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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生发展共同体着眼于应对当前导学矛盾的现实需要,凸显团队集体作用,强调师生双主体平等地

位,因而有利于构建和谐导学关系、完善研究生导师制、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基于“导学关系”视角,“师

生发展共同体”具有四个方面的内涵特征:统一价值观的团队理念,平等自由的沟通文化,教学相长的协作模

式,互利发展的共赢结果。要使师生成为真正的发展共同体,需要建立以学术创新为基的研学引导机制、学

生发展为先的立德树人机制、导学共赢为要的成果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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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研究生

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1]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研究生导学关系

一直是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但是,近
些年来,研究生导学矛盾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

不得不发人深省: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路在何方? 深

层解析并探讨师生发展共同体的内涵及生成要素,
对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改善研究

生导学关系、健全研究生导师制、切实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研究生导学矛盾的主要形态

研究生导学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人际关系,
是研究生导师和所指导的研究生建立在实现特定的

教育目的基础上,彼此通过知识教学、科学研究、思
想交流、行为指导、学习生活等直接交流活动而形成

的多维度、多性质的关系体系,不仅包括“传道授业

解惑”的教书,还包括“以德为先、立德树人”的育

人。[2]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当前研究生导学关系发生了一些异化。

从笔者工作实践及文献中可以归纳三种主要形态:
(一)老板雇员型

一些研究生导师缺乏平等沟通意识,过于强调

“利益驱使、彼此回报”,致使导学关系变成老板与雇

员的关系。很多研究生日常除了上课学习、实验实

践、论文研究、文献阅读等基础学业行为外,还需要

承担各式各样的工作,其中最常见、比重最大的,无
疑是在科研的名义下写申报书、接项目、做课题。导

师通过自身人脉资源、学术影响力“拉活做老板”,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和精力“打工”。由于导师或多或少

会向研究生们给付一定报酬,形成一定劳务关系,所
以导师逐渐发展成为“老板”,师生关系慢慢演变成

雇佣关系。[3]“大老板”一度还成为优秀导师的代名

词。导师超出学业指导范畴而要求研究生为纵向、
横向课题之外的某些公司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导学关

系异化情况在高校中并不少见。
(二)撒手放羊型

还有一些导师或忙于自身事务发展、精力不足,
或缺乏团队意识,责任心不强,忽视了其在研究生教

育过程中“导”的作用,或觉得指导研究生对自己的

发展作用不大,主动放弃或疏于对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思想引导、生活关心、心理辅导以及科研指导等基

本职责履行,导致导学关系变成撒手放羊型。也有



一些研究生或许很享受“放羊式”指导,个人支配时

间充裕、没有繁杂的学业压力,但是临近毕业却追悔

不已,感觉啥也没学到。这种“撒手放羊型”教育在

人文社科类研究生中相对普遍。撒手放羊式的异化

导学关系,造成研究生的放任自流,往往容易让研究

生走弯路,带给研究生不仅是生活的压力、学业的压

力,更有心理的失落。而研究生对导师也没有足够

的尊重感和认同感,导致导学关系很松散。[4]

(三)从属支配型

有些导师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过度解读“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思想,将研究生视为私有财

产,过度强调导师的绝对权威和主宰地位,忽视了研

究生的主体性、独立性,使研究生处于完全受支配地

位,把导学关系异化成“从属支配型”。甚至有些极

少部分导师还出现干涉研究生婚恋生活和校外实习

的现象。这种异化导学关系主要表现为导师缺乏沟

通和协商意识,仅从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设计研究生

的学习工作安排,致使研究生的实际生活需求和发

展要求得不到满足,缺少自主性和发展空间,严重影

响了研究生的成长成才和身心健康,更不利于培养

新时代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以上这些问题既折射出研究生教育的内在困

境,又消蚀着优良学风进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因

此,建构以统一价值观为引导、平等沟通为基础、教
学协作为手段、互利发展为保障的新型导学关系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回应社会关切、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题

中之义。

二、师生发展共同体的内涵特征

马克思的“发展共同体”思想渗透于唯物史观的

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认为发展共同体是现实的人

以一定纽带相互联系起来、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解

放诉求而形成的一种共同体关系模式。[5]因此,研究

生导学关系作为研究生培养中的基础存在,担负着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国育人、为党育才的光荣使

命,必将成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发展共同体。
“师生发展共同体”,与其说是一种导学团队,毋

宁说是一种教育理想,是超越导学关系现状的未来

图景。“师生发展共同体”更加关注追求目标的同向

契合,注重教学过程的自由沟通,重视学术科研中的

协同合作,强调发展成果的师生共享。
师生发展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导学关系,其实质

