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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规训视角下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具有复杂性、不平等性等特征。通过半结构化访谈

与参与式观察,对研究生导师和在读研究生进行调研,发现在“师本位”观念、单一导师制和工具理性的裹挟

下,导师通过分配的艺术、活动的控制、创生的谋划和力量的编排四种策略,从空间、身体、时间、身份四个向

度对研究生进行规训,使导学关系异化为利益和服从关系。据此,从构建导师生成性权威、平衡导学话语权

和回归科研本质三个方面探究导学关系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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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研究生教育

会议上,从学科专业、导师队伍、培养体系等方面对

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出了新要求,使各界对研究生教

育的关注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导师和研究生作为研

究生教育的两大主体,其关系(后文简称“导学关

系”)的和谐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研

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抓手。但近年来,研究生

与导师的矛盾频发,表明导学关系现状不容乐观。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

60.01%和35.50%的研究生存在焦虑和抑郁倾向,
而导学关系作为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

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1]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Foucault)在规训理论中提出,教育过程的

实质是对学生的规训过程,师生关系的本质是一种

权力关系,而师生冲突则是权力运作异化的外在表

现。[2]这就为分析研究生导学关系提供了框架支撑。
于此,以研究生导学关系异化为核心,从规训视角出

发,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审视研究

生导学关系异化的现实表征与生成逻辑,并提出修

复技术,以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规训与研究生导学关系

(一)规训及其本质特征

规训(Discipline)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

中提出的新型权力技术,即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

监视技术,具有规范、塑造和再生产的功能。规训的

提出将权力的研究从宏观调控视角导向微观运作视

角,并由此延伸出“权力物理学”的概念,用以推导权

力的微观运作机制———“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

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

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

运作机制。”[3]具体而言,规训视角下权力的微观运

作机制包括分配的艺术、活动的控制、创生的谋划和



力量的编排四种,分别从空间、身体、时间、身份四个

角度打造出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的

身体,完成权力的建构。
(二)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在意蕴

图1 规训视角下的研究生导学关系

关于导学关系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

进行审视和界定。国外学者多从关系维度进行审

视,认为导学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受各国家研究生教

育体制和公民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关系

模式,美国以平等“合作关系”为主、德国以传统的

“师徒关系”为核心。[4]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不同学科

视角探讨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在意蕴。刘志(2020)
从教育学角度,将研究生导学关系定义为以研究生

培养为核心,导师与研究生形成的复杂关系系统。[5]

张伟(2022)从社会学角度指出,研究生导学关系的

本质是一种基于专业发展而凝结的社会次级网络关

系。[6]季欣(2020)从法学角度将研究生导学关系界

定为一种不存在实体合同的学术合作关系。[7]陈恒

敏(2018)从经济学角度将研究生导学关系理解为学

术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共同体,双方通过合作与

博弈实现利益最大化。[8]尽管学界对研究生导学关

系的界定多种多样而尚不统一,但综合来看研究生

导学关系具有几大基本特征:一是以教育关系为核

心,即以完成学业任务为目标,导师与研究生构成的

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这也是研究生导学关系存在

的基本前提。二是具有复杂性。研究生导学关系涉

及学习、科研、生活、心理等诸多方面,是综合教学、
社会、经济、伦理、情感多种关系的复杂关系网络。
三是导师主导。导师与研究生在年龄、知识、地位等

方面的差距决定了导学关系的不对等性,且受制度

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导师的主导性地位更易被强化。
四是共生关系。研究生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导学关

系早已超越了常规的知识传授式教学关系,而是以

学术为中心形成的导师与研究生互动、互助、互利的

双向共生关系。
(三)规训与研究生导学关系的逻辑关联

规训视角下,知识通常是真理标准的代表,具备

合法性,合法性则赋予统治者权力,即权力产生知

识,知识助长权力。[9]正因如此,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的权力势差是难以抹平的,这种势差的存在也是导

