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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师与研究生基于共同科研生活所建构的共同体文化,是某种习惯,它以潜在、深刻而持久的方式影

响着导师与研究生的言行,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共同关爱的文化、共同交流的文化、共同探究的文化、共同范式

的文化和共同变革的文化。这种共同体文化能够解决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异化问题、生活碎片化问题、发展单

一化问题和培养模式僵化问题。共同体文化的建构策略:成为自己的主人、使用相似的情感语言、尊重文化

的差异、达成科研的共享目标和选择发展性的评价标准。研究生教育要提供一种可以通过探究和创新来挑

战、修正和更新观念文化的环境,从而实现共同体文化自觉与共同体文化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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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

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
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而研

究生教育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阶段,其中导师

与研究生的关系文化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

键。为此,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2]中提出:要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建立良好的师

生互动机制。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和教育部文件要求,需要积极构建导师与研究生的

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化是导师与研究生由于多年

的共同学习生活而建构的某种共同的文化,体现某

些共同性。它是联系导师与研究生的纽带,是互动

的媒介。“人开发文化的目的不是将其作为窒息自

己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行动、生活、呼吸并发展个

性的媒介。因此,为了利用文化,我们就需要更好地

了解文化。”[3]因此,导师一方面要反思自身的文化

系统,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建构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
即建构共同体文化,以培育研究生成长成才。

一、共同体文化的内涵要义

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独特

的见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文化是一种习惯,
或至少是一种先前规定的习惯。”[4]。这种观点获得

了广泛认可,社会学家马凌诺斯基认为:“文化是包

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
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5]例如

文化中的风俗是一种依靠传统力量而使社会成员遵

守的规范化的行为方式。其实,文化并非一套简单

的习俗和模式,而是有关如何引领人们生活的一系

列道德期望,例如导师与研究生建构的学术文化是

追求知识、科学的卓越、学术自由以及知识共享的结



果。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的内涵要义如下。
(一)教育与文化

文化对适应起着双重作用。文化是某种习惯,
它对导师与研究生会产生一定的潜在支配力;师生

习惯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对某一科研情况的反应方式

或对某一科研问题的已有解答,同时它也会发展成

一种惰性,抗拒某种变化,因为改变需要做出很多的

努力,需要放弃原来的做法。也就是说,这些习惯虽

然能节省导师与研究生的时间、努力以及思维,但这

也会使师生付出极大的代价,例如失去创造力,阻碍

变革。“习惯常常阻碍我们的发明能力和创造性,也
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
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

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维。”[6]也就是说,文化

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手段,但也会对适应起着阻碍

的作用。因此,需要建构某种先进的有生命力的教

育文化,例如共同体文化。
教育过程要超越社会的文化方式。导师与研究

生个体若要正常发展,必须形成某种特有的行为模

式,即文化模式,他们所依赖的文化模式要得以维系

就必须建立在彼此习惯性的反应模式上。“不存在

没有文化的社会甚至是个人。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文

化,无论这种文化可能是多么简单,而每一个人都是

‘文化 的’,因 为 他 都 参 与 到 这 样 那 样 的 文 化 之

中。”[7]对于师生个体来说,他们的社会性是由养育

他的校园文化造就的以及师生互动模式所形塑的。
其中,校园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适应环境的力

量,使他们能够在其中生存并行使自己的功能。但

是教育过程是发展智力的过程,要能够确保超越其

社会的现有文化方式,并能够进行适度的创新,从而

创造出有利于他们发展的、自己的内在文化世界。
(二)共同体与发展

导师与研究生归属于共同体。每个师生都归属

于某个共同体或多个共同体,它是师生成长成才的

美好家园。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

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

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

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

己的自由。”[8]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希勒里发现对共

同体的大部分定义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人群、社会

互动、共同纽带和地域,他认为共同体有5个基本要

素,即互动、空间、活动、情感、规范[9]:互动更侧重于

彼此心理上的相互承诺、相互信赖和相互安全,有一

种归属感和一体感;公共空间应该是成员能够畅所

欲言、求同存异、风雨同舟的地方;共同关心的活动

和目标让共同体成员相互作用,并通过活动的开展

达成一致;情感成就共同体家园般的感觉;共同体需

要规范与制度约束。导师与自己的研究生形成的共

同体则更主要地蕴含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共同

发展诉求,是师生之间文化精神的契合,因为其有着

多年共同学习生活与教育关系为基础。
(三)共同体文化

导师与研究生的个体文化相互融合建构共同体

文化。导师个体自身带有某种文化,这种文化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他自身,同时也在影响着他的研究生,
并且可以逐渐发展成共同体文化。导师与研究生共

