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第 4 期                                                       Vol.12 No.4 
2021 年 8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Aug. 2021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构建探究 

 
张旗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福州，350116) 

 

[摘要]  导学关系是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核心，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构建良性、

和谐的导学关系，对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导学关系问题为切入点，深刻

剖析了新时期导学关系发展现状、异化表象和形成原因，探索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的进路，以

期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导学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为构建“导学共赢”的立德树人新格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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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学关系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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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研究生教

育的快速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

显[2]。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加强和改

进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

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题中之义。 

    导学关系是指导师与学生通过学业指导和

其他交往，形成的师生之间教育与被教育的形式

的关系[3]。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是师生关

系的核心，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

与本科教育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可

以概括为导师和研究生在学习、生活、科研方面

的交流，这不仅是教学相长、科研合作的关系，

更是一种由教育关系、心理关系、情感关系和伦

理关系等构成的“多角度关系体”[4]。在这种关

系体中，研究生导师一般占据主导性地位。2013

年 3 月教育部等三部委下发的《关于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意见》就已经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的这

种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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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8 年 1 月教育部下

发的《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

意见》再次强调“研究生导师是我国研究生培养

的关键力量，肩负着培养国家高层次创新人才的

使命与重任”，同时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的七项职责，“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研究生导师

实行一票否决”[6]。近年来研究生走极端的情况

屡见报端，极少数导师也出现师德失范等问题，

导学关系恶化事件也时有发生，给高校教师的整

体形象和职业声誉带来严重破坏，影响了高校师

德建设的大局，拉低了研究生教育的口碑与成

效。显然，在立德树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

良性、和谐的导学关系，成为摆在诸多高校管理

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研

究生教育大会上做出的重要指示，不仅为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指明方向，更为建设导师队伍，推进

研究生教育工作标定了时代方位、提供了根本遵

循。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

究生教育，提升导师队伍水平[1]。导师质量是保

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提升导师队伍水

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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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广大人民对研究生

教育工作的殷切希望。毋庸置疑，打造研究生教

育理想的生态、构建和谐积极的导学关系，对推

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高研究生

培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二、 新时期导学关系的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活跃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当代高校教师的言

行举止极易被曝光网络上，导师的言行举止、道

德品行、师德师范受到包括学生、家长、培养单

位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多重检视。这一方面凸显了

人们对研究生群体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使得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在舆论审视面前呈现

