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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３９３２名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

明:(１)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总体比较和谐,极少数硕士生导学关系处于紧张甚至敌对状况;(２)硕士研究生的

控制变量、学业状况、生活习惯和心理状况等四个方面均对导学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且四方面的影响因素在

导学关系上的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基于此,提出构建和谐导学关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影响因素;对策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G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导学关系是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课程学

习、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做

事的一种教学关系.本质是导师与研究生合作共

赢,互相促进的关系[１].和谐的导学关系对研究生

学业成长和导师事业发展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近

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和硕士研究生

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导师的科研压力和学生的学习

压力与日俱增,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凸

显,导学关系甚至出现异化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目前,学术界对导学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导

学关系的异化机理[２]、影响因素[３]和关系构建策

略[４]等方面.但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定性

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其次,对导学关系影响因

素研究大多从某一方向展开,不够全面、深入和科

学;再次,专门针对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研究相对

较少.鉴于此,本文以硕士研究生为调研对象开展

实证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从硕士研

究生控制变量、学业情况、生活习惯和心理状况等方

面入手,研究其导学关系现状和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

方式展开.在半结构化访谈部分,主要访谈了部分

高校研究生院相关负责人、研究生导师和硕士研究

生.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得了影响导学关系的主

要因素,包括控制变量、学业状况、生活习惯和心理

状况等四个部分,其中: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专业、年
级、入学方式、培养方式和生源学校类型等;学业情

况包括是否超学制、选题方式、选题意向和科研投入

时间等方面;生活习惯包括锻炼情况、睡眠状况和消

费支出等方面;心理状态包括学习满意度、思想压力

和心情状态等方面.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影响因素

详见图１.在此基础上我们编制了调查问卷.
本研究正式问卷主要面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

放,涵盖工、理、文、法、管理５个学科门类２６个学

院,共发放问卷４２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９３２份,有



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３．６２％,具有统计意义.样本分布 情况如表１所示.

图１　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影响因素

表１　样本分布情况统计表(n＝３９３２)

序号 类别 项目 数量 百分比(％)

１ 性别
男 ２４３６ ６１．９５％

女 １４９６ ３８．０５％

２ 专业

工科 ２９９０ ７６．０４％

理学 ２９１ ７．４０％

法学 ９０ ２．２９％

管理学 ３７５ ９．５４％

文学 １８６ ４．７３％

３ 年级

一年级 ２２３４ ５６．８２％

二年级 １６１７ ４１．１２％

三年级及以上 ８１ ２．０６％

４ 入学方式

免试推荐 １５２２ ３８．７１％

毕业考入 １９８１ ５０．３８％

工作考入 ４２９ １０．９１％

５ 培养方式

非定向委培 ３４３８ ８７．４４％

定向 ３０４ ７．７３％

委培 １９０ ４．８３％

６ 生源学校类型

“９８５”院校 ２１０５ ５３．５４％

“２１１”院校 ８７５ ２２．２５％

其他 ９５２ ２４．２１％

　　研究主要运用SPSS２２．０统计软件,通过相关

性分析和差异性检验分析,研究硕士研究生的控制

变量、学业情况、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四个方面对导

学关系的影响,其中:相关性分析采用交叉表格法获

得,差异性检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KruskalＧWallis

检验获得.

三、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

研究发现,５９．６９％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融

洽,３６．２９％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平淡,３．４６％
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紧张,另有０．５６％的硕士

研究生表示自己与导师是敌对关系.导学关系总体

比较和谐,极少数硕士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关系紧张

甚至敌对等情况,详见图２.对于导学关系处于紧

张和敌对状态的研究生中,有超过５０％的学生将导

学关系恶化归因于导师对学生的态度和导师自身的

素质,如“导师除了安排科研任务外,根本不关心学

生”“导师自身没有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得不到

学生的认同”等.如,在导学关系处于敌对的研究生

中,９０．９１％的硕士研究生形容自己与导师之间的关

系如同老板与员工.处于紧张状态的研究生中,７６．
４７％的硕士研究生形容自己与导师的关系是老板和

员工的关系.

图２　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二)导学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１．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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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为硕士研究生控制变量与导学关系的相关

性和差异性统计表.通过相关性检验可知,除生源

学校类型外,性别、专业、年级、入学方式和培养方式

５个变量和导学关系显著相关(P＜０．０５),其中:性

别、专业和年级变量和导学关系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P＜０．０１).通过差异性检验可知,性别、专业和年

级变量 在 导 学 关 系 上 具 有 显 著 的 差 异 性 (P ＜
０．０５),其他变量差异性并不显著(P＞０．０５).