学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如《学会生存》所言:“我们

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教育大厦

的基石,特别是当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关系的时候。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由于

一方在年龄、知识、权威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另一方

低下与顺从的地位而变得根深蒂固。”[10]当前,我国

研究生教育中的单一导师负责制决定了导师在研究

生的培养过程中拥有主导性的权力和地位,且具有

稳固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模式下,导学关系呈现出

一定的“规训”特征。导师作为规训者,通过空间监

视、活动编码、时间积累、战术安排等方式,从空间、
身体、时间、身份四个向度对研究生进行规训,将微

观权力作用于研究生个体,从而实现研究生培养的

规范化(图1)。但与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不同,导
学关系中导师的权力属于学术权力,相对隐蔽而温

和,易被感知却不易被确知,渗透在研究生生活的方

方面面,并以此推动知识的生产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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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以研究生导师和在读研究生为调研对象,采用

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进行调研。在观察

中,主要围绕研究生与导师的互动展开,观察自然状

态下导师与研究生的相处模式并积累研究素材。在

访谈中,为保证受访者的代表性和异质性,以年龄、
学科、性别、年级等变量为依据进行分类抽样,选取

15名在读研究生和10名研究生导师为访谈对象

(表1)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围绕导学关系的矛

盾点展开,访谈平均时长约为80分钟,记录访谈札

记并进行主题编码,摹写导学关系的微观表现。基

于匿名保密原则,建立受访人编号系统,按调研时间

排序,对调研对象进行编码,编码方式为“身份+学

科+编号”,YJS和DS分别代表研究生和导师,R、

L、Y代表人文社科、理工、医学学科,01、02、03为调

研对象编号。如YJS-R-01指人文社科类的第一位

研究生调研对象。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属性 身份 性别 学校类别 学科类别

类别 研究生导师 研究生 男 女 “双一流”高校 非“双一流”高校 人文社科 理工 医学

数量 10 15 13 12 16 9 9 12 4

总计 25

三、规训视角下研究生导学

关系异化的现实表征

(一)分配的艺术:等级化的空间

空间有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之分。
其中,社会空间是被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其
基本表现形式是人的社会关系,[11]而社会关系正是

权力“追逐”“书写”的场域。规训理论中,分类是规

训的开端,规训者通过对空间的精心雕刻与分割,将
权力隐匿其中,再借助空间对人的规训作用将权力

“肉身化”,完成权力的“编码-解码”。福柯用“分配

的艺术”来形容权力在空间“剧场”中的“表演”,在导

学关系中,则具体体现在实验室空间座位形态、聚餐

座次安排规则两个方面。

1.空间分配:隐形的层级监视

规训视角下的“分配的艺术”表现为对空间的分

割和分配,而空间分割和分配的前提是划分出一个

自我封闭的空间,来作为权力运作的保护区。[3]在高

校中,导师与研究生互动的主要空间是实验室或导

师工作室,其布局和企业办公室类似,一个空间被过

道分割成两至三个区隔空间,每个隔断中再细分为

五或六个小隔间,一个隔间对应一个研究生独立工

位,部分实验室还会在工位上放置研究生的姓名台

签,以这种更为细致的方式明确每个研究生的位置

(图2)。调研中,70%的导师在单独办公室办公,而

研究生实验室往往是由课题组副导师和研究生共同

使用,座位的分配细则由导师与研究生共同决定,是
权力与自由意志的结合。[12]

  注:图中线条的粗细代表权力关系的强弱,下同。

图2 研究生实验室空间分布图

实验室的空间分割使研究生既相互独立,又处

于一个等级空间网络中。导师可以通过单元式的精

确定位“监视”每个人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观
察”他们的行为。“我导就坐我对面,就隔一个半透

明的玻璃门,每天都处于被‘监视’的恐慌之中,出去

上厕所都看着时间,生怕被她发现没人在,她看到不

在就会打电话找。(YJS-R-01)”监视体现了权力运

作的可视性,而导师的过度监视对研究生来说则是

一种对个性的压迫,强化了导学关系中的从属关系,
也诱使研究生通过“情境调整”策略进行反规训。[13]