是要把教师和学生从一种“被动任务”的工作状态转

向一种“主动需要”的内在驱动。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统一价值观的团队理念

价值观是人认定事物好坏、辩定是非的一种思

维或取向,决定人的自我认识,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一

个人的理想、信念、需要、目标。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主要体现在思想、目标、标准等方面。只有思想信念

的统一才能指导师生的一致行动。思想是一种能

量,统一思想可以让能量同频共振,促使共振能量凝

聚从而发挥出强大的作用力。此外是统一不同层次

需要的同向性。目标的统一对于团队拥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需要就是方向、就是希望、就是内生动力,
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师生发展的前行之路,拥有同

向奋斗目标的团队更加主动,更具战斗力,更具使命

感。需要明确的,这种团队需要并非是完全统一的

需要,而是承认各自指向相同且不违背他人的需要。
统一价值观的师生发展共同体能够使团队中的每个

师生都认同团队的价值观和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并不

冲突,自发协调发展需要的方向性和差异性,在实现

团队目标的同时,追求他们自身目标的实现。具体

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导师能够完成相关教学任务和

科研成果,取得教育带来的成就感、荣誉感,研究生

获得学术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提升,积累学历资本,还
接受了导师高尚情操、人格魅力的熏陶,受益终身。

(二)平等自由的沟通文化

人性解放、民主自由是现代伦理的核心要素。
只有充分体现现代伦理核心精神的师生关系外在表

现为个体人格平等、沟通交流民主、相处氛围和谐,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师生伦理关系。马克思的

“共同体思想”认为,作为现实的个人只有在作为整

体的共同体中,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才能通

过共同体赋予人的社会性而追求自我全面发展。
“师生发展共同体”中的师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

在人格上,都应当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是平

等的,是民主式的同志关系。英国洛克在《教育漫

话》中谈及和谐师生关系,“导师也要听听学生的意

见,要学生做什么也得使他习于用理智去想想,这样

一来,规则就更容易被接受,生了根就会更深,学生

也就会乐于读书,乐于受教了。”由此可以看出,导师

不仅应该是学生的学术导师,也是人生导师,有教

育、引导和管理学生的职责,学生要虚心接受教育;
同时,学生不仅是教育的对象和客体,更是进行自我

教育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注入知识的容器,要能

够对导师及所设定目标、发展规划自主地提出自己

的意见和要求。师生共同探讨真理,服从真理。导

师对师生发展共同体的投入,决定着研究生对共同

·94·胡洪武:师生发展共同体:破解研究生导学矛盾新路径



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与幸福感。[6]由于师生

发展共同体的培育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导师应

注重与研究生的情感交流,加强人文关怀,关注研究

生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尊重他们的性格差异

和情感诉求,以师者仁爱建立一种有别于且不亚于

亲情的师生情谊联结,积极创建平等自由温暖的团

队文化氛围。
(三)教学相长的协作模式

徐特立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教师和学生,用
中国的老话来说,叫做“教学半”(教者学者各负一半

责任),或“教学相长”,在教和学当中,教师和学生都

得到利益,都获得进步。莫里斯·比格 (美)也认

为,“在民主的教学情境中,教师应该充当一个民主

集体的领导角色……在民主的课堂里,教师的观点

和学生的观点可以平等地受到学生与教师的尖锐批

评”。以此,学生和教师才能教学相长。师生发展共

同体是基于知识授受、学术探究关系而形成的学术

组织,可以视为师生关于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过程

中的协作关系。师生发展共同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每

个成员对自己、对其他成员和整个共同体的发展目

标清晰、对自己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清楚,在行动的过

程中形成“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意识。导师是构建和

完善师生发展共同体的主要力量,研究生则作为其

积极参与者,推动着新型导学关系的重构。随着技

术变革日新月异,教育中的文化反哺作用更加突显。
共同体中的每个人包括教师和学生都是拥有自己专

长与优势,并能够为其他人提供有效帮助的“专家”
与合作者,各自明确自身承担的相应职责与作用,因
此,必须鼓励每个成员积极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协商,
互补性的分工协作,科学性的批判质疑来推动团队

的发展和共同目标的实现。
(四)互利发展的共赢结果

利益关系成了导学关系最核心、也是最容易发

生导学矛盾的地方。当前确有部分导师为了满足一

己私利,以研究、毕业、就职等各种原因,胁迫学生帮

助自己达成目的,包括与学业无关的家庭私活等,丝
毫不顾及学生的成长需要和发展需求。也有学生利

用导师的学术资源或声望追求经济或名誉上的利

益,一旦利益冲突无法协调,很容易引发矛盾、敌对。
这种狭隘功利化的行为,最终导致学术追求不高、感
情交流不足、指导反馈缺乏,师生关系松散冷漠,甚
至起到反作用。师生发展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应为共