表２　硕士研究生控制变量与导学关系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统计表

项目 n
导学关系(n) 相关性 差异性

融洽 平淡 紧张 敌对 x２ P Sig．

性别
男 ２４３６ １４１０ ９２０ ８７ １９

女 １４９６ ９３７ ５０７ ４９ ３
１３．１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专业

工学 ２９９０ １７３２ １１２７ １１１ ２０

理学 ２９１ １８５ ８８ １６ ２

法学 ９０ ５７ ３０ ３ ０

管理学 ３７５ ２３４ １３７ ４ ０

文学 １８６ １３９ ４５ ２ ０

１７．７５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年级

一年级 ２２３４ １３６４ ８１５ ４８ ７

二年级 １６１７ ９３８ ５８８ ７７ １４

三年级及以上 ８１ ４５ ２４ １１ １

５１．５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入学方式

免试推荐 １５２２ ９３０ ５２６ ５７ ９

毕业考入 １９８１ １１５１ ７４２ ７６ １２

工作考入 ４２９ ２６６ １５９ ３ １

１５．３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０

培养方式

非定向委培 ３４３８ ２０４５ １２５８ １１７ １８

定向 ３０４ １９６ ９４ １４ ０

委培 １９０ １０６ ７５ ５ ４

１６．１６２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８

生源

学校类型

“９８５”院校 ２１０５ １２７２ ７５５ ６６ １２

“２１１”院校 ８７５ ５２４ ３０６ ４０ ５

其他院校 ９５２ ５５１ ３６６ ３０ ５

６．５１８ ０．３６８ ０．４４８

　注:P＜０．０５显著,P＜０．０１非常显著,P＜０．００１极其显著.

　　性别.性别和导学关系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P＜０．０１),且对导学关系影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

(P＜０．００１).其中,女生中导学关系融洽比例大于

男生,平淡、紧张和敌对关系的比例小于男生.女生

相较于男生导学关系更加和谐,可能的原因是女生

更擅长人际沟通.
专业.专业和导学关系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P＜０．０１),对导学关系影响的差异性非常显著

(P＜０．０１).其中,人文社科类硕士研究生导学关

系融洽的比例最高,而工学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的

融洽比例最低,理学、工学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中平

淡和紧张比率较高,可能与理工类硕士研究生相对

较重的学业负担和科研压力有关.

年级.年级和导学关系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P＜０．０１),对导学关系影响的差异性非常显著

(P＜０．０５).研一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为融洽和平

淡的比例最高,为紧张的比例最低.随着年级的增

长,导学关系为融洽和平淡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紧张

和敌对的比例则明显上升.随着年级的上升,硕士

研究生的学业压力、科研压力和就业压力发生了变

化,对导学关系产生了影响.
入学方式.入学方式和导学关系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P＜０．０５),但对导学关系影响的差异性不显著

(P＞０．０５).工作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融洽的

比例高于面试推荐和毕业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可能

的原因是工作考入的硕士研究生思想更加成熟,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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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学业目标和师生互动等方面更加适应.
培养方式.培养方式和导学关系具有显著的相

关性(P＜０．０５),但对导学关系影响的差异性不显

著(P＞０．０５).不同培养方式下硕士研究生导学关

系略有不同,其中,非委培定向硕士研究生与导师的

融洽程度较高,定向和委培硕士研究生与导师紧张

和敌对程度最高.定向和委培硕士研究生可能由于

年龄偏大以及需要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习等诸多方

面,导学关系和谐程度较低.

生源学校类型.生源学校类型和导学关系相关

性较弱(P＞０．０５),对导学关系影响的差异性也不

显著(P＞０．０５).

２．学业情况

表３为硕士研究生学业状况与导学关系的相关

性和差异性统计表,其中:选题意向、选题方式、科研

投入时间和是否超学制与导学关系均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P＜０．００１),且在导学关系上也均存在显著的

差异性(P＜０．０５).
表３　硕士研究生学业状况与导学关系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统计表

类别
导学关系(n) 相关性 差异性

融洽 平淡 紧张 敌对 x２ P Sig．

选题意向

难度不高 ７２６ ５９７ ５７ ６

难度较高 １０８ ４３ １０ ０

有挑战性 １５１３ ７８７ ６９ １６

５７．５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选题方式

导师主导 ８７７ ２６７ １７ １

一起协商 ４６３ １８０ １０ ２

自己主导 ７１２ ６８３ ９６ １６

尚未确定 ２９５ ２９７ １３ ３

３１７．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科研投入时间

８小时以下 １１９６ ７６８ ５１ １０

８~１０小时 ９９４ ５５４ ６１ １０

１０小时以上 １５７ １０５ ２４ ２

３１．３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

超学制
否 ２２８３ １３９７ １２５ ２０

是 ６４ ３０ １１ ２
２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P＜０．０５显著,P＜０．０１非常显著,P＜０．００１极其显著.