同体文化是导师与自己所指导的研究生群体以共同

学习与科研生活为场域、以教育关系为纽带、以多维

发展为诉求、以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而建构的一种关

系文化。它是导师与研究生的一种教育生活结构,
涉及完整的人和完整的生活。导师与研究生核心的

关系是教育关系,它衍生为师生关系、合作关系、伙
伴关系、友情关系等关系;导师与研究生核心的目标

是多维发展,一方面指师生发展的内容涉及多个维

度,例如思维、情感、语言和理解力的发展,另一方面

指师生发展的性质表现为协同发展、多样发展与个

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导师与研究生共同参与、平等

合作、对话交流、互相依存、共同负责和共同成长,他
们构成的共同体文化是一种关系文化。

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的内涵要义主要表现

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师生共同的框架与话语。导

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能够创设某种共同的框架和

话语,他们以一种默契的方式使用这些框架和话语,
它有利于讨论、探索和发展,因为“研究要有一种研

究文化、一种研究氛围和一个发表和讨论研究结论

的论坛,在这样的研究氛围中,批评是受欢迎的而不

是被回避的,在论坛里,其他人能够根据你提供的证

据检查你得出的结论。”[10]第二,师生共同的倾向与

生活。导师与研究生在共同体文化中具有共同的学

术性格。因为师生共享彼此的学术生活,不仅仅是

个体一人的学术探索。此时,普遍共同的学术生活

就会成为师生自己的生活,成为生命的动力。第三,
师生共同的知识与智慧。在共同体中导师与研究生

共享知识与智慧,这体现着师生彼此的建构、相互的

促进、共同的成长。师生任何一方的成长,都会为另

一方的成长提供前提条件;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给

另一方带来进一步的成长。第四,师生共同的问题

与发展。导师与研究生往往是通过解决共同的问

题、谈论相似的话题、课题或议题聚集在一起,并逐

渐形成清晰的学术规范和探究程序,保证他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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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以一定的方式前进,这种方式遵循互惠、共
生、信任、忠诚和友谊,并最大限度开发每个人的潜

能,使得师生在各自的或者共同的学术生活领域都

能够获得最大化的发展。

二、共同体文化的基本特征

教育要提供一种可以通过探究和创新来挑战、
修正和更新观念文化的环境。例如研究生为了不断

成长,就必须放弃陈旧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以新

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促进自己发展。进一步讲,导师

与研究生群体要努力培育一种共同体文化,它基于

教育场域,蕴含着教育互爱,相互交流,共同探究相

关课题,形成共同范式;同时,它也是不断变革旧习

的过程。因此,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的基本特

征表现以下五种特性文化。
(一)共同体文化是共同关爱的文化

共同体是一个温暖的关系场域。共同体是一个

温馨的地方,一个能够感知到温暖而又汲取力量、促
进成长的关系场域。“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

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而且必须是)一个

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

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

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11]这
其中本质性东西就是关爱,一种非占有性的关爱,她
是一种从所有极为狭隘的、让人感到不可容忍的自

私的快乐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具体说来,一名导师

的知识再渊博,要是他漠视研究生的无知和不成熟,
他也就成不了一个好老师。因此,可以说是爱催生

了教育,也是爱发掘了教育的潜力。
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体现出彼此的关爱。

如果导师的这种爱没有被研究生感受到,或者感受

到了却不能做出反应,那么爱的付出就没有回馈。
只有得到了回馈,导师才会更加强大,积极行为也会

被强化,爱的情感与爱的行为才得以不断良性循环。
所以,爱是交流、分享和行动,爱是受爱与施爱永无

止境的过程。其中,导师与研究生通过对话,建立起

信任和尊重,学会关心对方,并接受对方的关心。这

样爱的存在或者说共在,会让导师与研究生变得更

加强大,战胜科研道路上的重重困难。
(二)共同体文化是共同交流的文化

教育是一个通过话语、交流和对话得以实现的

过程。共同体概念的本意,是其成员之间积极的互

动———即交流,交流改变思维。如今师生在共同体

方面的缺失,既不表现为缺少一致,也不表现为缺少

凝聚力,而是表现为缺少争论、缺少富有意义的对话

以及缺少开放的交流。事实上,人是社会性存在,需
要与他人交流互动,没有探讨和争论就不可能产生

批判性思维,也不可能实现自由。交流是导师与研

究生互动的有效形式。它能够产生沟通,沟通能够

产生影响。其中对话即“视域的融合”:在导师与研

究生之间一种创造性的交流。大学应该成为自由、
理性讨论的潜在典范,一个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场所,
在此师生共同投身于教育实践。这样一个各抒己见

