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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突出特征和着力点,而导学关系是研究生教育中最核心的教育

关系。本文基于实际调研,从研究生视角对“双一流”建设中学校和学科发展进行评价,并就“双一流”建设下

的导学关系进行透视;利用问卷调查结果构建回归模型,通过实证推演进一步探究“双一流”建设对导学关系

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强师资质量提升和师资资源优化配置,突出导师在导学关系中责任定位

和引领作用,重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从而推进“双一流”建设与导学关系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导学关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系统谋划和统筹

推进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国家在新

形势下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

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由此可见,人才培养

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和高校发展的中心任务。高

水平研究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突出

特征。[1]世界范围一流大学的发展也证明了高水平

研究生教育在以大学实力、大学声誉为核心的竞争

优势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

导学关系是研究生教育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教育关

系,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有效运作及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关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导学

关系这一问题背后的含义在于,高水平学校建设和

学科建设在遵循人才培养一般规律的同时,必须充

分考虑人才培养中最核心教育关系的构建及发展。
从导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来看,

Busch(1985)面向大学教授发放了包含69个与导学

关系相关的行为和定义视角的量表,统计结果显示,
教授的年龄对导学关系有着显著的影响,年轻导师

的导学关系更加深入,但各年龄段的导师均从导学

关系中收获了内在成长和支持。[2]Green&Bauer
(1995)面向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连续研究,对导

学关系的积极作用提出异议,认为导学关系和谐对

学生未来在职业上的表现没有显著提升作用。[3]

Paglis等(2006)则用长达5.5年的观察期进行考



察,认为导学关系对学生未来的工作效率、职业认同

和自我价值有显著提升。[4]Berk等(2005)以霍布金

斯大学护理学院为例,研究了学院内部正式和非正

式的导学关系,认为导学关系对于效率的提升有一

定积极影响。[5]Noe(1988)从控制力、工作认同、职
业规划、关系重视程度和导学沟通质量与频次等角

度分析了优质导学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6]Busch
(1991)面向学生研究年龄因素对导学关系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受到职业发展方面的帮助显

著减弱,同时导学双方的性别因素在模型中并不显

著。[7]王海林等(2015)基于导师与研究生的双主体

视角,从导学关系中指导制度、日常关系、科研关系

等方面考察和测量导学关系的满意度和忠诚度。[8]

林彦红(2018)则将师生学术共同体作为“团体”,根
据团体凝聚力模型对团体的人际整合凝聚力、团体

的任务整合凝聚力、导师/学生对集体人际交际的关

注和导师/学生对集体事务的关注进行测量。[9]

二、高校“双一流”建设及其

对导学关系影响的调查分析

“双一流”建设聚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内容,同
时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支撑和引擎。“双一流”
建设的使命引领、战略规划、资源配置、体制保障、环

境优化等,攸关研究生教育的境界追求、科学发展、
要素优化以及改革成效。[10]这也必然影响研究生导

学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研究生既是导学关系双主体

之一,同时也是“双一流”建设中学校和学科建设的

重要客体。从研究生层面对学校和学科建设及发展

进行评价,并就“双一流”建设下的导学关系进行透

视,不仅可以为“双一流”的学校和学科建设提供对

照和参考,同时也为学校和学科建设影响导学关系

的逻辑理路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一)问卷设计及有效性分析

问卷调查主要对标“双一流”建设要求,以“双一

流”建设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读研究生为调查

对象,基于学生的环境认知和自我评估,针对“双一

流”建设下学校和学科发展以及研究生导学关系进

行调查。问卷设计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基础

数据方面,主要涉及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类别、学位类

型、学习环境等,共13个问题。二是学校和学科建

设方面,主要根据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

标体系进行相关指标设计,确定4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共29个问题作为考察指标(见表1),
从研究生视角考察学生对学校和学科建设的总体认

知情况。三是导学关系方面,主要借鉴 Noe.R.A.
(1988)和Mainhard.T(2009)的问卷,设计3个二级

指标、共19个问题作为考察指标(见表2),从学生

角度对“双一流”建设下的导学关系进行评估。
表1 学校及学科建设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师资队伍与资源