　　选题意向.硕士研究生选题意向和导学关系具

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学关系影

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选题意向主要

指选题的难易程度,包括有挑战性、难度较高和难度

不高三个层次,选题意向是硕士研究生和导师共同

作用的结果,与学生自身期望和导师要求有一定关

系.选择有挑战性课题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更为

融洽,比例为６３．４４％,紧张和敌对关系的比例最低,
而选择难度不高课题的研究生与导师导学关系融洽

比例仅为５２．３８％.
选题方式.硕士研究生选题方式和导学关系具

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学关系影

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在完成选题的

硕士研究生中,导师主导选题或双方协商选题的硕

士研究生,其导学关系更为融洽,自主选题的硕士研

究生导学关系融洽度最低.另外,未确定选题方式

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比已完成选题的硕士研究生

更和谐.
科研投入时间.硕士研究生科研投入时间和导

学关系具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

学关系影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随着

科研投入时间的增加,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压力随之

增大,导学关系融洽度逐渐降低.科研投入时间小

于８小时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

为９６．９９％,而大于１０小时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

融洽和平淡的比例则降为９０．９７％.
超学制.硕士研究生超学制和导学关系具有极

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对导学关系影响的差

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超学制与否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进展是否正常,超过

学制规定时间尚未毕业的学生,各方面压力均大于

学制内学生.超学制研究生导学关系处于紧张和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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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 比 例 为 １２．１５％,远 超 过 未 超 学 制 学 生 的

３．７９％.

３．生活习惯

表４为硕士研究生生活习惯与导学关系的相关

性和差异性统计.除消费支出外,锻炼情况和睡眠

状况对导学关系均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
０．００１),在导学关系上也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性

(P＜０．００１).
表４　硕士研究生生活习惯与导学关系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统计表

类别
导学关系(n) 相关性 差异性

融洽 平淡 紧张 敌对 x２ P Sig．

锻炼情况

完全不锻炼 ３１９ ２０６ ３０ ５

偶尔锻炼 ２４９ １９４ １６ ５

一般 ５３４ ３２７ ４１ ２

每周１~２次 ６４４ ３８１ １９ ７

每周大于２次 ６０１ ３１９ ３０ ３

３４．６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睡眠状况

非常好 ５９２ ２１９ １３ ３

比较好 ７８６ ４５５ ２８ ２

一般 ５９１ ４５５ ４２ ５

比较不好 ２９４ ２１０ ３４ ５

非常不好 ８４ ８８ １９ ７

１５９．８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消费支出

＜５００元 ２５ １１ ４ ０

５０１~９９９元 ３９９ ２８６ ２７ ５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１４３３ ８４７ ７８ １３

＞２０００元 ４９０ ２８３ ２７ ４

１２．２２４ ０．２０１ ０．２７１

　注:P＜０．０５显著,P＜０．０１非常显著,P＜０．００１极其显著.

　　锻炼情况.硕士研究生锻炼身体时间和导学关

系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学关

系影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每周至少

参加１~２次锻炼身体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融洽

的比例最高,为６２．１７％,每周锻炼身体次数少于１
~２次的硕士研究生中,导学关系融洽的比例仅为

５５．３１％.锻炼身体能够让学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

态,有利于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建立更加和谐的导学

关系.
睡眠状况.硕士研究生睡眠状况和导学关系具

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学关系影

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随着睡眠状况

的逐渐变好,导学关系为敌对的比例递减.睡眠状

况非常好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敌对的比例为

１．９３％,而睡眠状况非常不好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

系敌对比例上升为１３．１３％.睡眠质量对人的情绪、
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样,可以预计不良导学

关系也可能影响学生的情绪和睡眠.

４．心理状态

表５为硕士研究生心理状态与导学关系的相关

性和差异性统计表.学习满意度、思想压力和心情

状态对导学关系均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
０．０１),在导学关系上也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性

(P＜０．０１).
学习满意度.硕士研究生学习满意度和导学关

系具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学关

系影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学习满意

度直接反映了硕士研究生对课程学习、科研进展等

方面的满意程度.硕士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越高,导
学关系为融洽和平淡的比例越高,其中:选择不满意

的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学 关 系 融 洽 和 平 淡 的 比 例 为

８２．９０％,而选择非常满意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融

洽和平淡的比例上升为９８．９６％.
思想压力.硕士研究生思想压力和导学关系具

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学关系影

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硕士研究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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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压力越小,越觉得快乐,导学关系为融洽和平淡的