的共同体,一方面致力于自我理解的筹划,另一方面

致力于寻求关于其统一本质的交往共识,同时各种

模式的交流使得个体活动成为一种科研互动。
科学文化是争论的制度化语境。科学共同体也

是一个好争论的领域,例如导师与研究生们围绕彼

此探究的课题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因此,文化不

应被看做是统一的,而应该被看做在结构上具有深

刻矛盾的,即文化同时包含了对规则与越轨的指导。
换言之,这种共同体只能通过一种差异而不是统一

的模式得到理解。研究生教育是思想生成与共生的

地方,思想是探索累积的过程。这样师生伴随着思

考成长,并因此而改变他们将来之思考能力。在这

儿,思考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统一的共有的过程,
思想同自己为伍。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师生愿意改

变思维,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放弃旧的习惯性思维,
转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例如在对话中就是

要超越自身,和他人一起思考,并返回自身,好像与

另一个我在对话。对话总是为了某一件事而进行的

对话,对话的师生意在弄清这件事,即对这件事的看

法。这样,构成理解的成分中又多了一条:除了重建

对方的意见外,还有一个修正自己看法的问题。对

话的作用是帮助师生发现真理。
(三)共同体文化是共同探究的文化

探究的文化是充满自由探讨的气氛。研究是一

种探究活动,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的、高效的研究者

必然是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人。这种研究者身上

较强的驱动力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感到好奇或疑惑

的能力,如果缺少这两样能力,就永远不会真正知道

什么东西,而只会随波逐流,缺少探究性和创新性。
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由导师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

求真理事业的科学共同体,而且它创造了一种探究

的文化,其共同目标感———即探究和发现———影响

到师生彼此的活动。在探究文化中,不再有导师和

研究生之分,每个人在那里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

同———学者,他们被一种探索的氛围所笼罩。
探究创造机遇和可能性。科学思想的本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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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和反抗,就是排斥一切先验主义、一切盲目崇

拜、一切永恒的真理;科学的主张常常受到高度的质

疑,例如研究生的新创意在发表之前,通常先会在研

讨会或者组会上非正式地提出,并被质疑。这种关

于特定问题的热烈争论并非是疾病的一种征兆:它
预示着精神健康和道德力量。在导师与研究生探究

的文化中,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出现。它对于更深入

的理解来说,并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机遇和可能

性。在这种探究的文化中,各种兴趣或者观点互相

竞争,各种技能或方法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丰富,到
处都充满自由探讨的气氛。这种对话与协商也是一

种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出现在我们这个多元性

的时代,其重要性日益增长,或许具有决定意义。
(四)共同体文化是共同范式的文化

共同体文化建构某种范式。共同体文化由相互

连接和相互支撑的规范,以及规范的实施措施所组

成。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共有某种模式,它是

隐含的某种文化规则,师生团队借助这种范式而获

得意义。也就是说,同一群体的成员共享特有的模

式,他们共同探究真理,分享真知,共享意义,组建情

感家园,靠模式结合为一体。这种模式也是某种范

式,它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

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
库恩认为“范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

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

一方面,它代表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

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

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2]

共同体成员的言行受到规范、科研构想、目标和

“思维风格”的引导。科学不只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科学行为受到业已确立、容易识别并相对稳定的规

范、价值和规律的管理。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导师与

研究生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
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不同学科

专业领域的同门弟子与导师都有自己的范式:学习

的范式、探究的范式、理解的范式和生活的范式,等
等。这种“思维风格”会不可避免地被一群彼此交换

思想、进行智力互动的师生“思维集体”所采用。这

种师生“集体讨论”,它通常在小而融洽的环境中生

效,在这样的环境中,师生在情感上对接受尖锐和即

时的质询有所准备。这些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
(五)共同体文化是共同变革的文化

