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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知识生产能力系统化规划化培养的最后环节。研究生教育的

自身规律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外部环境的改变致使研究生思政教育不再是大学生思政

教育的尾巴,甚至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时期;研究生思政教育是大学思政教育的标杆,其成效还

发挥着传帮带作用。当前,我国研究生思政教育在课程体系、体制机制和专业队伍等方面存在缺憾,构建系

统化的理论课程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推动工作队伍向理论化、专业化和高端化发展是强化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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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左传·襄公》有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管子·权修》
有言:“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

人。”[1-2]《周易》有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自古以来,历代先贤都将

修心立德放在首位,建构了中华传统美德体系。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

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

方”[4]。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或者说实施路径是思

想政治教育。大学是我国国民教育序列的最后一个

环节,是青年成长成才的主阵地,研究生教育则是大

学教育的最高层次,是知识生产能力系统化规划化

培养的最后一个节点。做好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不仅影响到我国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质量问题,更关系到研究生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因此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同样需要引起高度重视。[5]

二、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有着自身的教育规律

这是不争的事实,规律即法则,是决定事物发展必然

趋向的内在联系。这里我们不对教育规律做过多阐

释,只从教育阶段特性这个维度对本科及以上层次

教育规律进行简单窥探。从通过教育获取知识的价

值取向角度,对大学教育进行阶段划分,本科教育是

接受知识的阶段,硕士教育是接受知识到生产知识

的过渡阶段,博士教育是生产知识的阶段。获取知

识价值的阶段性动因决定了教育对象面向知识主观

能动性的阶段性特征,本科生主要是接受、吸收,多
表现为被动;硕士研究生除接受、吸收外还需要尝

试,表现为被动与主动并举;博士研究生要在吸收、
尝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主动。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本科教育可以通过成建制的

专业和班级进行中规中矩的“方形”教育(大众化教

育),硕士研究生也可以通过二级学科或一级学科下



相近的学科方向组建班级进行教育,同时兼顾“尝
试”的动因,实现一对一或一对几的“师徒”教育方

式,实践“方形”+“多角形”教育。相比之下博士研

究生教育则完全淡化了班级的概念,在“尝试、探索、
创新”动因的驱动下,“多角形”教育(个性化教育)的
特征和“师徒”教育方式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

流大学[6]。教育的本质是引渠灌溉,绝非灌湖填海,
否则水漫金山。由于本科生教育特征是“接受、吸
收”更多表现为被动,且本科生的年龄一般在18至

22岁之间,个体生理发展虽已接近完成,但思想发

展还处于高速发展期,因此本科阶段无疑是实施思

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时期。相比之下,传统观点则认

为大部分研究生的入学年龄多在22到25岁之间,
已处于青年晚期或成年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已趋于成熟,思想教育的可塑性较小,恐怕现实情况

并未如此。人的思维活动是人脑特有的机能,通过

感知外部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后形成想法,在特定思

维规则的约束下,对想法进行筛选归纳整理,形成成

体系的观点集合,即对事物的认识,反复训练后形成

判断事物的观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实就是运用

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的观点,构建思维规则约束,从
而实现观念的大同。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上是做人的

工作[7],做人的思想的工作。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
人的思想成熟阶段也已悄然发生变化。思想的真正

成熟往往发生在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之时,其过程

是深度思考和深度的自我拷问[8]。生活水平的提高

加速了生理的成熟,却让“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变
得尤为可贵;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失去了更多深

度思考的机会,推迟了思想成熟的进程;本科就业压

力的不断增大和人们对更多知识的诉求,应届本科

毕业生攻读研究生的比例不断增加,从而失去了社

会历练的机会。这些因素都在无形中给研究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拓展了更大的可塑空间。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不再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尾巴,甚至成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时期。大学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同在一个校园学习,因获取

知识的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对知识的渴望程度、获取

知识的方式以及获取知识的层次各有不同。本科生

热情称呼研究生为学长,恐怕不单单是出于年长的

原因,学长乃主持学习事务的人。1953年清华大学

率先创立专职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从高年级中选拔

品学兼优学生以“双肩挑”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9],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创举。今天

的研究生虽然只有部分以辅导员的身份直接参与本

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更多的研究生却在以自己

的学识、态度、行为作为隐形力量贡献予本科思想政

治教育,校园里研究生的思想文化会“偶像”般一级

一级向下传承,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的思想政治水

平起着标杆作用。

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环节

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体系化不够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可通过规范的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以及形势与政策等课程[10],以系统性、递
进式的方式对大学本科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

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主义道

德与法制教育。课程设置具有严密的科学体系,表
现出阶段性、层次性、重点性等特点。2010年中宣

部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11],虽然对硕士、博士研究

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进行了宏观规定,例如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为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中国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为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试图对研究生

思政课与本科生思政课进行有效衔接,但是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同一批思政课程教师,面对不同层次的

教学对象(本、硕、博学生)很难做到实现教学内容的

差异化和教学深度的层次化,研究生思政课程教学

内容与本科生教学内容的交叉重复问题严重存在,
导致了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本科生思想政治课

程扁平化和同质化。解决问题的措施,一是将本科

生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置于同一个参考平面,
由统一机构系统重构面向三个层次(本科生、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着
力体现课程体系的衔接性;二是结合授课对象生理