“老板在的时候,屋里除了键盘声,就没别的声音了,
她一旦走了,大家就开始‘报复性放松’。不过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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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摸清她的时间规律了,她在监控我们,其实我

们也在偷偷监控她。(YJS-L-03)”

2.座次安排:固化的等级观念

空间的分割与分配划分出层级监视的物理空间

安排,纪律则将理念与现实杂糅,创造出代表知识或

能力的等级空间体系,其中的排序规则实际上就是

现实中权力关系的符号化。[3]访谈中,超过80%的

研究生表示,课题组聚餐、合影中的位置安排都是有

规律可循的,往往以导师为中心,以年级为纽带向外

扩展,处于最外面位置的往往是新生。“对我来说,
聚餐与考核没有差别。研一时候,每次我都主动坐

在最外面当‘服务员’,全程都很紧张,倒酒倒茶,生
怕没有眼力见儿,到了研二就好一点了。(YJS-L-
07)”聚餐的“规矩”背后隐藏的是权力,而座次则成

为一种象征着权力等级的制约性力量,在维系空间

中人际互动的同时,完成了导学“上下级”秩序的建

构。如图3所示,导师处于中心,拥有最高的权力,
博四、博三依此递减。

图3 聚餐座位分布图

(二)活动的控制:机械化的身体

与空间类似,时间同样被分为自然时间和社会

时间。其中,社会时间是被社会制度编织在社会行

动网络中的“质性”时间,是社会集体生活的规律性

表现。但“长期固定的社会生活节奏,也会使人们将

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生活模式当成不容质疑的事

实,即当成一种‘社会惯性’来看待。”[14]时间的这种

规训效应,并不是时间的本然呈现,而是权力运作的

结果,福柯将其称为“活动的控制”,在导学关系中,
则具体体现为实验室时间表和行为规范。

1.时间管理:强制性的行动节奏

福柯认为,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

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

项运作。因此,规训者通过对时间的“切分—嵌入—
内化”,以精细的活动框架赋予身体集体性和强制性

的节奏,实现管理的规范化。[3]在研究生实验室的时

间表上,我们观察到,导师将时间切分为年、月、周、
日四个维度,通过碎片化的时间分解方式,使研究生

适应最细微的权力运作。同时,对时间的切分也是

对研究生“自我”的分解,研究生个体的行动被“嵌
入”到了时间表中,以实现纪律与个体的细致啮合,
获得“嵌入性秩序”。同时,调研发现,约50%的实

验室考勤结果是与个人绩效直接关联的。这种将考

勤制度与激励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则通过“禁止游惰

原则”,不断强化时间的利用,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

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3]“我感觉我不是在上

学,而是在打工。我们组是用的钉钉打卡,一天6
次,一周6天,月底公布,缺勤就扣钱,还会被骂。至

于寒暑假,基本没有吧,比企业还短。(YJS-L-03)”
长此以往,时间表就“内化”成了研究生“自觉”遵守

的习惯,实现了权力从“外在强化”到“自我控制”的
转变,但同时也引发了研究生的抵触、反叛与表演。
“打卡的意义就只是让老板觉得舒服,学生也只能服

从,工作做完了也得在那坐着磨屁股。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嘛,除非你不想毕业。(YJS-Y-05)”

2.行为规范:束缚性的行动符码

权力借助时间表规定了身体活动的框架形式,
又借助行为规范形成了权力的指向———行动的符

码。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行为规范不同,研究生

管理中的行为规范以非正式制度为主,没有命令禁

止的条条框框,却是师生心照不宣的活动准则,例如

手机24小时不许关机、不能自由支配节假日时间

等。“我们老板几乎天天在办公室,有时候也不是来

工作的,但他就是待在这。虽然在节假日没有打卡

要求,但是看到谁不在,他就会故意找个理由喊他

来,或者开会时候点他。(YJS-R-06)”甚至还有个

别导师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不允许结婚生孩子,没
有文章不给签字毕业等。非制度性压制下,研究生