复杂性和脆弱性。目前，二者的关系大致可以归

纳为三种类型。 

    (一) 和谐型导学关系 

    和谐型导学关系是建立在导师对待研究生

的态度之上，维持这种和谐关系的出发点是导师

将学生视作真正的门生、助手和可塑之才，而非

看作可以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在这种关系中，导

师将作为领导实验室和课题组的大家长，而由其

悉心指导的研究生们则构成家庭成员，整个团队

呈现较强的向心力和聚合力。在学习和科研工作

过程中，导师除了承担教书育人的使命外，还为

学生提供科研工作过程中必要的经济支持和科

研指导，能够与研究生一起面对学术生涯中的重

重阻碍，解决难题。在学术指导之余，导师也时

刻关注着学生的生活状况、道德状态和价值取

向，并给予双方充分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导师的

人格魅力无时不刻在影响着学生。 

    和谐型导学关系不仅可以促使研究生认真

完成科研任务，还能使之成长为导师的得力助

手。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生活中遇到困境，

这些研究生都能够鼓足勇气将导师当成自己的

长辈和朋友来寻求帮助。在无法认同导师的观点

或做法时，能够及时与导师沟通，说出自己的看

法，及早地解决矛盾。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互相尊

重，互相理解。 

    (二) 雇佣型导学关系 

    雇佣型导学关系是在传统师生观念和市场

经济背景的双重影响[7]下产生的。现今的大学早

已不是“象牙塔”，伴随着教学科研的分离、产

学研的结合以及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出现，学术

研究资源和相关的经济利益大量涌入高校，教师

也拥有了获取更多资源与经济利益的机会。大学

育人土壤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师生关系

自然也掺杂了经济因素。由于部分导师所领导的

实验室或者课题组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公司，导师

和研究生形成了“准雇佣关系”。导师因需要科

研产出而不断“压榨”研究生，而研究生则为了

能顺利获得毕业证与学位证而“周瑜打黄盖，一

个愿打一个愿挨”，双方关系蒙上了功利色彩。

此外，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天地君亲师”的师道

观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研

究生们容易被动地和导师达成隐形契约，呈现出

领导与下属、管理层与员工的雇佣和被雇佣关

系。这种雇佣关系往往走向零和博弈，有些导师

将自己视做学生的“老板”，将研究生视为“廉

价的劳动力”甚至是“免费的劳动力”，不仅给

学生分配大量科研任务，还占用学生大量时间和

精力去帮助其做些与科研学术无关的生活琐事，

以经济关系的强联系取代导学关系的弱关系。当

付出与收益难成正比，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

就会日趋紧张，经年累月下研究生群体就会产生

不满和抱怨。迫于毕业的压力，大多数研究生担

忧得罪导师后可能导致的难以毕业之风险的产

生，对于一些不公正待遇也只能隐忍。在这种不

良师生关系的影响下，研究生难以得到真正有效

地培养，由此无法对导师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 

    (三) 崩坏型导学关系 

    崩坏型导学关系并不少见—— 近年来处在

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导师师德失范”“研究生

自杀”等现象均是崩坏型导学关系的极端表现。

崩坏型导学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可能由

雇佣型导学关系发展而来，在形成初期主要表现

为两种现象：一是学生极力想要更换导师，与现

导师老死不相往来；二是导师不愿继续指导学

生，对学生产生嫌弃心理。2018 年，有学者对某

校 3 932 名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分析发

现，59.69% 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融洽，

36.29%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平淡，3.46% 的

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紧张，另有 0.56% 的硕士

研究生表示自己与导师是敌对关系[8]。而在这些

导学关系处于紧张和敌对状态的研究生中，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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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导学关系恶化主要原因在于

导师。当导师存在师德师风问题时，学生不仅有

可能成为导师品行不端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

导师不良言行的爆料者，这些因素亦会使原本稳

定的导学关系呈现一定程度的失控。当然，人际

关系是双向的，部分研究生素质不高、消极怠工，

导致导师无法开展正常交流与指导，亦是导学关

系崩坏的另一成因。由于目前国内高校解除导学

关系程序复杂、操作难度大，导师亦不能随意调

整对学生的指导关系，崩坏型导学关系往往由于

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致使部分研究生走向极

端，需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和谐型导学关系无疑是

最理想也是最值得称道的师生关系。然而，在市

场经济背景下，随着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互

动的日益频繁，导师与研究生由于在身份地位、

年龄结构、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双方间的纷

争最终使得导学关系向第二种乃至第三种类型

演变。 

    三、 导学关系异化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一) 导学关系异化的特征与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异化是指当人同自己