师资质量 考察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和结构质量

师资数量 考察师资的充分性,包括师生比及专任老师情况

支撑平台 考察学生接触实验室和科研基地情况

人才培养质量

培养过程质量 考察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国际交流两个方面

在校生质量 考察研究生学位论文情况和在校获得荣誉与机遇情况

毕业生质量 考察毕业生的总体评价

科学研究水平
科研成果 考察学术论文发表、教材编写、产学研一体化水平等情况

科研项目 考察科研项目数量、经费、团队及合作单位情况

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
社会服务贡献 考察学科对社会经济建设和学术研究环境做出的贡献

学科声誉 考察学科建设规划和社会评价情况

  在问卷设计基础上,首先通过预调研考察研究指

标与问题设计的合理性,结合预调研分析结果对问卷

进行修改和完善,开展正式调研。问卷调查主要面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共回收有效

问卷1158份,其中56.91%为男生,43.09%为女生。
问卷覆盖了除农学门类和建筑学相关学科外的全部

学科类别,以及全日制博士(17.36%)、非全日制博士

(0.26%)、全日制学术型硕士(36.18%)、非全日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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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型硕士(1.38%)、全日制专业型硕士(36.1%)、非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8.72%)等全部学位类型,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学校和

学科建设方面题目的Cronbach'sα系数值均超过

0.76,导学关系方面题目系数值均超过0.80,题目具

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问卷整体信度较高,题目设置、
变量设计均较为合理,问卷所得数据可以作为研究样

本进行实证分析。
表2 导学关系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导学关系

导师专业素养/学识 考察导师在专业方向、学术道德和知识储备方面的情况

对学生专业的帮助 考察导师在学生专业能力培养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 考察学生对导师的认知状态和心理感受

  (二)“双一流”学校和学科建设评价分析

针对“双一流”建设中学校和学科建设与发展情

况,主要围绕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

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维度开展具体

调查,每个维度涵盖不同的细分指标,期望透过问卷

调查了解研究生对“双一流”建设中学校和学科发展

的主观认知及评价。
师资队伍与资源方面,主要从师资质量、师资数

量、支撑平台三个层面开展调查。调查显示,70%左

右的学生认为所就读专业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学
历结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较为合理,大部分教师

具有海外背景,在教学科研过程中表现出了较高的

专业素养和学术水平。但也有7%左右的学生认为

本专业的师生比有待提高,希望能有更多机会接触

到本专业除导师外的其他专任老师。就学科支撑平

台而言,参与调查的学生中,65.37%有固定的学生

实验室或研究室工位。大多数学生认为实验室环境

良好,学习气氛较为浓厚,但针对实验室设备和仪器

的评价则相对略低。调查中大部分学生认为实验

室、科研基地或研究中心的情况是其进行专业选择

时着重考量的要素。
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分别从研究生课程、国际项

目交流、学位论文要求、毕业生情况、成就与机遇等

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就研究生专业课程而言,90%
的学生认为教学过程实现了纪律严格、目标明确的

原则,国际交流达到了提高能力、拓宽视野的目的,
但两成以上的学生认为专业知识教学与科研实习的

适应性仍需加强,希望有更多课程能够提供实验实

习、外出访问交流的机会。95%以上学生认为本专

业具有拔尖的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学生专业基础扎

实、社会评价较高,但仍有一成学生认为本专业就业

竞争力较弱。相比较而言,针对成就与机遇方面的

调查结果并不乐观,仅有不到五成的学生持乐观态

度,低于问卷的平均结果,特别是对创新创业大多认

为面临的挑战很大。
科学研究水平方面,具体从科研项目、科研经

费、科研团队和科研成果等角度进行度量。科研水

平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培养,由于低年级调查样本较

多,可能存在正在进行课程学习、还没有机会大量参

加科研课题组的实际情况,对本学科科研成果情况

缺乏足够了解,导致科研部分的调查结果得分低于

平均得分。这其中,对于科研团队的评价最佳,五成

以上学生认为本专业的科研团队实力雄厚、成员结

构合理。另外,对科研经费和产学研一体化情况的

评价也较好。但是,也有20%左右学生认为本专业

没有足量的固定科研项目合作单位,也较少有机会

在研究生期间参与高水平论文的写作。
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方面,社会服务主要结合

