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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导师能力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的理论模型,以陕西省5所“双一流”高校的544名研究生为样本,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Bootstrap方法验证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导师学术能力与指导能力均会显著促进研

究生创新能力和科研绩效,且导师指导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导师管理能力不会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但会正

向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2)研究生创新能力在导师学术能力和研究生科研绩效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即

“名师不一定出高徒”),在导师指导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理工科导师学术能力

和指导能力的正向影响都更显著,而人文社科类导师的管理能力影响更强;青年导师学术能力的影响更突

出,而中年导师指导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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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最高层

次,是国家培育科学技术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抓手,也
是科学研究创新发展的战略支撑。导师作为研究生

学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1],扮演着第一责

任人角色,会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学业和职业发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出台《关于全面落

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研究生导师指

导行为准则》等一系列聚焦研究生导师的文件,明确

了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性,同时对导师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

会议也指出要强化导师队伍建设,打造政治素质优

良,师德师风高尚、育人能力过硬的导师队伍,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引导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

背景下,导师能力成为理论界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导师能力展开了诸多有

益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研究热点主要包括:
(1)研究生导师能力构成维度探究;(2)研究生导师

能力的评价方法研究;(3)导师能力视域下的导师队

伍建设研究;(4)研究生和导师双向视角下的研究生

导师能力提升等。关于导师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



响,当前学界大多从导师个体特征出发进行探究。
具体而言,导师学术身份[2-3];指导频次[4-6]、指导风

格[7-9]、师生关系[10-11]等都会对研究生科研绩效产生

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已经充分认识到

导师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导师个体特征会显著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然而当

前学界针对导师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的研究却较为缺乏,急需对其进行深入探究。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概念界定

1.导师能力及其维度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将研究生导师

定义为“负责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工作岗位的称谓,包
括硕士生导师与博士生导师。”关于能力的内涵,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McClelland)认
为能力是指在某项任务中可以鉴别卓有成就者与普

通无奇者的会影响工作绩效的个人的深层次特

征[12]。近年来,学界逐渐关注导师能力的议题,但
尚未形成明确共识,例如李露、吕催芳认为研究生导

师最基本的胜任力是指成为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

所必 须 具 备 的、满 足 工 作 基 本 需 要 的 知 识 和 技

能[13]。何齐宗则指出硕士生导师能力是能够有效

完成研究生教育培养任务所必须的特质集群[14]。
综合相关观点,本研究将导师能力定义为研究生导

师在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体现的能力。
关于研究生导师能力的维度,根据不同学者的

观点可将其归纳为三要素论、四要素论、五要素论

等。代表学者有李露等[13]、罗英姿[15]、何齐宗[14]、
苏娜[16]、包水梅[17]等。尽管当前学界对导师能力

的维度划分不尽相同,但对不同代表性观点进行对

比并梳理总结后,可以提取出导师学术能力、指导能

力和管理能力作为导师能力的三个主要维度。另一

方面,现实实践也表明学术能力是研究生导师的必

要条件,导师要想培养好学生,就必须具备扎实的理

论基础、丰富的科研经验和较高的学术造诣。此外,
指导行为贯穿导学关系始终,导师还应具备正确指

导研究生的能力。在研究生培养中,导师领导并组

织协调团队,促进并督促研究生共同学习与成长,实
现研究生培养目标,这一团队管理的过程亦对研究

生导师的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综上,本文将导师

能力维度划分为学术能力、指导能力和管理能力。
2.研究生创新能力

心理学对于创造力的研究奠定了对个体创新能

力研究的基础。关于创新能力的内涵,美国著名心

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指出,创新能力是

一种常常表现为新颖的、多元的、开放的创新思维的

智力品质。Scott和Bruce提出创新就是确定一个

问题、寻求对构想的支持并应用这一新构想解决问

题,而创新能力就是指将脑中的新想法变成可以解

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的过程[18]。Kleysen和 Street
认为创新行为包括五个阶段,即搜寻机会、萌生构

想、进行调查、支持想法、应用想法[19]。卢小君[20]

对Kleysen和Street的观点进行了检验并提出个人

创新能力可分为产生创新构想的能力和执行创新构

想的能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生培养实

际,本文将研究生创新能力理解为其学习专业知识、
从事科学研究时涌现创新性构想或独特方法,并努

力将其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的能力。
(二)研究假设提出

1.导师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

导师是研究生求学过程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

能力与素质直接影响研究生的科研活动和科研产

出,对其科研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前文所述,导
师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学术能力,李艳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承
担科研课题情况对博士生科研质量和科研产出影响