的行动节奏与方向被制约,处于一种易于管理的同

质状态,因此导致了研究生培养的“机械化”。
(三)创生的筹划:片段化的时间

权力作用于固定、静止的时间段,产生“对活动

的控制”,作用于进化的、系列的时间,则会产生“创
生的筹划”。[3]导学关系中“创生的筹划”指导师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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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在读时间编排进一条以毕业为终点的连续整

合的线性时间轨道中,并通过阶段性的检查对时间

轨道进行“序列化”切分、干预和控制,使其服从于指

向毕业的持续性进步要求,最终构建一种“创生的个

体性形式”。

1.精密规划:等级化的角色定位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往往以学业规划的形

式拆解其在读时间,并赋予每个时间序列与之对应

的角色和分工,其初衷是保证高效的时间利用,但实

践中,这种时间的精细化使用却异化成了等级化的

角色定位和对时间的“压榨”。例如,研一阶段就是

“打杂”阶段,只能做些体力工作,到了高年级才能参

与到实质性科研工作中。“第一年就是打基础的时

候。我安排的活任何一个人都能干,让谁做是锻炼

谁,那有什么好委屈的? 师兄师姐哪个不是这么过

来的? (DS-R-01)”从情境学习理论视角来看,“打
杂”其实是新生融入实验室的一种“合法的边缘性参

与”[15],而对路径上升的期待和对权威的恐惧也使

他们不得不接受“打杂”。但实际上,每个阶段迎接

他们的都是超额的工作安排,其中不乏非学术性任

务,这种时间控制的日积月累和行为边界的僭越,就
形成了对研究生的“压榨”,同时导致了导学关系“利
益化”。“我之前的学生,为了跑横向,可以两天不睡

觉,就凭着这种精神才拿到xxx的offer。你好好

干,毕业我也可以推荐你去大厂工作。(DS-L-05)”

2.阶段考核:标签化的评价方式

导师的精密规划将研究生置于一个按难易度递

增的时间序列中,每个序列都以考核告终,这种考核

即为导师权力的书写记录[3],其通过对研究生的检

查与评价,达到区分并尽可能使用每个时间段的目

的。“我们组学期考核会打分排名,把大家分成三六

九等,工作量少的,就会被说能力不行,‘吃白饭’‘浪
费资源’‘不能读就退学’。(YJS-L-07)”类似这种

“标签式”的考核评价方式将研究生个体抽象成符

号,将个体间的差异简化为符号的差异,并基于此对

研究生进行“规范化裁决”[3]———对“规范化”的研究

生进行奖励,既包括奖金等显性奖励,也包括比赛机

会、论文发表机会、工作推荐等隐性奖励。反之则进

行惩罚,惩罚则以隐性惩罚为主,最常见的是导师的

批评和“冷暴力”,最严重的则是延毕,以此矫正研究

生行为。[12]

(四)力量的编排:符号化的身份

“对活动的控制”和“创生的筹划”是从个体角度

进行活动控制和时间榨取的规训艺术。但对于规训

者来说,规训对象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群体,进而

也才产生了“力量的编排”。[3]

1.团队角色:形式化的学生身份

研究生通常以师门团队为单位开展科研工作,
所以研究生也就拥有学生个人和团队成员的双重角

色身份。但导师在日常管理中,更多的是以团队管

理者“自居”,进而会凸显研究生的团队角色,过分强

调研究生对团队的贡献,对其个人学业任务置若罔

闻,因而产生角色冲突,导致其学生身份形式化。
“某些同学,请你主动、积极地承担起团队的各种任

务! 一天天只想做自己的研究,那你们不要开题,也
不要毕业了! 你的第一身份是师兄,连这点觉悟都

没有,也别指望我帮你什么! (DS-R-01)”“你自己

的事那就不叫事,团队的事才叫事。你得承认这是

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承认,那就是人品问题。(DS-
R-03)”