发展阶段、心理发展阶段、思想认识发展阶段、学习

认知发展阶段,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授课教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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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标准上给予明确规定,着力体现教育目标的针对

性;三是着力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针对

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特点组建专题教学团队开展专题

授课。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不健全

本科教育可以通过成建制的专业和班级进行,
这为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了便

利条件,其体制机制相对健全,师资方面有思政专任

教师队伍、辅导员队伍、班主任队伍、甚至是学业导

师队伍保驾护航,组织机构方面有校院两个层面的

学生管理服务部门,甚至还包括学生社区等部门提

供全方位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严密的组织构架以及

系统的人员配置有效地减少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盲点。而研究生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生与校院

机构组织的关系疏离,以科研项目为基础的知识获

取方式,强化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12],这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不健全的现实状态找

到了缘由。201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

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13],明确导师是研究

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求导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

一,这也就确立了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

一责任人地位。文件的初衷是从导师的层面强化对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似乎又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导师由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

一责任人变成了唯一责任人,这就在无形中为健全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增加了阻力和借口。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研究生都已成人,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趋于成熟可以实现自我管理和

自我教育。前面已经分析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特

点,现在看来这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2017年教育

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14]要求高校要切实构建起“十大”育人体系,切
实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作为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导师除了在课程育

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等方面力所能及,其他育人

体系还得依靠其他组织和部门配合进行。而残酷的

现实是,一个研究生院党委(或者研究生工作部)领
导着基层学院的对口部门,依靠为数不多的研究生

辅导员(而且大部分还属兼职),就贯彻实现了其他

7个育人体系的功能,不健全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体制机制对应到“十大”育人体系中,出现了一些

盲点。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迫在

眉睫。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专业性不强

前文提到,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最高层次,
是“多角形”教育阶段,获取知识的逻辑遵循是尝试、
探索、创新,目标是生产知识,所以相对本科生而言

研究生学业压力更大、对旧式思维突破的意愿更强、
创新想法更多。家庭、社会以及个人对自己的高期

望值带来的心理压力远远超出本科生。越是创新越

容易突破行为规范,越是压力大越需要引导,面对这

样一个群体,对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要求更高,
首先是理论水平要高,要能以高于受众对象的水平

与受众进行辩思、解惑,进而加以引导,这是研究生

学习思维习惯决定的,否则所有的讲授都是强加灌

输,不能润物无声,难以转化为行动自觉,这样的思

想政治教育是失效的。其次是知识覆盖面要广,沟
通的艺术在寻求合适的切入点,掌握不了受众对象

的心里特征和兴趣特征,就会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

的局面,研究生的成就感大部分来源于自己在所涉

猎的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更容易成为其兴趣点,因
此适度掌握受众对象的专业知识是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施主体的基本要求,面对个性化培养的研

究生,越往高层级其领域划分越细,对思想政治教育

实施主体的知识面要求越高。因此相对来说,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向理论化、专业化和高端化

发展。教育部实施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

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让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

论化、专业化和高端化成为可能。导师作为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力量之一,很难做到系统掌

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更多的是通过学识、治学态

度、道德观念和处事风格对研究生进行影响熏陶,更
加专业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得依靠思政专任教师

和研究生辅导员,专任教师依托体系化的思政课程

落实思政教育前文已述。个性化教育的研究生特征

赋予了研究生辅导员思政教育的更大职能,虽然国

家已经赋予了辅导员教师和行政管理干部双重身

份,但落实情况差强人意,特别是研究生辅导员,有
没有按比例配备,有没有具体落实育人的职能,有没

有水平实现对研究生进行思政教育,恐怕是现阶段

各高校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五、结论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本质

要求或者说实施路径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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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有自身规律。传统观念认为研究生处于青年晚期或

成年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趋于成熟,思想

教育的可塑性较小,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人的思

想成熟阶段发生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尾巴,甚至成为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在

大学校园中既能起到标杆作用,还能发挥传帮带效

能,关键而重要。研究生个性化教育的特点对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无论是从理

论课程体系、体制机制,还是专业队伍来看,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均存在缺憾,构建系统化的研究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

制机制、推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向理论

化、专业化和高端化发展是强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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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lementaryAnalysisof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heNewEra

GAOLia,SHUHongchunb

(a.DevelopmentPlanningDepartment;b.FacultyofElectricPower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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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stgraduateeducationisthehighestlevelofuniversityeducationandthelaststagetosystematicallyandefficiently
cultivateknowledgeproductioncapacity.Thelawofpostgraduateeducationdeterminestheparticularityofthepostgraduate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Duringtheresearch,theauthorsfindthatthechangeofexternalenvironmentmakesthe
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nolongera“tailpart”oftheeducationatuniversity,butanimportantperiodof
theeducation.Theauthorsalsofindthatthe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sthebenchmarkoftheeducation
atuniversity,withwhicha“mentoring”effectcanbeproduced.Unfortunately,therearestillsomeshortcomingsinthe
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ermsofcurriculumsystem,institutionalmechanismandprofessionalteam.
Therefore,theauthorsbelievethatthewaytoimprovethe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reliesonbuildinga
systematictheoreticalcurriculumsystem,improvinginstitutionalmechanism,andpushingtheworkteamtoahigher
theoreticalandprofessionallevel.
Keywords:postgraduate;fosteringvirtuethrougheducati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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