显著,导师个人学术能力是培养高质量博士生的关

键[21]。在导师指导能力方面,Sambrook验证了督

导水平高的导师会促进博士生更积极踊跃的投入到

团队建设中,并影响他们做出更多创新性行为[22]。
陈珊通过问卷调查对比了不同国家导师对博士生的

指导频率,阐述了导师指导频率对博士生培养质量

的重要作用[5]。在导师管理能力方面,TIERNEY
P、ZHANGX分别验证了领导管理行为对创造性

成果产出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导师学术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H1b:导师指导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H1c:导师管理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2.导师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导师指导有利于研究生积累丰厚的专业知识、
拓展研究视野、产生创新性构思,是研究生在创新过

程中最重要的资源支持,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23]。朱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导师

的专业学术指导、科研资源支持以及日常生活关怀

都会对研究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24]。蒙艺认

为学术导师通过授权、关怀、发展和激励等团队管理

行为有利于构建发展学生的创造力[25]。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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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自身的创新特征和创新经验也是学生效仿的榜

样与示范,导师能力在研究生创新能力激发、产生、
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引导和促进功能。基于

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导师学术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H2b:导师指导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H2c:导师管理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3.研究生创新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

基于经典文献研究,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滕博

格(Sternberg)提出了有关个人创新能力的基本假

设,即那些具备创新能力特征的人往往更容易收获

创新性的成果,这一假设对科研情景中的研究生同

样具有借鉴意义。朱红等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创新

行为特征、思维特征和知识体系建构是影响研究生

创新成果产出的显著性因素[24]。纵观现有文献,不
难发现研究生从事科研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性活动,
是知识的“再发现”“再生产”,具有较高的积累性和

创新性。创新能力高的研究生,往往具有更坚实的

专业基础、更浓厚的研究兴趣和更活跃的思维,他们

更愿意选择和完成有挑战性的科研任务,并会尽力

解决科研中的一切难题,因此他们的科研绩效水平

也更加突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研究生创新能力对其科研绩效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4.研究生创新能力对导师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

效间关系的作用

前文分析表明,导师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导师的个人学术能力是进行良

好学术指导,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基本保障,
导师的指导能力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因

素,导师的管理能力会使科研团队更富凝聚力与创

造力,并且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会对其科研绩效产生

显著影响。因此可以推断,导师能力越强,研究生创

新能力发展就会越充分,其科研绩效水平也就越高,
即研究生创新能力会在导师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

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在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a:研究生创新能力在导师学术能力与研究

生科研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H4b:研究生创新能力在导师指导能力与研究

生科研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H4c:研究生创新能力在导师管理能力与研究

生科研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总结和梳理,本研究构建研究框架如

图1所示:

图1 导师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与研究生

科研绩效关系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陕西省内五所“双一流”高
校的硕士生、博士生。为确保样本范围合理性,在发

放问卷时依据学科均衡、类型均衡的原则,选取西北

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5所具有不同学科特色高校的

理学、工学、法学、经济学、文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

科的研究生进行调查。为提高样本覆盖率,采用分

层随机抽样,以线上填写和线下发放两种方式进行

调查,在相关院校的研究生院管理人员及研究生导

师支持下,通过现场发放、QQ群、微信群、扫码登录

等多种方式发放和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630份,回
收有效问卷544份,有效率为86.3%。其中,男性

273人(50.2%)、女性271人(49.8%);硕士研究生

288人(52.9%)、博士研究生256人(47.1%);学术型

学位392人(72.1%)、专业型学位152人(27.9%);在
学科分类方面,自然科学类229人(42.1%)、社会科

学类252人(46.3%)、人文艺术类63人(11.6%)。
(二)变量测量与信效度分析

为尽可能提高调查问卷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本研

究借鉴现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进行草拟,并结合研究

生科研情境特点对题项设置进行了调整与修改。
首先,解释变量———导师能力(TA),主要借鉴

包水梅[17]、陆道坤等人关于导师胜任力以及 Yukl
(2002)的领导行为 H 维等级分类成果,并加以调

整,最终量表共14个题项,包括导师学术能力、指导

能力、管理能力三个维度。其次,被解释变量———研

究生科研绩效(RP),主要参照 Fromuth(2019)、
Pascarella(2007)等人开发的科研绩效量表并结合

实际情况进行了改编,最终量表包括8个题项。第

三,中介变量———研究生创新能力(IA),主要参考

Kleysen和Street[19]编写的个人创新能力测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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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并结合本研究情景进行改编与调整,该量表总共