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也是失序的动因;既是一

个过时的因素也是一个永恒的因素。其实,变革塑

造新文化。在当今变革时代,导师与研究生必须对

新的范例、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组合保持开放的态

度,这样才能解决知识上和实际中遇到的问题。社

会里的一些人,可能会忽视或否认正在发生的变化,
但是作为学者———导师与研究生,应该成为变革的

引领者。例如大学经常会成为改革的先锋,但真正

的挑战在于大学文化的转变。社会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大学这样的社会机构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这在

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
变革一直在塑造着大学,并赋予它特有的风格,

同时大学也在寻求保留和传播其学术成就、文化观

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我们

的大学如果没有丰富的多样性,没有对新观点、新经

验和才能所持有的开放性,那么它就不能享受如此

的盛名。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大学、国家乃至整

个世界,需要利用对不同观点的洞察力去理解万事

万物,那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具体到导师与研

究生而言,他们个人的改变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个人变得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在一个没有改

变的处境中进行实践;第二类,人们可以改变他们的

能力和理解以使其与一个变化的处境保持一致,并
且对这一改变的可能活动范围加以利用;第三类,人
们可以改变他们的能力和理解来引发处境和活动范

围中的改变。”[13]但是,变化不能剧烈到导致师生的

交流环境出现严重断裂的程度,还是需要师生某些

基本的共识作为交流的基础,这种共识必须是在自

由、公开的批判条件下实现的自愿共识。共同体成

员共同生活和互动发展而达成的坚定共识,这种“共
识”在唤起学术共同体共享思想的过程中,它激起团

结一致的情感、相互信赖的精神,这些肯定在科学的

可信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共同体文化的教育功能

共同体文化是导师与研究生的美好关系文化。
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是充满着承诺和联系的生活,生
活走向高质量的最好引导是彼此之间直接个人关系

的形成。人类文明史证明,离开共同生活这个根基,
生命将不能延续,人类不能独立成长,必须依赖群体

才能存活。真正的共同生活即真正的“共同体”生
活,也就是人与人、人与群体相和谐的“社会”的理想

状态的生活。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共同体文化是导师与研究生美好生活所依赖的场

域,它优化成长成才环境,赋予师生的生活以意义和

深度。当师生接受了这种新的生活范式,那么他们

就生活在另外一种模式中,随之存在的问题就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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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因此,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的教育功能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解决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异化问题

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需要共同体关系视野来审

视。当前,一 些 研 究 生 与 导 师 出 现 人 际 关 系 问

题———占有、谴责、对舒适与满意的无理要求等,这
更容易产生冲突、痛苦、争斗和分裂,并形成一系列

典型的师生关系问题,例如观念冲突、目标冲突、利
益冲突、决策模式冲突和个性冲突等。其实,关系包

括关系模式和关系能力的不断精细与分化。笔者基

于共赢思维与共享思维,提出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

关系理念,并通过培养师生安全的联系来促进他们

共同的成长与转变(如图1所示)。共同体关系是导

师与研究生共同成长的生态关系。在新时代“双一

流”建设背景下,这种关系应该成为一种教育态度和

教育方式,它为研究生教育提供新思路新理念。

图1 共同体关系的四维转型

(二)解决导师与研究生生活碎片化问题

教育需要关注完整生活。生活是一个不断累积

的实现过程,它是一种成长。现实生活包括日常生

活与非日常生活,以往研究生教育忽视日常生活,而
更多关注学术生活,这样导致研究生的生活碎片化。
教育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关注完整生活,
其中日常生活也是学术无穷的地基和源泉。笔者基

于整体性发展理念,提出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生活

的美好愿景,它在纵向维度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
括师生发展的整个轨迹;在横向维度上包括生活的

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活动。研究生培养应该是导

学相长的过程,教育的目标是人性潜能的充分实现

或人格的健全发展。因此,要努力打造师生共同发

展的“共同体平台”,让他们彼此激励和温暖,创造一

种基于生活的、以科学精神为精神食粮的生活空间。
(三)解决导师与研究生发展单一化问题

导师与研究生需要全面协同发展。当前,导师

与研究生的发展单一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师生没有共同发展,只是导师或者研究生的单