比例越高,其中,思想压力较大的硕士研究生,导学

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为８４．０３％,而没有思想压力

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上升为

９９．５８％.
心情状态.硕士研究生心情状态和导学关系具

有极其显著的相关性(P＜０．００１),且对导学关系影

响的差异性极其显著(P＜０．００１).硕士研究生心

情状态越好,导学关系为融洽和平淡的比例越高,其
中:处于非常郁闷状态下的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融

洽和平淡的比例为７２．１１％,而心情状态良好的硕士

研究生,导学关系融洽和平淡的比例上升为９９．３４％.
表５　硕士研究生心理状态与导学关系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统计表

类别
导学关系(n) 相关性 差异性

融洽 平淡 紧张 敌对 x２ P Sig．

学习满意度

满意 ４１７ ６１ ５ ０

比较满意 １５８４ ７８０ ３６ ２

一般 ２３４ ３４４ ３７ ５

不满意 １１２ ２４２ ５８ １５

６５１．６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思想压力

没有压力 ３７８ ９８ ２ ０

压力较小 ７００ ３０６ １３ １

一般 ６２２ ３８９ ３０ ２

压力较大 ５２８ ５１１ ５９ ５

压力非常大 １１９ １２３ ３２ １４

１９８．７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心情状态

完全不郁闷 ４５６ １４７ ４ ０

不太郁闷 ９１０ ３９９ １５ ２

一般 ６６３ ５３０ ４４ ３

比较郁闷 ２６８ ２９５ ４２ ７

非常郁闷 ５０ ５６ ３１ １０

４７１．７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P＜０．０５显著,P＜０．０１非常显著,P＜０．００１极其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研相结合的

方式,探讨了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和影响因素.
形成如下结论:(１)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总体比较和

谐,极少数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处于紧张甚至敌对状

况;(２)硕士研究生的控制变量、学业状况、生活习惯

和心理状况等四个方面均对导学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其中: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专业、年级、入学方式和培

养方式,学业情况包括超学制、选题方式、选题意向和

科研投入时间,生活习惯包括锻炼情况和睡眠状况,
心理状态包括学习满意度、思想压力和心情状态;(３)
除控制变量中的培养方式外,其他因素在导学关系上

的差异性非常显著.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对改善导学

关系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研究生培养机制

一是优化选拔机制,科学匹配师生.依据双向选

择,择优录取的原则,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研究生选

拔考评体系,在学生意愿、导师需求和学校要求等方

面达到科学合理的匹配;二是加强过程管理,注重分

类培养.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综合考虑硕士研究生不

同培养方式、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等方面的特点,有针

对性地完善相关教学管理制度,探索实行研究生分类

优秀创新激励计划,根据研究生的学术兴趣、知识结

构、能力水平,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最大限度地激

发研究生创新潜能;三是建立分流机制,建立多样化

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公正的课程学习综合考核制度,
遴选出学业潜质优秀并潜心科研的优秀研究生予以

学术培养,对不适合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根据

个人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发挥其在其他方面的特

长,对于不适宜继续攻读的研究生应予以分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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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
(二)增强研究生科研能力

一是要加强课程体系建设.硕士研究生课程体

系要体现基础性和前沿性的有机结合,系统设计专业

基础课、通识基础课和学科前沿课程等课程体系,让
硕士研究生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尽可能

的涉猎国内外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扩展学术视野,提
升学术兴趣,增加学术积累;二是要加强课外创新实

践平台建设,整合各方优势科研资源,搭建协同硬件

实践环境,强化学科交叉和产学研结合,加强课内知

识与课外实践有机结合,系统培养研究生掌握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升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三是要加强研究生选题指导,根据学生特点和

实际情况确定选题方式、选题难度和选题方向,合理

分配学习和科研任务,科学规划学业进度和学制安

排,确保导师和研究生实现教与学、情感与学术的和

谐融洽.
(三)加强导学关系制度保障

一是搭建师生交流互动平台.建立师生互动交

流制度,听取师生双方的意见和建议,定期调研导学

关系,建立信息实时共享机制,将重要活动安排、各阶

段主要工作和导师注意事项及时发给导师,协助导师

理解、支持研究生参与各类学术交流和文体活动;二
是建立导师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导师思政责任教育,
特别是要加强新任导师的教育和培训,宣讲导师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岗位职责和思政教育责任;三是完善

导师管理考核制度.完善导师管理制度,建立责权统

一的导师负责制,导师对研究生的“导学”和“导德”均
衡发展,健全激励制度,将导师导学关系情况与导师

的招生指标、评奖评优等挂钩,健全问责机制,注重制

度落实情况的考察和督导,避免制度成为光有样子没

有实效的“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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