有8个题项。最后,控制变量———现有研究发现研

究生基本特征及导师基本状况会对研究生科研绩效

产生影响,故本研究选取了8个控制变量,分别为研

究生性别、学位层次、学位类别、学科门类、高校类

型、导师年龄、职称、指导年限情况。
本研究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量表

信度方面,本研究3个研究变量及其各维度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均在0.80以上,CITC值均保持

在0.5以上,说明本研究调查问卷中使用的量表信

度较好。此外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检验问卷量表的

内部结构效度,结果表明所有研究变量测试题项的

因子载荷值均高于0.7,各量表 KMO 值均大于

0.9,导师能力三个维度及研究生创新能力、科研绩

效的 累 计 方 差 解 释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67.763%、
68.251%、68.327%、67.589%、68.058%。所有变

量的拟合优度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因此可认

为各研究变量的结构效度均较好。
表1 研究变量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KMO值 指标与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ITC 删除题项后的α α

导师能力

(TA)

0.921

学术能力TAA(CFI=0.973,NNFI=0.968,AGFI=0.971,RMSEA=0.039;累计解释方差67.763%)

TA1 0.795 0.597 0.907
TA2 0.781 0.615 0.906
TA3 0.78 0.56 0.908
TA4 0.741 0.515 0.91

0.841

指导能力TAB(CFI=0.981,NNFI=0.974,AGFI=0.972,RMSEA=0.037;累计解释方差68.251%)

TA5 0.778 0.62 0.906
TA6 0.806 0.66 0.904
TA7 0.757 0.665 0.904
TA8 0.732 0.608 0.906
TA9 0.772 0.594 0.907

0.879

管理能力TAC(CFI=0.977,NNFI=0.978,AGFI=0.968,RMSEA=0.038;累计解释方差68.327%)

TA10 0.789 0.667 0.904
TA11 0.796 0.678 0.904
TA12 0.751 0.614 0.906
TA13 0.796 0.655 0.905
TA14 0.773 0.642 0.905

0.891

研究生创新能力

(IA)

0.962

(CFI=0.989,NNFI=0.983,AGFI=0.978,RMSEA=0.036;累计解释方差67.589%)

IA1 0.813 0.766 0.941
IA2 0.818 0.77 0.941
IA3 0.835 0.791 0.94
IA4 0.857 0.817 0.939
IA5 0.786 0.735 0.943
IA6 0.823 0.778 0.941
IA7 0.819 0.772 0.941
IA8 0.836 0.792 0.94
IA9 0.833 0.789 0.94
IA10 0.800 0.750 0.942

0.947

研究生科研绩效

(RP)

0.931

(CFI=0.983,NNFI=0.980,AGFI=0.977,RMSEA=0.037;累计解释方差68.058%)

RP1 0.849 0.794 0.921
RP2 0.835 0.775 0.923
RP3 0.824 0.761 0.924
RP4 0.817 0.759 0.924
RP5 0.838 0.778 0.922
RP6 0.834 0.775 0.923
RP7 0.793 0.732 0.926
RP8 0.807 0.750 0.925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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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AMOS22.0和SPSS22.0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对回收的数据和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分析、信效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等,
并采用直接效应检验和Bootstrap分析法的中介效

应检验来验证研究假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性系数初步验证各研究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具体结

果如表2所示。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显示出,相比于

导师指导能力和管理能力,导师学术能力整体状况

相对较高,均值为3.906左右。研究生创新能力与

科研绩效均值分别为3.481和3.472。进一步地,
导师学术能力、指导能力、管理能力均与研究生科研

绩效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中导师指导能力

的相关性最显著(相关系数为0.524)。此外,导师

能力三维度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382、0.441、0.348,其中导

师指导能力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相关性最强(相关

系数为0.441)。最后,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其科研绩

效也 在 0.01 水 平 上 显 著 正 相 关,相 关 系 数 为

0.637。以上分析结果说明,导师能力与研究生创新

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研究生

创新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也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但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影响路径与机制尚不清楚,
还需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更深入的验证与揭示。