一主体发展;二是导师或研究生主体发展的维度单

一,即没有全面发展。因此,笔者提出了“八维发展

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第一,情感维度:培养积极

情感,构建发展的动力;第二,思维维度:发展批判性

思维,学会反思;第三,认知维度:培养高水平认识能

力,提升认识层次;第四,理解维度:提高理解力,构
建和谐团队;第五,意义维度:建构学习生活的意义,
体验学习的幸福;第六,话语维度:学会对话,构建探

究的平台;第七,过程维度:注重过程体验,回归研究

生活本真;第八,文化维度:培育成长的文化,引领可

持续发展。这种导师与研究生的共同体生活经验会

塑造一种共同的善恶标准、一种共同的目标和一个

共同的利益范围。这是师生发展的非零和思维模

式,具有一种教育温度和力量,创新师生发展模式。

图2 八维发展结构模型

(四)解决导师与研究生培养模式僵化问题

共同体关系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平等合作、对
话交流、互相依存的关系域。学校以往培养导师和

研究生的主要模式分别是导师管理制度或者基于教

学计划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等,这种模式单一、固化和

分隔,没有将导师与研究生联系起来统筹考虑,满足

不了师生共同成长共同成才的多样化需求。而改变

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放进一个全新的环境

中:全新的人、全新的关系、全新的概念、全新的对象

等。为此,笔者提出了基于情感路径、语言路径和文

化路径等系统化培养模式。这种共同体文化培养模

式是一个渐变的历程、扩展的历程、无终的历程和上

升的历程,也体现为师生关系的扩展、升级、扩大化、
多样化、复杂化的教育关系特点。

四、共同体文化的建构策略

文化与人格一样,在一个变化的连续状态中是

连续体,有其本身的生长过程、建立新反应模式的过

程以及旧模式的消逝过程。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
并不是个体的存在及其活动而是他们的共存和互动

营造了文化。因此,导师与研究生共同体文化的建

构需要在考虑其特性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策略。
(一)成为自己的主人

教育的目标是让人变得更加自由,这样自由的

师生才能真正思考,进而产生思想。思想是构成文

化的本质,即“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

思考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人类的社会和政

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

理想所决定。”[14]其实,物质成就给文化带来的危险

在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人大量地从自由进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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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状态,进而产生异化。它是个人与他真正的

自我相离异,在社会文化的作用下成为了与自己的

本来面目相异的陌生人,这会导致某种冲突,引起某

种痛苦。反之,师生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

己的解决办法,师生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

和更大的力量。
坚持不懈地公开发表和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好

科学”的标志之一。这是使科学得以运作不息的动

因。虽然研究生在他们自己的研究课题选择上通常

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往往也会因为缺少指导而

迷失方向。因此,需要导师的有效指导。在教育实

践中,在文化上具有差异性的师生,努力成为自己的

主人,成为自由的主人,这样他们才能主动建构所期

望的共同体文化,赋予彼此以力量,而这也正是研究

生教育的基本信条。
(二)使用相似的情感语言

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

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师生很少注意

到语言的微妙之处和强大的力量,这是由于语言时

刻都在,因此它在塑造师生的行为、交流、思考、注意

力和感受的方式时,往往不能引起师生的注意。事

实上,语言体现着思想,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思想的表

达,而是没有语言,思想就是空洞的。语言是师生用

来在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活动,而且

是师生的全部活动中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活动。语言

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共同体,在有共同符号的地方都

可以利用它,而情感语言才是更原始的和更基本的,
因为情感语言进化早于听觉语言。通过理想的交

流,语言将会表达出不同于自身的意义,或者如果正

确运用,语言将会产生一种有重大意义的非语言的、
物质的解放。例如,导师与研究生的各种解释交流

是一种解释和另一种之间辩证的互相交换看法的过

程,它体现了学习过程的特征。这种交流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理想的状态是随着导师润色、修改和充实