2.团队管理:模式化的控制机制

在身份建构的基础上,团队的运作还需要精细

的战术安排,即团队运行机制。调研发现,研究生团

队管理以“导师—副导师—博士生—硕士生”为核心

展开,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序和等级特征。内含这种

特征的团队管理模式通过整理、分类和编排团队成

员,达到力量组合的目的。但实际中,由于任务分工

的不均和成果分配的不公,导学矛盾屡见不鲜。“我
已经麻木了,组里所有论文都被‘老板’抢一作,甚至

有的二作还要送给没参与的师兄,美其名曰这是组

内共同财产,为团队做贡献理所 应 当。(YJS-L-
11)”“学生不要总想着挂名,太功利了。做人要懂得

感恩,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了什么,不知感恩的

人是没有前途的。(DS-Y-07)”过度模式化的团队

管理机制中,导师权力成为了精确的命令系统,研究

生则成为团队“螺钉”,其存在意义就是遵守秩序,而
非积极主动地从事科研实践,导学关系因此异化为

服从关系。
综上,在研究生导学关系中,导师作为权力的中

心,借助被定位的身体、被编码的活动、被分割的时

间和被编排的身份,构建研究生规训机制。一旦导

师权力失度,约束性规训成为维系导学关系的主要

力量,导学关系便极易出现功利化、从属化的现象,
使研究生“实然”的科研实践与“应然”的科研本质发

生偏离,本应自由、自主的学术活动蜕变为异己的、
被迫的活动,导师与研究生呈“二元对立”状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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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训视角下研究生导学

关系异化的生成逻辑

(一)师本位观念的延续

1.师道文化的赋权

儒家思想作为贯穿中华历史的主流思想,其倡

导的“师道尊严”“天地君亲师”等传统师生观,已成

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6]失衡、
专制的“师本位”师生关系体现了古代师生权力的严

重不对称,其将权威视作“师”身份的附属物,导致批

评取代了对话,灌输取代了交流,压迫取代了协

商。[17]因此,师生关系中的权责观念被弱化,等级观

念被固化,角色观念被内化。历经千年发展,师道文

化的影响虽日渐减弱,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前

的教育生态,赋予导师观念上的主权地位。“导师给

你安排 工 作,你 就 得 去 干,不 要 有 任 何 的 理 由。
(DS-L-09)”导学地位的失衡诱发了沟通缺失、情感

疏离、互动不足等问题,使导学间的势差进一步扩

大,导师极权化趋势凸显,最终诱发导学关系异化为

从属关系。[18]

2.代际文化的冲突

代际文化分为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前者指遵

从年龄代际的文化传递,后者则与之相反,指文化呈

现年龄上的倒序传递。[19]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

展和人工智能的出现,知识体系处于高速更新的动

态过程中。研究生群体由于年龄优势,表现出强大

的文化吸附性和技术敏锐性,后喻文化逐渐兴起,与
前喻文化互补,形成教学相长的导学模式。[20]但现

实中,部分导师仍遵循年龄代际逻辑,固守“年长者

为尊”的思想根基,秉持“过来人”经验,要求研究生

仅接受导师的单向知识传输,规训的内在倾向性明

显,使研究生的学术思维模式被单向度制约,故而产

生代际文化的冲突,造成导学共识断裂。[21]“我大老

板已经不做学术很多年了,但给他看论文,他就要求

必须按他说的改。可是很多时候他的观点和方法已

经过时了,又拒绝沟通。所以我们经常给他看一个

版本,投稿时候投另一个版本。(YJS-Y-12)”
(二)单一导师制的掣肘

1.导师权责边界不清

当前研究生导师制以单一导师制为主,权力源

于制度,因此导师在导学关系中拥有主导性的权力。
导师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入学、培养、毕业三个