(二)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文运用 AMOS20.0软件对前文构建的导师

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与科研绩效关系假设模型进

行拟合指数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模型的绝对

拟合度、增量拟合度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

内,说 明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的 整 体 拟 合 度 效 果 较 好

(CMIN/DF=2.259、RMSEA=0.048、RMR=
0.889、GFI=0.889、NFI=0.918、TLI=0.948、

CFI=0.952)。
表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学术能力 3.906 0.930 1

2.指导能力 3.775 0.956 0.501** 1

3.管理能力 3.721 1.009 0.505** 0.548** 1

4.研究生创新能力 3.481 1.013 0.382** 0.441** 0.348** 1
5.研究生科研绩效 3.472 1.043 0.438** 0.524** 0.457** 0.637** 1

  注:**p<0.01,*p<0.05.

表3 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

拟合度指标 CMIN DF CMIN/DF
绝对拟合度指标 增量拟合度指标

RMSEA GFI RMR AGFI NFI TLI CFI

判断标准 — — <1~3 <0.08 >0.85 <0.10 >0.8 >0.9 >0.9 >0.9

模型结果 1025.536 454 2.259 0.048 0.889 0.053 0.871 0.918 0.948 0.952

结论 — — 很好 很好 优秀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三)假设检验

本文在对理论模型的信效度、拟合度等进行检

验并通过的基础上,采用潜变量路径分析验证导师

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中各

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及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

程度可通过模型中的路径系数来体现。通过对数据

的分析及对模型的多次校准,形成最终的理论模型

如图2所示。

1.导师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主效应检验

表4反映了解释变量———导师能力(学术能力、
指导能力、管理能力),对被解释变量———研究生创

新能力及研究生科研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即对前

文提出的 H1、H2、H3假设及其子假设进行检验。
分析发现,(1)导师学术能力、指导能力、管理能力和

研究生创新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都存在显著正向

影响(H1a、H1b、H1c、H3),在导师能力三维度中,
指导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标准化路径系数0.219)。(2)除导师管理能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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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生 创 新 能 力 的 直 接 效 应 影 响 不 显 著 以 外

(H2c),导师学术能力、指导能力影响路径均显著

(H2a、H2b)。即导师学术能力和指导能力均会对

研究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导师指导

能力的显著性更强(标准化路径系数0.330)。(3)

综合比较,导师指导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研究

生科研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都强于导师学术能力和

导师管理能力,即导师的指导能力更能提升研究生创

新能力 和 科 研 绩 效。因 此,假 设 H1a、H1b、H1c、

H2a、H2b和H3得到了支持,H2c未得到支持。

图2 导师能力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表4 模型主效应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非标准化

估计值
标准差 z-value p 假设

标准化

估计值
R2 结果

研究生创新能力

学术能力 0.209 0.065 3.236 0.001 H2a 0.194

指导能力 0.354 0.066 5.324 *** H2b 0.330

管理能力 0.063 0.061 1.029 0.303 H2c 0.062

0.263
通过

通过

未通过

研究生科研绩效

学术能力 0.108 0.054 1.978 0.048 H1a 0.095

指导能力 0.245 0.057 4.299 *** H1b 0.219

管理能力 0.142 0.051 2.782 0.005 H1c 0.135

研究生创新能力 0.503 0.045 11.160 *** H3 0.482

0.572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p<0.001;**p<0.01;*p<0.05.

  2.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导师能力(解释变量)对研究生科研绩效(被解

释变量)的作用效果既包括直接路径的影响,也包括

解释变量通过研究生创新能力(中介变量)影响研究

生科研绩效的间接路径的影响。为清楚地揭示模型

中的中介效应,本文将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分

解,使用Bootstrap法对模型中存在的中介效应进

行验证。
表5显示,导师能力的三个维度对研究生科研

绩效的影响路径包括三条直接路径和三条间接路

径。(1)导师学术能力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的间接

效应在BC和PC的上下界均不包含0,表明研究生

创新能力在导师学术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

中发挥中介作用,假设 H4a得到了验证。进一步

看,导师学术能力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的直接效应

不显著(p>0.05),且BC和PC的上下界之间均包

含0,说明研究生创新能力在导师学术能力与研究

生科研绩效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表明导师学

术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在研究生创新能力

(中介变量)的加入下,不再直接影响研究生科研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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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是通过激发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其科研