生、共赢的师生发展伙伴关系,坚持以促进所有成员

实现自我发展为目标,倡导“义利并举、以生为先、互
利共赢”的文化理念。知识传授、学术探索、课题研

究、社会服务等承载教书育人的具体过程,实质是共

同体成员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相互成就

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相互得以更新知识体系、完成

科研项目、提升学术能力、实现社会价值,从而达到

共识、共享、共进、共赢,实现师生各自的发展目标和

现实需求,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三、师生发展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从上述师生发展共同体的内涵阐释可知,构建

师生发展共同体的导学关系,充分发挥统一价值观

的引领作用,促进导学之间的平等交流,实现师生之

间的教学相长、互利发展共赢结果,可以有效破解

“老板雇员型”过于偏重经济利益导向、“撒手放羊

型”忽视师生共同发展双赢结果、“从属支配型”缺乏

彼此平等交流等异化导学关系的关键病症梗,为构

建和谐导学关系,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一

条全新可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构建和谐导学关系,核心在理念,关键在导师,

路径在机制。师生发展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基于当前

高校以科教融合为发展主线、以多样化考核指标为

导师教书育人工作指挥棒的现实,正视研究生发展

需求多元化,以机制建设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创设新

的和谐导学关系,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
(一)学术创新为基的教育培养机制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是实现

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间力量,
是我国创新创造创业的核心要素,其生命在于学术

与创新。师生发展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强化导师为国

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从而激

发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的积极性、主动

性。围绕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建立基于学术创新

的研学引导机制,就是要强调教学也是学术,也是育

人,引导教师回归本分,使培养过程和科研活动成为

研究生发展成才的丰沃土壤,促进研究生的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真正得到提升。
首先是落实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体责

任制。要确保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提供指导,能
够及时督促指导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专
业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写作等任务,重视研究生学

术规范训练和学术伦理教育,强调研究生培养的过

程管理,严格按照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时间节点要求,
悉心指导研究生完成理论学习、落实实践教育,做好

论文选题、开题、研究及撰写等工作,对研究生课程

及学位论文质量严格把关。导师要以身作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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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过程化管理,让学生忙起来、效果实起来,引
导学生多读书、深思考、善提问、勤实践。

其次是要落实导师在团队中的科研引导者作

用。进行学术科研既是研究生学习知识、检验知识、
实践创造的过程,也是促进研究生思想提升、素养提

高的一种教学方式。[7]把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把
科研活动变成培养独创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的载体,
“研中教”“研中学”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特征之一。
无论是研究课题的选题设计、申报立项、研究验收,
还是实践活动的项目接洽、方案设计、实验应用等全

过程的各个环节,团队每个成员都应参与其中,让成

员完全“浸入”于特定的科研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创

新力和主观能动性,使其在项目实战中学习掌握文

献查找方法、问题探究方式、实践应用技巧、创新思

维启发等深层次学术能力,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

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导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
应当率先垂范、言传身教,通过践行所倡导的价值、
展示所具备的能力、传授所拥有的知识,帮助研究生

成长成才。
(二)学生发展为先的立德树人机制

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教

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

展为目标的社会活动。党历来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强调德性成长是人的全面发展的

根本保障,揭示了道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

关系,体现了党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识。研究生教

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
研究生应当在理想信念、社会担当、国际视野、科学

精神、人文素养、创新实践、学会学习、健康生活等方

面都能协调发展、同步推进。
一要强化育人为本的教师职业观。习近平高度

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在多种场合强调教师的工作是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反复要求教师

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要做“四有”
好老师,要做“四个”引路人。[8]古人亦云“亲其师则

信其道”。导师作为培养的主导者,应当积极为研究

生创造宽松平等、温馨和睦、紧张活泼的学习生活环

境,重视与研究生的思想交流,重视他们的品德塑

造,重视他们的学术价值观,只有这样研究生才会愿

意认可导师,从内心接纳导师、信任导师,才会真正

乐于向导师说出真情实感、现实需求,才能真正把导

师视为良师益友。
二要明确导师是研究生立德树人的第一责任人

制度。在师生发展共同体中,要把学生发展摆在首

位,落实导师立德树人是根本保障,前提是示范,核

心是敬业,灵魂是育人。导师要了解掌握研究生的

思想状况,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渗透、有
机融合,做到“八导”,即思想政治指导、科学道德教

导、学术科研指导、创新实践辅导、人生规划引导、心
理健康指导、就业创业指导、日常管理教导。

三要构建平等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通过充分

利用新媒体技术及信息化平台,加强师生及团队成

员之间的沟通交流,营造温馨的团队氛围。可以通

过优化考核机制等途径,把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履行

情况纳入导师工作考核,采用学术委员会评价、教学

督导评价、学生工作评价、团队成员内部评价及自评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维度评价,并将学生资助情

况、心理健康状况、科研获奖情况、就业创业情况、毕
业生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导师及团队考核指标体系,
使其切实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