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以及自己的类本质

相对立的时候，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9]。研究生

与导师关系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生与导师

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了客观的利益纷

争，从而扭曲了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本质。简单

化、冷漠化、利益化、紧张化是研究生与导师关

系异化的几种主要特征[10]。具体表现为：导师只

注重研究生的科研产出而不关心研究生个人的

身心发展与健康；导师对研究生漠不关心、缺少

科研指导，研究生无法联系导师或对导师缺乏尊

重；导师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研究生处于绝对服

从地位；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缺少交流，关系冷淡；

导师因对研究生能力或态度不满而要求其退学

或不批准其毕业；导师克扣研究生劳动报酬等。 

    (二) 导学关系异化的原因分析 

    1. 育人积极性缺失 

    当前国内高校对研究生的管理普遍实行导

师负责制，即导师是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学生工作队伍也担负着

较多的研究生日常管理工作，这让部分研究生导

师觉得只用承担学术科研育人工作即可，学生综

合素质的培养可以交给辅导员，自己可以从德育

工作中抽身。事实上，导师始终是研究生学术上

的领导者和生活中的引路人，导学关系的简单化

体现在导师往往只承担前者的角色，交流的内容

也只局限于学术，而对学生生活和思想方面出现

的问题漠不关心，这使得研究生在学研究过程中

日积月累的压力无法得到有效排斥，缺乏人文关

怀。从研究生对于导学关系的感知来看，这种情

况并非不可接受，双方的关系纽带依然存在，但

从整体研究生培养质量上来看，导师育人积极性

的缺失，易导致学生学术能力尚佳，但是却无法

达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 

    2. 科研压力转嫁 

    现阶段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指标

涵盖了研究生导师所有的科研成果：包括发表论

文数量及其级别、横向与纵向课题数目、到校经

费情况和科研成果转化情况等。这使得导师们承

受一定的科研压力，而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转嫁

到研究生身上，使得导师更加关注研究生负责的

科研项目的进度和论文撰写的情况而非是考察

其是否学有所思、学有所得。不少导师会通过给

予研究生一定的报酬作为学生劳动的补偿，却忽

视研究生的学术收获和科研成长。 

    3. 研究生群体的多样性 

    随着高校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研究生群体

呈现多样化趋势。每个研究生各具特点，有的适

合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有的实验动手能力较强，

有的擅于撰写论文和报告，而有的则表达能力和

团队协作能力强。导师如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地分配科研任务，既考验着导师识人用人的能

力，也是项目任务能够按期完成、研究生能够顺

利高效地完成学业任务的根本保证。同时，研究

生的求学目的也是多元化，一部分研究生读研的

初衷是为了逃避就业难的问题，希望通过获得更

高的学位以期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一部分研究

生读研的目的在于考取国企、事业单位或进入公

务员系统；还有一部分研究生则认为毕业后无法

在所学领域中找到理想的职业，希望能尽早参与

实习，以积累工作经验。为了顺利获得毕业证和

学位证，他们对学业的要求只求“通过”，把更

多的时间则花在了考取职业技能证书、准备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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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考试，或者寻求对未来有意向工作能获得“敲