他的讲解,研究生持续地改正和扩大他的理解。
导师与研究生融洽的谈话渗入心灵。当导师和

研究生使用共同的语言,特别是情感语言时,互动过

程中发生障碍的可能性最小。若是师生能以更加认

真的态度去看待谈话,他们将受益匪浅。融洽的谈

话的核心在于能引起师生的深思或是渗入师生的心

灵之中。例如师生间的问话是导师的重要风格,但
必须注意不是“审讯”,问话是从想要了解研究生内

在世界的真诚愿望出发。导师尽力通过问话让研究

生发光发亮,让他们体验新的自己。这样形成的话

语是基于导师与研究生双方共同合作的创造过程。

如果导师与研究生因为彼此不能理解对方的谈话、
身体语言或者探究的意义,破坏了沟通,甚至更糟糕

的是破坏了对沟通的期望,那么就会破坏互动。导

师与研究生在互动中所使用的语言越相似,特别是

情感语言,他们越可能成功地实现共同体的角色扮

演、角色采择和角色证明,进而建构共同体文化。
(三)尊重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人的中介。生活的一切方面,无不受文

化所触动,无不因文化而改变。但是,在一种文化范

围内,导师与研究生的争执及其解决都要遵循一些

有利于交流的模式,否则就会无法交流。例如当研

究生接受一个新术语而导师抵制这个术语时,双方

都会因此而夸大造成他们分歧的那些概念特质。由

于导师与研究生个体文化存在着某些深刻的差异,
他们必须认识这些差异,使之显性并得到解决,这样

才能揭示彼此共同的人性。其实,师生之间的那些

差别只不过是习惯所致,或者是由师生在适应社会

生活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所造成的。文化可以

不同,但是差异并不意味着无法沟通,沟通困难也并

不代表无法在深层相互影响。因此,师生需要尊重

差异,这样才能让师生团结一致。
导师与研究生要超越自身的文化。“变化的、演

化的、赋予人典型特征的,事实上是他置身其中的文

化;无论他生在何方,赋予他特性的是他的文化,即
总体的交流框架。”[15]来自文化背景不同的师生在

思维、言谈、举止等方面都可能会不同,此时文化偏

见就很可能表现出来。文化间的差异不会安静地看

着对方,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相互挑战。但是,
也正是得益于这些基于文化差异的交流,师生个体

文化对真理的标准得以自我修正和被修正。事实

上,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文化影响,既可

能引导、培育、发展师生的某些潜在性,也可能同时

抑制或阻止另一些潜在性的发展。为此,师生必须

超越个体自己的文化:首先得知道自己有一个文化

系统;其次应该了解其性质;最后能够主动建构某种

适应彼此的新文化———共同体文化。
(四)达成科研的共享目标

导师与研究生把精神能量投注在彼此共同的目

标上,例如科研的共同目标上,往往容易成为共同体

家庭或友谊的一份子。导师与研究生建构的共同体

常常是基于共同发展这一理念和愿景而建构的特殊

群体,他们通过解决共同的科研问题而走到一起。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双方在共同思考的基础上达成的

共识。另外,导师应该与研究生共享研究过程及成

果,共享才能让研究生觉得自己在科研中是以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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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的身份参与的,而并不只是“老板”的一个员工。
其实从学校的层面讲,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都有自

己的目标,这样学校、导师和研究生的目标要相互耦

合,才能发挥协同作用。
目标是意义,不是结局。当目标被认可为有意

义时,它会帮助导师与研究生规划科研旅途中的每

一步;而目标被认为是结局时,它所带给师生的只会

是无尽的困难和挑战。因此,要建立基于目标导向

的特色化策略。正确的目标认知,带给导师与研究

生的是一种安宁。科学研究的共享目标是师生获得

内心平静和安宁的一种途径,也是获得幸福的载体。
另外,自我和谐的目标,是发自内心最坚定的意识,
或是最感兴趣的追求。这些共享目标必须是主动选

择的,而不是强迫被附加在师生身上的。一个增强

幸福感的方法,就是增加想要做的事并减少不得不

做的事。无论从人生或是日常生活的角度都应该如

此。不幸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很少能帮助研究生

找寻有意义的和挑战性的活动,没能让他们更多体

会到学习的乐趣。许多导师注重的只是如何帮助研

究生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师生追求幸福的努力应

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断收获和成长的过程,他们

可以得到的幸福是无限的。在追求既有快乐又有意

义的科研、学业和情感时,他们只会更加幸福,这种

经历也是一种幸福。
(五)选择发展性的评价标准

评价是形成自我的一个因素。人的本性,无论

是研究生还是导师,都很容易被他人的评价所造就。
共同体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某种原有文化解构的