(三)导学共赢为要的成果共享机制

义利之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即使在信息

化时代,依然存在很多的义利障碍。在传统的教育

观念里,教师是作为牺牲者而存在的,因而我们会把

教师比喻成蜡烛、春蚕等等,显然,传统教育中发展

教师专业化的企图,教师是作为更好地服务于“学生

的需要”的“被需要”的工具而不得不去“应付发展”
的。《易经》上说,利物足以和义。益于万物的选择

足以让各方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北宋的学者

苏轼对此的解释是,“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就是

说,义必有利才能存在,主张义利结合,“义利、利义

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淮南子·齐俗训》中的

“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说明,在孔子看来如

果事情做得适宜,符合义,那么取利不仅是应该的,
而且应该值得传播,影响更多人做“义”事,即可持续

发展。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境下,应
该正视师生在教与学、教与研过程中的合理利益,让
而止德、受而劝善,只要具有社会价值和发展贡献就

应该有相应的利益回报作为良性循环,不用为高尚

而优越,也不用为微小而愧疚。如果师生都能重视

教育使命感和需求引领,以终为始,自我激发孜孜不

倦的创新力,进行学术探索和技术革新,则必然会推

动社会进步。“义利并举”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义利

观相统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实践,在
新时代更为熠熠生辉。

一方面,导师和研究生都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和得失观。确立正确利益观、建立科学公平的成果

共享机制是构建师生发展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不可

回避,也绕不开。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关注利益得失

是其合理诉求,但是过于关注经济利益和短期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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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导致学习精力的分散与心态的失衡。而研究生

导师必须努力实现研究生培养质量和个人发展及经

济利益的均衡发展,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绩效评价

体系和科学的内部利益分配制度,明确分配规则。
当眼前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有所冲突时,应当舍小

益而顾大局,确保共同体的健康长远发展。师生发

展共同体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要以促进所有成员实

现自我发展为目标,对师生成长共同体进行科学规

划,通过共同认可的程序协调利益关系,优化配置育

人资源,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坚持

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的优先级地位,形成“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共同体意识,创生洋溢成长快乐的

师生文化,推动师生发展共同体的生态发展,提升师

生在教育交往中的成长效率与幸福体验。
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也要重构科学

的导师评聘及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要扭转片

面以课题、论文、经费等“量化指标”来评价导师教书

育人履职质量的偏颇做法,更加重视考察导师在研

究生培养中交流频度和指导次数,关注研究生的按

时毕业率、成功就业率、论文复检优良率、社会服务

参与率等,引导研究生导师把主要精力放在育人上、
而不是单纯“跑课题”“赚工分”上,从而避免“放养”
“散养”“替导师打工”等不正常现象。[9]要将对教师

个体的评价转变为对发展共同体的团队评价,将教

师指导研究生所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学科竞赛成

果与其个人科研成果等效纳入研究生教育绩效,推
动学术发展,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要建

设基于学术成就、人才培养成效、团队发展成绩三者

并行的教师评价体系,坚持教书育人是教师的首要

职责,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升学术质量和人才培

养质量为核心,以师生团队整体发展贡献为重点,提
升师生发展共同体在评价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通

过完善以促进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生评价制度,着
重培养学生学术志趣、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和创造能

力,将师生共同完成的成果予以科学认定,完善学生

评奖评优机制,激发研究生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自
觉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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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tudentCo-DevelopmentCommunity:
aNewSolutiontotheUneasy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inStudyGuidance

HUHongwu
(LawSchool,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310023)

Abstract:Theconceptoftheteacher-studentco-developmentcommunityisbasedonthepracticalneedsforcopingwiththe
currentuneasyrelations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inlearningguidance.Ithighlightsthecollectiveroleplayedby
thejointteamandemphasizesequalstatusofteachersandstudents.Therefore,itisconducivetotheconstructionof
harmoniousrelations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theimprovementofthepostgraduatesupervisorsystem,andthe
comprehensiveenhancementofthetrainingqualityofpostgraduates.Basedontheperspectiveofsupervisor-postgraduate
relations,theconnotationoftheteacher-studentco-developmentcommunityhasfourmeanings:theteamconceptofunified
values,thecultureofequalandfreecommunication,theequallybeneficialandcooperativemodeofteachingandlearning,and
thewin-winresultfrom mutuallyimprovingdevelopment.Inorderto maketeachersandstudentsbecomearealco-
developmentcommunity,theauthorproposethatweneedtoestablisharesearchandlearningguidancemechanismbasedon
academicinnovation,a moraleducation mechanism thatprioritizesstudentdevelopment,andanachievementsharing
mechanismbasedon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win-winrelations.
Keywords:teacher-studentco-developmentcommunity;postgraduate;uneasysupervisor-studentrelationsinstudyguidanc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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