方面。具体而言,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领

域,导师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基本掌握着研究生的准

入门槛,且能够决定研究生在读期间的培养方式,在
毕业环节更是拥有“一票否决权”,决定着研究生的

“进”与“出”。[22]“导师责任制就是你们做什么都经

过导师签字同意。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实验,实习的

事情我是不会签字的。(DS-L-08)”而研究生制衡

力量则相对薄弱,由此导致导学间权力势差的形成,
并出现不同行动倾向———高权力方行为更活跃,低
权力方则倾向行为抑制,因而产生规训。[23]甚至出

现导师以毕业、论文发表等为利益交换筹码,要求研

究生按照自己要求完成任务的现象。而出于对权威

的畏惧和被惩罚的恐惧,服从与沉默成为了多数研

究生的理性选择。[24]长期的制度权力规训形塑了研

究生与导师的交往边界,使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和

学习主动性被压制,处于麻木的“充实”状态,甚至产

生心理问题。“现在出了个什么不准让学生替老师

干私事的规定,我们老师一致觉得不行,师生间没有

私事上的来往怎么培养感情呢? 我们以前都是这么

过来的,回过头来才发现老师都是为了学生好。
(DS-R-13)”
2.导师管理的行政化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导师处于教学

者、管理者、评价者的复合角色丛中,承担多元期望

的同时,也面临着角色结构失序的风险。[25]而研究

生数量的激增则使导师的团队管理者角色被不断强

化。行政管理中,权力是一种“命令-服从”关系,是
产生秩序的前提,管理的目标则是借助权威实现组

织效率的最大化。受政治、行政氛围、党政化等因素

的影响,当前高校管理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26]

导师身处高校行政环境中,行政管理中对效率的追

求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进其对研究生的管理中。研究

生团队本是非正式组织,但导师借鉴行政组织的科

层制的行政管理模式,强调标准化的制度和规定,通
过检查、考核等手段,将学术与利益、资源并列,[24]

把规训和惩罚贯穿到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与研究

生培养的独立自主要求相悖,使导学关系异化为制

度化的从属关系。“你为我做事还算认真,但总感觉

不情不愿的。你要换个角度,把老师当做你的老板、
上级,你未来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会比我对你更好。
(DS-R-01)”“你工作之后,老板让你加班你能拒绝

吗? 那我 让 你 国 庆 加 班 也 是 一 个 道 理。(DS-L-
04)”

(三)功利主义的裹挟

1.导师科研动机工具化

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兴起,使大学与企业在资

源和经济方面的联系日渐紧密。[27]在此背景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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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横向项目成为导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其所携带的