绩效,简而言之,“名师不一定出高徒”,导师学术能

力并非是研究生科研绩效提升的充分条件。(2)导
师指导能力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的间接效应在BC
和PC的上下界均不包含0,表明研究生创新能力在

导师指导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

作用,假设H4b得到了验证。具体来看,导师指导

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的直接效应在BC和PC的

上下界均不包含0,说明研究生创新能力在导师指

导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

用。这表明导师指导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正向

促进作用,部分通过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

研究生科研绩效,即导师指导能力越强,研究生创新

能力越高,其科研绩效水平也愈高。(3)结合表4和

表5的结果,导师管理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存

在显著影响,导师管理能力影响研究生科研绩效的

间接效应在BC和PC的上下界均包含0,表明研究

生创新能力在导师管理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关

系中不发挥中介作用,故假设H4c未得到验证。

表5 模型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名称 中介效应(MediatingEffect)
标准化

估计值
标准差

Bootstrap1000times95%confidenceinterval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下界 上界 p 下界 上界 p

间接

效应

学术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105 0.041 0.036 0.204 0.006 0.026 0.193 0.010

指导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178 0.043 0.106 0.279 0.001 0.097 0.269 0.002

管理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031 0.036 -0.036 0.105 0.355 -0.035 0.107 0.337

总间接效应 0.315 0.045 0.238 0.426 0.001 0.229 0.412 0.002

直接

效应

学术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108 0.061 -0.014 0.229 0.085 -0.011 0.231 0.080

指导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245 0.069 0.109 0.376 0.002 0.109 0.377 0.002

管理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142 0.061 0.028 0.262 0.014 0.026 0.262 0.015

总直接效应 0.495 0.072 0.363 0.639 0.002 0.363 0.639 0.002

总效应 0.810 0.069 0.676 0.940 0.003 0.679 0.943 0.002

  (四)进一步分析比较

为进一步比较导师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与科

研绩效影响是否会因学科和导师年龄存在差异,本
研究进行了不同学科、不同导师年龄的异质性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6和表7所示。

表6 不同学科下导师能力的影响结果比较

影响路径 人文社科 理工科

学术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 0.194** 0.216**

指导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 0.207*** 0.248***

管理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 0.137 0.117

学术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093** 0.102**

指导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209*** 0.231***

管理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187** 0.158**

研究生创新能力→
研究生科研绩效

0.374*** 0.431***

  注:***p<0.001;**p<0.01;*p<0.05.

表7 不同年龄下导师能力的影响结果比较

影响路径
青年导师

(≤44岁)
中年导师

(≥45岁)

学术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 0.182** 0.167**

指导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 0.204*** 0.213***

管理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 0.116 0.098

学术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197** 0.178**

指导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228*** 0.236***

管理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 0.151** 0.164**

研究生创新能力→
研究生科研绩效

0.346*** 0.332***

  注:***p<0.001;**p<0.01;*p<0.05.

(1)基于不同学科门类的比较。相比于人文社

科类,理工科导师学术能力与指导能力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与科研绩效的影响作用更强,而人文社科类

导师管理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的影响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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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理工科所代表的自然科学类

研究具有较高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其科研活动对导

师学术知识、实验经验指导以及科研团队协同支持

的依赖较高,而人文社科类研究更加关注社会中的

人以及社会事物间的联系,对科研实践操作并没有

过多要求,科研形式相对自由,所以对研究生进行科

学的管理就尤为重要。
(2)基于不同导师年龄的比较。表7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导师的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与科研绩效

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比较而言,青年导师

的学术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与科研绩效的影响作

用更强,而中年导师的指导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

与科研绩效的影响更强,同时中年导师的管理能力

也更能促进研究生科研绩效。究其原因,青年导师

学历较高、科研训练较充分、科研精力旺盛,所以其

学术能力对研究生的科研绩效的影响较为突出,而
中年导师科研经验丰富,指导学生时间长、人数多,
指导与管理经验丰富,所以相比青年导师,中年导师

指导能力更能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与科研绩效。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面向陕西省五所“双一流”高校问卷调