门砖”作用的兼职，对科研不再投入。因此，这

类学生往往难以到达导师的期望值，导师的高标

准严要求也让学生难以承受，学生与导师之间的

关系容易陷入困顿。 

    四、构建新时代和谐导学关系 

    研究生和导师间的矛盾与冲突并非无解，关

键在于如何正视问题，重构良性的师生关系。可

以从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导师、研究生三个

维度出发，积极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导

学共赢”的立德树人新格局。 

    (一) 规范导师遴选制度，完善导师评价体系

和奖励机制 

    教育部在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

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座谈会时强调，

各地培养单位要强化培养单位主体责任，建立科

学评价体系，加强监督，强化问责，推动研究生

教育更高质量发展[11]。对于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

和师德建设责任主体的高校而言，导师和研究生

均是在其制度和监督要求下完成教学科研任务

的，因此，研究生培养单位对构建和谐导学关系

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多数高校“轻教学，重科研”的唯成

果评价体系是导致导师将科研压力简单转嫁到

研究生身上的主要原因之一。唯有规范导师遴选

制度，完善导师评价体系和奖励机制，才能为构

建良好导学关系提供制度保障。首先要完善评价

体系。在对教师进行评价时，培养单位应该综合

考虑研究生导师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师德作风

和培养人才的质量，将研究生的成长成才当作导

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次是规范遴选规

则。在遴选研究生导师时，除了关注其科研成果

和学术水平，还要对其师德品行和学术道德规范

进行考核。培养单位要持续增强导师的责任感、

使命感，广泛开展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技能

培训，强化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承担的责任

及其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养成中的榜样作用。最后

要细化考核指标。切实落实教育部提出的高校是

师德建设的责任主体和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制定

导师立德树人的考核办法，由学术委员会、教学

质量监督部门、学生群体对导师的品德、学术水

平等进行评价，以期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师资

水平，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坚决贯彻执

行违反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度，对出现师德师风

问题的导师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以严肃教师队伍

纪律，安抚学生情绪。同时，对落实立德树人成

效优异的研究生导师要定期进行表彰和奖励，发

挥其模范带头作用，树立育人榜样，以期激励研

究生导师团队的成长。 

    (二) 强化立德树人意识，发挥导师育人树人

关键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让研究生的德

智体美劳得以全面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立德

树人。研究生导师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还需要

强化立德树人意识，端正的风范行为，以身立教

才能真正教育学生[12]。导师们要意识到自己成为

科研工作者之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是

身为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导师自身的发展与研究生的成长成

才一定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作为研究生导师，要理性处理好自身追求的

个人价值与对学生的培养之间的关系，以教师育

人作为指导研究生和从事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加

强与研究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建立高效的研究

生辅导机制。这就需要首先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

指导。导师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工作汇报、成果

展示、现场演示等方法了解和监督研究生的科研

进展，并给出指导性的建议和意见。其次是深化

团队建设。导师应致力于厘清团队的经济关系，

明晰研究生的劳动报酬，正向激励，以调动研究

生的科研创新性和积极性。导师可以通过面对

面、电话和网络交流等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了解

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身心健康状态，耐心倾听学生

的诉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最后是保持师生

之间的深度沟通。导师可给予研究生提供缓解压

力的渠道，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学

生提出的不满或抱怨等，予以正面回应，与学生

交流探讨改进方法。对于态度不端正的学生，导

师需要保持宽容的心态谆谆教诲。当学生取得进

步和获得科研成果时，不吝表扬；在学生犯错时，

要进行客观批评并指出错误。研究生与导师若能

成为真正的益友，那么在双方良性互动中，学生

和老师的科研、教学能力就会得到共同提高，科

研工作也能有序高效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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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发挥主体角色功能，打造导学关系共 

同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研究

生，在心智成熟的年龄拥有了关系密切的指导老

师，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一种“强社会关系”之

中。在这段关系里，学生作为教师教育活动的客

体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作为自身生活、学习和

发展的主体是绝对的、长期的[13]。因此，研究生

要充分发挥主体角色功能，挖掘自身的潜力，同

导师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构建情感融通、发展

融合、力量融会的关系共同体[14]。 

    互相尊重，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要求。研

究生首先要尊敬导师，体谅导师。“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导师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视野也是有

限的，在导师不擅长的领域或导师无法给出准确

的答案时，首先应该尊重导师的意见，与导师就

问题进行探讨，双方一起研究、思考，共同进步，

以推动项目正常有序的开展。 

    坦诚交流，是深化师生关系的关键因素。研

究生应该与导师坦诚交流，勇于向导师展现自

己，使其在分配科研任务时更能考虑到自己实际

能力及其特长，研究生也要敢于与导师谈心，让

导师第一时间了解自己心理状态和承受的压力，

也让自己获得缓解情绪和压力的窗口，得到导师

的理解、鼓励和帮助。提升自我，是师生共同发

展的内在密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新

时代的高层次人才，研究生还要严格要求自己，

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素养和综合素质，在完成好

科研学习任务的同时，同导师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共同努力。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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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

基石。构建和谐导学关系，打造研究生教育理想

生态，无疑是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可靠

途径。本文从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导师、研

究生三个维度出发，提出新时代和谐导学关系的

构建方略，旨在解决新时期市场经济背景下导学

关系出现异化的问题，为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

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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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visor-graduate relationship is the core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graduate 

education, and it’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training. Establishing a benign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blem of supervisor-graduate relationship, deep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lien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ormation reasons, and explores the way of 

supervisor-graduate relationship in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s existing at pres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new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attern of “win-win for supervisor and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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