过程,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历史证明,新理念

和新原则刚开始时,往往会打破生活的平衡,给师生

带来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某种评价,师生很多时

候对生活的否认、对对方的否认,常常仅仅是因为他

们用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去评价。例如,一些师生

对生活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它来使自己

变得幸福,而且通常把成功和舒适的生活看作幸福

生活的主要标准。
采用发展性的评价标准。审议、论证、判断、评

价等等———这些都是师生参与和世界对话的方式,
其中语言让这样的对话成为可能,对话本身构成了

学习的过程。人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更是一个精

神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精神本质,因
此,每一个人在群体生活中都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

性。有经验的成功导师明白,在适当的时候,他必须

夸奖他的学生,告诉学生,他干得非常出色。因为学

生所取得的成绩就他所处的研究生学习阶段而言的

确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研究生会在鼓励中不断进步。
导师要时刻牢记在心的是,即便是最出色的研究生

也需要导师肯定他的水平,得不到这种肯定,他就有

可能半途而废,而且某种创新的东西被扼杀在摇篮。
同时,导师的评论尽管有时由强烈的感情驱使,但总

的来说要表现得彬彬有礼、平心静气。即使是表达

强烈的观点也要使用规范性语言,符合教育语言规

范。但这需要导师采用发展性的评价标准,即关注

研究生的积极特质:积极品质、积极言行、积极力量

和积极潜力。这既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和颂扬,更
是对人性的一种理智理解。因为这种有利于发展的

价值观体系所培育的研究生,敢于创新和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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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PathofPostgraduateRightsProte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StructureFunction

SHIWe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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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lationshipdissimil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affectstheupgradingoftalentcultivation
quality.Inaccordancewiththerelationshipprinciplebetweenstructureandfunction,thispaperreviewstherelationshipof
rightsandoblig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inthecontextofmanagingeducationbylaw,improvingthe
governancesystemandmodernizinggovernancecapacity,andanalyzestherealisticpredicamentofimbalancedallocationof
supervisor’spowerandpostgraduaterights,theseriouschallengesofinsufficientrightreliefandguaranteeforpostgraduates,
andthehighexpectationofpostgraduatesforuniversitygovernanceaftertherisingoftheirawarenessofrights.Uponthebelief
thatthosementionedabovearethemainreasonsfortherelationshipdissimil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the
authorsuggeststhatweshouldconstructamechanismtoprotecttherightsofpostgraduatesbybalancingtheallocationof
supervisor’spowerandpostgraduaterights,optimizingtheinternalgovernancestructureforpostgraduateeducation,and
improvingthecollaborativesystemtoguaranteetherightsinsideandoutsidetheschool,andthatweshouldprovideeffective
pathoptionsforfurtherpromotingeducationmanagementbylaw,improvinginternalgovernanceofhigherlearninginstitutes,
andliftingthepostgraduatetrainingquality.
Keywords:universitygovernance;managingeducationbylaw;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postgraduaterightspro-
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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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aracteristics,FunctionsandConstructionoftheCommunityCulture

Createdby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

LUOYun1,WUYongjiang2

(1.SchoolofHumanitiesandArts,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Xuzhou221116,Jiangsu,China;

2.SchoolofEarthScienceandResources,Chang’anUniversity,Xi’an710054,China)

Abstract:Thecommunityculturecreatedby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onthebasisofthecommonscientificresearchlifeis
akindofhabit,whichinfluences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whentheyspeakordothingsinalatent,profoundandlasting
way.Thebasiccharacteristicsshowthatthisisakindofculturewithajointlyacceptedparadigm,intheprocessof
transformation,cherishedandexploredby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together,andinwhichtheycommunicate.Thisstudy
findsthatthiskindofcommunityculturecansolvetheproblemsoftherelationshipalien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
postgraduates,thefragmentationoflife,theunitarydevelopment,andtheossificationoftrainingmode.Theconstruction
strategyforcommunitycultureis:tobeone'sownmaster,tousesimilaremotionallanguage,torespectculturaldifferences,to
reachasharedscientificresearchgoal,andtochoosethesamedevelopmentevaluationcriteria.Thispapersuggeststhat
postgraduateeducationshouldprovideanenvironmentinwhichwecanchallenge,reviseandrenewconceptualculturethrough
explorationandinnovation,soastoraisethecommunitycultureawarenessandcarryoutpostgraduatecultivationwith
communityculture.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communityculture;cultivatestudentswith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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