物质资源及其象征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导师

的行动,因而出现部分“老板”式导师,[28]以项目为

核心,对研究生进行任务导向式契约管理。[29]“一个

实验室的成功标准不是学生都找到好工作,而是项

目都成功。(DS-L-04)”契约式的导学关系和“按劳

分配”的研究生管理方式过度强调科研活动中的工

具理性,轻视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漠视研究生的独

立性,使育人逻辑弱化甚至让位于任务逻辑,[24]导
致导学关系呈现出雇佣关系的工具化、冷漠化。
2.研究生求学目的功利化

在本科生就业门槛逐渐提高的现实情形下,本
科生读研意愿明显增强。根据2021年研究生招生

调查报告,2021年研究生招生人数高达117.7万

人,相较2016年的66.7万人,人数增长了76%,但
超过半数考生的考研目的是为了提高就业竞争力或

提升学校层次,出现功利化考研现象。[30]于研究生

而言,读研多是为了就业或者其他功利化的目标,而
非纯粹的学术追求,因此学术意愿不强、学术兴趣不

高。福柯认为,“人们出于自身的怠惰或者意愿,用
他者的权威取代了自身的理智。或者换句通俗的话

来说,放弃思考。”[31]外驱力主导作用下的研究生就

处于这种“放弃思考”的状态,对科研表现出敷衍、糊
弄的态度,将科研与利益挂钩,成为科研“工具人”。
“我现在已经想开了,就当上班赚钱呗,反正硕士搞

不搞学术无所谓,毕业要求也不高,但老板该给我的

钱不能少。(YJS-L-06)”研究生的这种自我规训心

理既夸大了导师权力,又助长了科研功利化的不良

风气,偏离了应然的学术状态。
综上,在功利主义裹挟下,导学双方各自以利益

为重的非理性交往关系漠视了师生双主体交往的规

范性和情感性,同时偏离了求真的科研本质,加剧导

学关系的异化倾向。

五、规训视角下研究生导学关系的修复技术

(一)从独断到生成:导师权威的重构

1.汲取优秀文化,落实立德树人

从思想层面说,导学关系的异化逻辑是导师“师
本位”的传统师生观和研究生“生本位”的现代师生

观产生了冲突。知识的传播正在经历一个革命性的

大众化过程,导师的知识垄断性将越来越受到威

胁。[32]因此,面对社会的变化,导师需转换思想观

念,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观点,如“师者,所以

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教学观;“盖有不知而作者,我

无是也”的学术观;“为人师表,诲人不倦”“以身训人

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的师德观;“弟子不必

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师生观等。同时,结合

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以自身人格魅力引

导研究生,在“立德”的基础上,切实履行“育人”职
责,构建“平、亲、清”的新时代导学关系。[33]

2.弥合代际鸿沟,促进教学相长

导学关系异化的直接原因在于研究生对导师权

威的不认同,因此重构导师权威是修复导学关系的

抓手。[34]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传统的师生知

识结构关系,认为导师权威不再是一种社会建构,而
是一种内在的生成,需要导师自我建构。[35]因此,导
师需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权威观念,承认研究生的主

体性,通过交流和合作的方式与其建立学术共同体。
同时,发扬自由探索、平等交流的科学精神,通过组

织工作坊、研讨会等活动实现与研究生的知识共享

和学术对话,学习其顺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先进

思想,构建“教学相长”型导学关系,[36]弱化导学关

系中的规训观念,强化学习观念,实现导师权威的生

成性建构,弥合代际鸿沟。
(二)从命令到对话:导学话语的平衡

1.建立权力制约机制,规范导师权力

当前导师权力制约机制的缺位,导致导师权力

边界模糊,延伸至研究生个人生活领域,造成了权力

的滥用。因此,规范导师权力、将导师单向的权威

“独白”转向导学双向的平等对话是修复导学关系的

重要前提。高校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构建导师权

力制约机制。第一,完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招
生选拔机制。将导师权力缩小至招生建议权,并结

合匿名面试、去除最高/低分等措施保证招考环节的

公开公正。第二,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并对培养质

量进行考核。制定导师指导行为负面清单,同时将

年度常态化考核、学期阶段化考核、研究生培养专题

化考核结合,综合考核导师的指导态度、师德师风、
行为表现,规范导师指导行为。第三,完善研究生毕

业答辩的集体评审机制,严格实行导师组、评委的匿

名评审制度,并实行导师回避制度,[37]将研究生的

学术评价权分散到导师组、答辩团,限定导师的权力

行使范围,将学术水平作为决定研究生毕业的主要

因素。
2.构建导师团队模式,优化管理方式

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持续扩大,传统的导师唯一

负责制的局限性逐渐外显。因此,高校需探索构建

研究生导师团队模式,将原有的线性指导结构拓展

为网 状 指 导 结 构,分 散 制 衡 单 一 导 师 的 主 导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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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2]首先,根据专业特点,以研究生学术、能力需

求为导向,综合导师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
组建研究生导师团队,实现导师优势互补,提高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与创新能力。其次,制定招生录取、培
养方案制定、学术指导的集体培养模式。制定涵盖