查的544个样本,实证分析和探讨了研究生导师能

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生科研绩效影响的作用

机制。结果表明:(1)导师能力是影响研究生科研绩

效的重要因素。导师学术能力与指导能力均会显著

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科研绩效提升,其中导师指

导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说明导师的有效指导

是促进研究生科研成果产出的关键;而导师管理能

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研究生创

新能力并无显著影响。(2)研究生创新能力在导师

学术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

用,在导师指导能力与研究生科研绩效之间发挥出

部分中介作用。(3)理工科专业导师学术能力、指导

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科研绩效的正向影响更

强,而人文社科专业导师管理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

更强。进一步地,青年导师学术能力的影响更突出,
而中年导师指导能力更能促进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

科研绩效。
在当前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各

高校和培养单位应当正确认识导师能力的构成,明

确不同的导师能力在研究生培养中发挥的不同作

用,持续优化研究生导师监督考核评价标准,在关注

导师知识水平、学术成果及学术身份的同时,还应考

虑导师的指导能力、指导技能以及科学管理能力,全
面发展和培育导师能力。结合本文研究发现,针对

导师能力的综合培育,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重视导师学术能力提升,筑牢研究生教育

培养的基石。学术功底深厚扎实的导师能指导研究

生学好知识、做好研究,激发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由此,启发我们必须重视导师学术能力的提升。首

先,各高校和培养单位应进一步优化导师学术能力

考核和导师资格遴选标准。在导师遴选和考评中持

续强化对导师学术能力的考核和发展,严格遴选标

准,对学术道德优良、科研成果丰厚、承担课题情况

良好的导师给予适当的物质和晋升激励。在日常管

理中实施“绩效考核———动态上岗”制度,对学术水

平、科研资源、专业素养不能满足研究生培养要求的

导师,取消其导师资格,充分保证研究生导师队伍的

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准。其次,还应构建多维全面、科
学合理的导师学术能力综合评价体系。各高校和培

养单位应进一步破除现有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的导师学术能力“五唯”评价,建立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师德师风为重要引领,打造

“四有”好老师为重要目标,包含师德师风、专业技

能、学术科研水平和学术团队建设等指标在内的导

师学术能力综合评价体系,促进研究生导师学术能

力的科学评价与全面发展。最后,各高校和培养单

位应做好学术资源与学术氛围营造工作,为导师开

展学术研究提供良好的科研资源与条件保障。尤其

在当前倡导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应特

别注重对导师数字资源获取、运用和交流等数字化

学术能力方面的支持,为打造导师数字化学术能力,
建设一流导师队伍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聚焦导师指导能力发展,把握提升研究生

创新能力与科研绩效的关键。“好学者不一定是好

导师”“名师不一定出高徒”。因此,提升导师能力需

要抓住导师指导能力这一关键。首先,各高校和培

养单位应重视对导师指导能力的培育与开发。不仅

要对新任导师在立德树人、科学指导等方面进行岗

前培训,强化学院主体作用发挥,为新任导师建立

“成长责任导师制”,鼓励领军人才、资深教授为青年

导师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指导,助力新任导师

快速成长。而且要对在岗导师定期组织研究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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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升分享会、导生互动沙龙及研究生心理育人

专题培训会,构建“对象覆盖全、内容设置精、培训效

果好”的导师指导能力保障机制。其次,各高校和培

养单位应出台差异化的导师指导能力提升实施方

案。方案应强化导师指导质量导向,针对不同学科

门类、不同类别,以及不同任职年限导师制定差异化

能力提升实施方案,科学设立指导质量评价体系,促
进导师正确了解和把握研究生教育基本规律,不断

优化指导方法,促使研究生创新能力发展与科研成

果的产出。再次,各高校和培养单位应积极探索强

化导师指导能力评价的反馈机制。相关部门和单位

应进一步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精神,开拓创新研究生对导师指导效果的过程

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畅通评价反馈渠道,在师生动

态反馈与交流中提升导师指导质量和效果。最后,
导师应注重提升研究生指导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激
发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高等教育的本质

是通过自由教育的过程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过程[26],
导师在指导时不应仅仅停留在“传道授业解惑”,还
应在指导过程中和学生共同探索,使其用批判性思

