表现为一

种非均衡性的状态.这种非均衡性是个体处于不同

发展阶段,同时不同职业处于同一利益结构的交汇

结果[５].也就是说,导师和研究生处于各自工作和

学习生涯的不同阶段,又以老师和学生的不同身份

面临着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体系中的考核和评价,但
研究生教育又将两者聚集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同时,师生双方也需要在地位的平等与不平

等、利益的对称与不对称、时间的自由与不自由等不

同角度关系内涵的平衡中各自寻求自身所处的位

置,本身也需要科学的制度予以规范和引导.学术

评价制度本身是对学术活动自身规律和结果的自然

评价,但不可避免地与对作为人的导师的评价联系

起来,导师自然也会将这些评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

研究生教育活动中去,进而影响到双方的关系.因

此,探索建设多元的、立体的、反映和符合不同专业

和行业要求和特色的学术评价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这不仅能够客观地体现和因循学术规律,也能够现

实地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的积极建设起到润滑和

推动作用.

四、结语

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

前提和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中,研究生导

师权力的来源和行使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导师的

权威和研究生的权益都应当得到合理的维护和伸张.
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富于创新性和创造性地进行知

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师生双方构建属性和目的上

均能整合统一的而非分离对立的一元关系,以维护和

巩固师生这个学术与人格并建的共同体.中华民族

尊师重教的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养分、研究生教育实践

中加强过程管理和改进评价制度作为一种政策安排,
均能推动生成这种和谐的一元关系,以最终促进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实现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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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omprehensionandBuildingoftheUnary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PostgraduateEducation

YINZhongyong
(GraduateSchoolofNanji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

Abstract:Inthenewera,weneedtoupgradetheknowledgeandcomprehens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
postgraduatesinthepresentpostgraduateeducation．Suchrelationship,insteadofbeinganordinaryonebetweensupervisors
andpostgraduatesorthebyproductofknowledge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isakindofspecialandintimate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thatcanbeclassifiedasapublicrelationship,whichisestablishedandmaintainedintheprocesswhensupervisors
seek“idealstudents”andpostgraduatesrealizetheirown“ideals”．Therefore,thisisanintegrated,insteadofaseparateand
opposite,unaryrelationship．Thesubstantialcharacteristicisthatthe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areinacommunitybuilt
onjointacademicactivitiesandindividualpersonality．Atpresent,thedeconstructionoftraditionalrelationshipandformationof
newrelationshiphavebecomearealisticoption．Theauthorbelievesthattheconstructionandsubstantializationoftheunary
relationshipbetween supervisors and postgraduatesrequires employmentofthe 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 wisdoms,

managementstrengtheningduringthepostgraduatecultivationprocess,andimprovement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
evaluationmechanism．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supervisorＧpostgraduaterelationship;unary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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