学术会议和公共贡献进行衡量,学科声誉通过社会

评价、人才引进和学科规划来衡量。有六成以上学

生对所在学院过去三年举办国家及国际学术会议的

情况、所在学院老师参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及行业

标准制定的情况不了解,说明在这方面学校和学院

应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近70%学生

认为本专业社会评价高,培育并引进了充足的高水

平和高层次人才,对学科建设的规划也明晰合理。
(三)“双一流”建设下导学关系评价分析

导师和学生作为导学关系中的主体,二者之间的

交互性和协同性直接影响导学关系的运行及发展,而
且其影响超出二者的边界范畴,对植根于一流学校建

设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具有深远意

义。从大学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来看,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质量与师资水平等具有协同共生效

应,是一个相互支撑的体系,世界一流大学反映的是

“全要素生产率”。[11]“双一流”建设聚焦大学组织的

学校和学科建设,势必对学校及学科的内在建构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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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导学双方的期

许和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学生的主观认知和感

受有助于对导学关系进行更为直观的观察和评价。
调查具体围绕导师专业素养和学识、对学生专

业的帮助、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三个维度进行调研。

其中,前两个维度作为导学关系传统的评价指标,主
要考察导学关系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即“教”与“学”的作用,属于“硬指标”;最后一个维度

主要偏重学生心理感受方面的评价,反映导学关系

更深层次的影响,属于“软指标”(见图1)。

图1 导学关系评价细化指标

  经过问卷选项赋值后,可以看到,在导学关系涉

及的三个层面中,导师专业素养和学识平均得分最

高,平均分达到4.19分,这表明学生高度认同导师

的专业特质对于导学关系的影响最大;平均分最低

的是学生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说明在学生心理发

展、支持帮助和交流沟通等方面还有加强的空间。
在三个层面内部细分指标中,评价最高的是学术道

德,学生对导师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方面非

常认同;评价最低的是时间管理,导师较少会指导学

生学业和科研方面的时间规划和管理(见图2)。另

外,参与问卷调查的研究生中有近70%的学生属于

理学、工学门类,从不同学科类别导学关系的评价来

看,理工类学科导学关系的平均分相比于问卷总体

情况以及其他学科的导学关系平均分情况要明显偏

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理工类学科在导学关

系方面仍需更多的关注和改善。

图2 导学关系三级指标平均分散点图

三、“双一流”建设影响导学

关系发展的计量评估

从理论上来说,在学校和学科建设更优质的情

况下,应该具有更良性的研究生导学关系,两者应为

正向影响关系。为验证其相关关系及实际效果,利
用问卷调查结果构建回归模型,通过实证推演进一

步考察“双一流”建设对导学关系发展的影响,探究

其内在联系和演化逻辑,进而为政策演绎提供实证

依据。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基于问卷调查的指标选择及调查结果,主要通

过建立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考察“双一流”建设

与研究生导学关系之间的联系。利用SPSS软件对

问卷结果进行回归分析,综合衡量“双一流”建设对

导学关系发展的影响情况。在变量选择上,以“双一

流”学 校 及 学 科 建 设 评 价 指 标(师 资 队 伍 与 资

源Fm、人才培养质量Pn、科学研究水平Sf、社会

服务与学科声誉Ag)作为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以
导学关系评价指标(Relationshipsi,分为三个分量:
导师专业素养R1、对学生学业的帮助R2、心灵成长

的主观感受R3)作为被解释变量。
除了解释变量学校及学科建设会对导学关系带

来影响,培养过程中学生的相关情况也会对被解释

变量产生影响。为了使模型结果更加准确,将问卷

调查中向被调研者收集的相关信息包括性别、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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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文章发表、学位类型、学科类别等因素设置为

虚拟变量Dj,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建立回

归模型如下,其中ρi 为常数项,εi 为误差项。

Relationshipsi=ρi+Djα+Fmβ+Pnγ+Sfθ
+Agφ+εi

(二)虚拟变量影响评估

为确定虚拟变量对导学关系的影响,在开展总

体回归前有必要对虚拟变量的影响进行评估。其

中,性别因素D1 的引入主要是考虑到不同性别主

观感受存在差异性;科研兴趣D2 直接影响学生在

专业 学 习 及 心 灵 成 长 方 面 的 感 知;文 章 发 表 情

况D3 作为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体现,一定

程度上也是导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学位类型D4 分

为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其在导学方式及体验上存在

不同;学科类别D5 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

目录》确定,主要考虑到本次问卷样本集中在理工科

高校,学科特点不同,培养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将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科研兴趣D2、学位类型D4 和学科类