维审视世界,激发其创新能力,提升科研绩效。在指

导方法上导师应贯彻因材施教理念,根据研究生自

身潜质和学术志趣对研究生采取灵活多样的指导风

格与指导行为,优化研究生指导效果。
第三,关注导师管理能力培育,打造高度凝聚、

创新发展的科研团队。增强导师管理能力是促进研

究团队科研氛围营造,提升团队凝聚力,助力科研成

果产出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首先,导师应建立并

完善科研团队日常管理体系与方法。导师应对科研

任务进行整体规划,并科学把控研究生科研进度,同
时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鼓励研究生积极发现并解

决科学问题,促进其科研能力发展。在管理方法上,
对于理工科研究生,导师在对其科学实验与项目进

行严谨化、规范化管理的同时,可进一步丰富科研参

与形式,拓宽校际合作、校企合作的深度,激发理工

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对于文科类研究生,导师

在指导其科研学习和论文写作时应注重营造轻松自

由的研究氛围,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充分发挥其科

研探究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新性,启发文科研究生

理性思考能力,推动文理思维融合。其次,导师应健

全鼓励研究生创新的激励机制。导师对研究生的科

研进步和成果突破可进行适当物质和精神上的激

励,这不仅可以促进研究生科研任务顺利完成,更能

有效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和获得感,对提升研究生

科研绩效具有重要作用。再次,导师还应注重日常

管理中的人文关怀。当前,部分研究生群体面临较

重的学业、就业、生活等多重压力,这些压力若不及

时化解则容易滋生其焦虑与抑郁情绪,严重影响研

究生的身心健康。鉴于此,导师应积极关注研究生

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做
到“施之以爱,导之以行”,培养研究生积极乐观的心

态,助力研究生成长成才。
(二)理论贡献与研究不足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导学关系视角下导

师能力作用机制及其影响效果的“黑箱”,丰富了当

前导师能力对研究生科研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成

果,为导师能力提升和导师队伍建设等提供了思路

指引,对后续基于导师能力视角的相关研究亦提供

了借鉴与参考。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
先,本文初步建构并验证了导师能力对研究生科研

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仅引入了中介变量研究生创

新能力,缺乏其他情景条件与变量的引入,在后续的

研究中可加入师生网络关系等调节变量进一步完善

现有理论模型。第二,本文的抽样框为陕西省五所

“双一流”高校,可能导致本文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与

结论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故在后续研究可面向国

内其他双一流及非双一流高校开展调查,并进行比

较研究,以深化现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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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CanSupervisors’AbilityImprovePostgraduates’ResearchPerformance:

BasedontheSurveyofFive“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

ZHENGYe1a,2,LIZhenmiao1a,XIAOMin1b,2

(1.a.SchoolofPublicPolicyandAdministration;b.GraduateSchool,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an,710072;

2.Shaanxi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ResearchCenter,Xi’an710072,China)

Abstract:Toconstructatheoreticalmodeloftheinfluenceofsupervisor'sabilityonpostgraduates'researchperformance,the
authorsuse544postgraduatesfromfive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inShaanxiProvinceassamples.Inaddition,theyverify
thetheoreticalmodelwiththestructuralequationmodelandBootstrapmethod.Theresultsshowthat:first,boththeacademic
abilityand guidanceability ofsupervisorssignificantlyfacilitatetheinnovation ability andresearch performanceof

postgraduates,andtheguidanceabilityofsupervisorshasastrongerpositiveinfluence,andthemanagementabilityof
supervisorsdoesnotinfluencetheinnovationabilityofpostgraduates,butpositivelyinfluencestheirresearchperformance;

second,theinnovationabilityofpostgraduatesplaysacompletelymediatingrolebetweentheacademicabilityofsupervisors
andtheresearchperformanceofpostgraduates(whichmeansamasterteachercannottrainallhisstudentsintoexcellent

professionals),andapartiallymediatingrolebetweentheguidanceabilityofsupervisorsandtheresearchperformanceof

postgraduates;third,thepositiveinfluenceoftheacademicabilityandguidanceabilityofthesupervisorsforpostgraduatesin
scienceandengineeringismoreapparent,whiletheinfluenceofthemanagementabilityofthesupervisorsforpostgraduatesin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isstronger;andtheinfluenceoftheacademicabilityofyoungsupervisorsismoreoutstanding,

whiletheguidanceabilityofmiddle-agedsupervisorshasastrongerpromotingeffect.
Keywords:supervisor’sability;postgraduate’sinnovationability;postgraduate’sresearchperformance;“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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