研究方向、管理模式、导师简介等在内的导师团队招

生简章,增加招生见面沟通环节,完善双向匹配的招

生制度,从源头减少导学矛盾的发生。[38]最后,从交

流、激励、评价等多方面建立健全导师团队管理制

度。一方面,为团队提供交流机会和经费支持,完善

“导学共同体”,鼓励师生交流沟通。另一方面,厘清

团队导师职责,根据分工制定考核评价细则,并建立

健全问责机制,及时修正“放羊”“剥削”等异化指导

行为,[39]避免导师团队的形式化和导师间的相互推

诿,为导学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长效稳定的支撑点。
(三)从求利到务真:科研本质的回归

1.加强思想教育引导,端正学术态度

导学关系“利益化”的根源是双方思想观念的功

利化,因此,修复导学关系首先需要加强对导学双方

“求真务实”态度的引导。对导师来说,学术态度是

其价值取向和良知的基本体现,也是思想境界的反

映,因此导师需端正学术态度,抵制科研“功利化”和
研究生“工具化”行为,以把握研究生培养责任为核

心,构建“他者”视角下的平等导学关系。[40]对研究

生来说,首先要成为真正的“研究”生,加强学术思维

与学术态度的培养,把握科学研究“求是”“求实”的
核心。其次,要勇于拒绝和纠正导师不合理的要求

和不必要的规训,维护自身权益。[41]高校环境作为

导学关系的外部环境,与导师和研究生的学术态度

都呈现正相关作用。因此,高校需通过学术交流平

台的建设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引导,加强高校内部的

文化建设,营造民主科学、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气。
2.改革管理评价制度,注重成果质量

与研究生导学关系功利化相关的管理制度主要

有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和导师评价制度两项。当前科

研项目管理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重流程轻内涵”
倾向,使导师在科研过程中产生浮躁和功利心理,而
高校在导师评价指标中对于项目的过度重视,更加

剧了导师对于“短平快”项目的追求,忽视了教学和

育人。[42]为此,高校需着力改革科研项目管理与导

师评价制度。在科研管理制度上,减少不必要的答

辩、考察等流程,简化项目经费报销流程,使导师能

够将注意力集中于科研过程。同时,在项目验收时,
着重考核项目完成质量以及导师的真实工作量,严
厉禁止“包工制”“产业链”等现象。[43]在导师评价制

度上,摒弃“成果至上”的评价机制,从重“量”转为重

“质”,减轻导师身上的项目考核束缚。同时,通过设

置研究生指导频次、研究生毕业率、研究生评价等指

标,把育人成效作为评价导师的第一指标。在此基

础上,建立研究生导学服务评价系统,突出强调研究

生评价的作用。通过科研项目管理和导师评价的双

重改革推动,扭转“科研功利化”“项目产业化”局势,
遏制导师关系异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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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ationandRepairof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fromthePerspectiveofDiscipline

ZHANGYue,DUANXinxing

(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Xuzhou,Jiangsu221116)

Abstract:The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isinessenceapowerrelationshipfromtheperspectiveofdiscipline,which
showsthecharacteristicsofcomplexityandinequality.Throughsemi-structuredinterviewsandparticipatoryobservation,the
authorscarryoutaninvestigationinto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whoarestudyingatschool,

whichfindsthatinfluencedbytheteacher-basedconcept,thesinglesupervisorsystemandinstrumentalrationality,supervisors
usuallytrainpostgraduatesfromfourdimensions,i.e.space,body,time,andstatusthroughfourstrategiesofdistribution
art,activitycontrol,creationplanning,andpowerarrangement,whichalienatestheguidingrelationshipintoarelationshipof
interestandobedience.Therefore,thispaperexplorestherepairingtechnologyof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from
threeaspects:establishinganauthoritygenerativemechanismforsupervisors,balancingthespeakingrightofsupervisorsand
students,andmakingguidanceandstudybacktotheessenceofscientificresearch.
Keywords:discipline;postgraduateeducation;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relationshipalienation;relationship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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