别D5 影响显著,可以纳入总体回归模型。在变量

的具体设置上,(1)科研兴趣:将对科研“非常感兴

趣”“感兴趣”和“有一定兴趣”赋值为1,对科研“不
太有兴趣”和“没兴趣”赋值为0;(2)学位类型:将全

日制教育形式学生赋值为1,非全日制教育形式学

生赋值为0;(3)学科类别:将“理学、工学门类,不含

统计学学科”赋值为1,将其他学科类别赋值为0。
从具体的参数结果来看,有科研兴趣与全日制教育

对导学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理工类学科与导学关

系状态呈负相关关系。
虚拟变量的评估也显示,性别因素D1 和文章

发表情况D3 对研究生导学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性

别方面,学生的性别对导学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原因

可能是问卷仅收集了学生的性别情况,缺乏导师性

别情况的信息,也可能是由于性别因素在导学关系

中具有不确定性影响。文章发表虽然是学习和研究

成果的评价指标之一,但不显著的统计情况说明学

生对导学关系的认知并不是唯结果论的,其他因素

的影响占据了更关键的地位。
(三)导学关系影响因素识别

为揭示“双一流”建设下学校和学科建设对导学

关系的影响情况,利用问卷调查结果构建学校及学

科建设与导学关系的最小二乘估计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对导学关系分量的影

响效应。通过对 OLS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进
行分析可以发现:

1.师资队伍与资源建设与导学关系总体建设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是解释变量中对研究生导学关系影响最为显

著的因素,其中师资质量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也符

合导学关系建设的基本要求。从其对导学关系三个

分量的影响程度来看,师资队伍与资源对导师专业

素养/学识、学生学业帮助、学生心灵成长的主观感

受三个分量的影响同样非常显著。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师资队伍与资源不仅是导学关系建设的重要基

础,也是导学关系良性发展的有效保障,在导学关系

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人才培养质量对导学关系建设显示出相对复

杂的影响

具体来看,“在校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对导

学关系的影响呈现两极化。“在校生质量”与导学关

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特别是对学生学业的帮助、
学生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两个分量的影响非常显

著。而“毕业生质量”与导学关系存在一定的负相关

关系,其中对导师专业素养/学识、学生学业的帮助

两个分量的负向影响相对明显。究其原因,“在校生

质量”对导学关系的即期影响相对较大,对于学生个

体在学业和心理成长方面的正向影响更为直接。而

“毕业生质量”往往在导学关系建设中扮演着参照系

的角色,学生在选择导师以及对导师和专业培养能

力进行了解和考察时,“毕业生质量”成为重要的考

察指标。但优秀的毕业生质量,使得学生对导师水

平及专业培养能力预期很高,有可能导致现实落差,
进而对导学关系产生负向影响。

3.科研成果对导学关系建设及学生学业帮助的

影响较为显著且明显正相关

相比较而言,“科研项目”则只在导师专业素养/
学识这一分量中表现显著。这表明导师高质量的科

研项目虽然会使学生对导师专业方面的认同感产生

影响,但对学生成长帮助不明显,而科研成果对提高

学生专业学习、拓展专业视野很有帮助。另外,学科

声誉对导学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良好的学科

声誉对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学习均有帮助,这也侧

面反映了学科声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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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OLS模型估计结果

R R1 R2 R3

估计量 标准差 估计量 标准差 估计量 标准差 估计量 标准差

师资队伍与资源-Fm

师资质量F1 1.420*** 0.136 0.267*** 0.022 0.769*** 0.082 0.385*** 0.040
师资数量F2 1.070*** 0.332 0.149*** 0.054 0.673*** 0.201 0.248*** 0.097
支撑平台F3 0.227*** 0.057 0.029*** 0.009 0.150*** 0.034 0.049*** 0.017

人才培养质量-Pn

培养过程质量P1 0.036*** 0.067 0.000*** 0.011 0.021*** 0.040 0.015*** 0.019
在校生质量P2 0.614*** 0.121 0.033*** 0.020 0.397*** 0.073 0.184*** 0.035
毕业生质量P3 -0.308*** 0.167 -0.054*** 0.027 -0.232*** 0.101 -0.022*** 0.049

科学研究水平-Sf

科研成果S1 0.421*** 0.159 0.063*** 0.026 0.268*** 0.096 0.089*** 0.046
科研项目S2 0.159*** 0.139 0.075*** 0.022 0.085*** 0.084 -0.002*** 0.041

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Ag

社会服务贡献A1 -0.071*** 0.123 0.002*** 0.020 -0.047*** 0.075 -0.026*** 0.036
学科声誉A2 0.621*** 0.287 0.026*** 0.046 0.449*** 0.174 0.145*** 0.084
控制变量-Dj

科研兴趣D2 3.335*** 1.018 0.609*** 0.165 1.672*** 0.618 1.055*** 0.298
学位类型D4 4.270*** 1.223 0.830*** 0.198 2.361*** 0.742 1.079*** 0.358
学科类别D5 -9.295*** 1.051 -1.400*** 0.170 -5.413*** 0.638 -2.482*** 0.308

样本量 1158 1158 1158 1158

R2 平方值 0.641 0.594 0.623 0.606
被解释变量均值 77.243 12.570 44.553 20.120

F 统计量 156.993***128.550***145.240***135.21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双一流”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窗口机遇期,而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是“双一流”
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导学关系建设作为高水平研究

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取决于导学主体的共同作

用,同时也与学校建设和学科环境有着重要联系。
为此,在促进高校“双一流”建设与导学关系协同发

展上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师资质量提升和师资资源优化配置。

研究结果显示,师资队伍与资源建设对导学关系建

设的影响最为显著。师资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导师水

平,也直接作用于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对于人才培养

至关重要,是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动力之源。
导学关系建设是围绕教与学不断延展和丰富的过

程,通过完善导师遴选制度、评价制度和淘汰制度促

进师资质量的不断提升,进而带动导学关系建设的

质效提升。研究也显示,学生希望在培养过程中能

够接触导师之外更多的专任老师。这就需要在提升

师资质量的同时,协调师资资源配置,优化师资队伍

梯队建设,加强团队指导和协同合作,为研究生在学

科知识以及专业技能教育方面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

的优质资源。
第二,突出导师在导学关系中责任定位和引领

作用。研究表明,研究生在针对导师专业素养和学

识评价上将学术道德排在首位,这显示出学生对导

师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非常认同。研究也

显示学术声誉对于导学关系建设具有正向影响。教

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

育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

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

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同时要发挥导师对研

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12]因
此,要突出导师在导学关系中的责任定位,明确权责

关系,强化学术道德和学术责任,将师德师风贯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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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培养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生的成长。
要强调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思想引领和行为示

范,向学生传递积极正确的价值理念,促进导学关系

的良性发展。
第三,重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研

究表明,导学关系中导师专业素养、对学生学业帮助

等体现教学水平的“硬指标”评价较高,心灵成长感

受等体现师生深层次交流影响的“软指标”评价相对

较低。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生在专业学习、科学研

究、环境适应、未来发展等方面都面临很大压力。而

高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其心理焦

虑。因此,导师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尊重学

生的自主选择,倾听和了解学生的心理困惑和成长

诉求,兼顾教书和育人的重要职责,在关注学生学术

能力和专业水平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
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注重学生的人格塑造和心灵

成长,构建互信互动、和谐共生的导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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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igh-levelpostgraduateeducationistheprominentfeatureand workpriorityofthe"doublefirst-class"
construction,and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sthecorerelationshipinthepostgraduateeducation.Basedonthe
actualresearch,theauthorsevaluatethedevelopmentofuniversitiesanddisciplinesin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postgraduatestudents,andexamine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thecontextofthe"
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Witharegressionmodelbuiltonthefeedbacksofquestionnaires,theauthorsfurtherexplore
theimpactofthe"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onthedevelopmentof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through
empiricaldeduction.Onthisbasis,theauthorsproposetoenhancethequalityofteachersandoptimizeallocationof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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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Keywords:“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nfluencingfactors

·14·韩 霞,等:“双一流”建设视阈下高校导学关系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