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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主体，在研究生教育中扮

演关键角色。 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和影响贯穿研究

生培养的全过程，导师的作用不仅是知识经验的传

授、科研方向的引导、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科研成

果和论文的审核，而且导师自身的价值观、学术素

养、人格特性等等因素也对研究生的成长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在研究生培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
我国自 2014 年秋季开始实施研究生收费制度，在这

种新的形势下，进一步研究师生之间关系、发挥导师

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进而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

量，就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本研究在北京理工大学工科研究生中采取 样

本，按学号抽取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研究生，发放问卷

1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2%。
本次调查还对导师进行了个别访谈，对研究生采用

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 被调查的研究生均为工

科生，其中男生 698 人（占 67.5%），女生 336 人（占

32.5%）；硕 士 生 652 人（占 63.1%），博 士 生 382 人

（占 36.9%）。 通过采用调查取样、数据分析和理论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新形势下工科研究生导师

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有所裨益。

一、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采用作者编制的《新形势下导师与研

究生培养质量关系研究调查问卷》。该问卷围绕研究

生导师指导模式、导师与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的关

系、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满意程度和导师与研究生

培养质量关系的影响因素四个方面展开。
1.研究生导师指导模式

本研究统计了研究生目前的导师指导模式（见

表 1）。 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 1034 名研究生中，有

666 人（占比 64.4%）目前接受的导师指导模式为单

一导师制，298 人（占比 28.8%）由双导师指导，70 人

（占比 6.8%）由导师组指导。这主要受我国主流的研

究生指导模式影响，单一导师指导模式一直是我国

占据主导地位的培养模式。 单一导师指导模式有利

于学生积极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但也容易造成专

业视野的封闭。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发布，各校开始对双导

师制进行积极探索，因此有部分研究生接受了双导

师的指导模式。 双导师指导模式从制度上打破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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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生导师指导模式

分类名称

目前接受的

导师指导

模式（人）

所占比

例（%）

希望接受的

导师指导

模式（人）

所占比

例（%）

单一导师制 666 64.4 447 43.2
双导师制 298 28.8 53 5.1
导师组制 70 6.8 534 51.7
合计 1034 100.0 1034 100.0

校封闭的办学体制，有利于人才引入，但导师间的互

相协作至关重要。导师组制，指由相关研究方向的多

名研究生导师组成导师团队共同指导研究生。 研究

生导师团队培养模式突出的特点在于团队指导、分

工协作、扬长避短。 作为一种复合型培养模式，这将

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举措。 导师组制弥补

了单一导师指导所致专业领域的局限，研究生可以

从导师团队中接受不同方面的指导，有利于研究生

开阔学术视野，拓宽研究思路，促进学术创新，从而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2]。 统计研究生所期望的导师

指导模式数据发现，534 人（占比 51.7%）希望接受

导师组的指导，同时也有 447 人（占比 43.2%）希望

接受单一导师指导，53 人（占比 5.1%）希望接受双

导师指导。这反映了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趋势下，
研究生感受到了导师团队培养模式的优势，同时受

社会主导培养模式的影响，也有不少研究生满意当

下的单一导师指导模式。然而，仅有少部分研究生希

望接受双导师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导师协作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研究生的培养造成影响。

2.导师与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的关系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对研究生进行学业

与科研指导，提供学术及其他方面的资源支持，研究

生则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课程学习和课题研究活

动，双方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3]。 近年来招生规模的

迅速扩大和培养结构的逐渐调整，以及研究生培养

机制改革建立起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

资助制，使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与多

样性。
本研究通过调查统计研究生参与课题或科研项

目的情况，分析了导师与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的关

系。 对于目前与导师的关系，92.4%的研究生认为仍

然是传统的“师徒关系”，仅有个别研究生认为是“科

研伙伴关系”或者“雇佣关系”。不过这并不是研究生

所期望的关系。 调查表明，77.8%的研究生希望导师

与研究生之间为 “科研伙伴关系”，22.2%的研究生

希望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为“师徒关系”，而没有人希

望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为“雇佣关系”。
在传统的“师徒关系”中，导师在学术上的权威

性使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

研究生则处于被支配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

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自主作用的发挥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也不利于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4]。 因此，由传

统的“师徒关系”转向“科研伙伴关系”，不仅更符合

科研中导师与研究生在本来意义上应有的关系，而

且符合研究生对这种关系的期望，有利于研究生与

导师之间平等关系的构建。当然，这种新关系的构建

需要部分导师转变思想观念，对学生要指导，更要平

等的交流和沟通，同时也需要研究生正确理解自身

的能力和角色，不断提升自己，更有效地与导师进行

合作[5]。 目前在部分导师和研究生中存在一些带有

误导性的说法和看法，如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
把导师当成老板，把师生关系看成“雇佣关系”等。将

师生关系视为“雇佣关系”会扭曲本来意义上的师生

关系，将师生关系利益化，妨碍师生间的真诚交流与

诚心合作，也妨碍研究生能力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
上述调查数据也很好地反映了目前研究生对这种师

生关系的基本期望。
在科研工作中，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是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为了进一步分析导师与

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的关系，本研究对研究生参与

导师科研项目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在参与本次调查

的研究生中，绝大多数研究生（占 99.2%）表示愿意

参与导师科研项目，而实际上，被调查的研究生中半

数以上（占 60.2%）认为对导师的课题和项目任务参

与程度一般，7.6%和 21.2%的研究生分别表示参与

导师课题或项目任务很多和较多，还有约 11%的研

究生表示参与较少甚至很少。
科研项目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载体和维系、加

强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以课题或科研项目带动研

究生培养已经成为当下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和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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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的模式。在导师的指导下，让研究生直接参与

到课题研究中，不仅可以形成师生之间自然和谐的合

作关系，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意识、自我管理意识和团

队意识，对提高研究生的自主和独立意识起到积极

作用，而且导师可以在科研中利用交流互动的各种

手段，将科研的方法、经验、技能等等各种显性的和

隐性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因此，让研究生全面深入参

与科研项目，是导师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全面提升

研究生各方面能力（特别是科研能力）的重要抓手。
调查结果表明，研究生参与科研的意愿很充分，

而实际参与程度不够高，虽然其中涉及许多具体原

因，但导师的意识和态度显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作

为导师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和明确的研究方向，对研

究生的研究能力和基础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对研究

生的能力提升方向有明确的计划，能够有意识地结

合相关科研项目和科研课题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

让研究生参与，并在合作科研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

培养和提升研究生的各项能力。当然，研究生也应该

珍惜机会，积极参与，主动与导师和团队成员交流，
积累知识和经验，以更好地完成导师的科研项目工作。

此外，研究生参与的科研项目与自己的专业方

向有无关系、学术含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

研究生能否从中受益，进而影响到研究生培养质量

及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 [6]。 在参与的各项科研任务

中，14.4%和 59.3%的研究生认为学术含量很高和较

高，同时也有 26.3%的研究生认为学术含量一般。 通

过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50.0%的研究生认为自身

的科研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35.6%的研究生认

为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也有 14.4%的研究生认为自

身科研能力提高程度一般。
3.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满意程度

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对研究生进行全程、全方

位的指导，双方处于共同的教育情境中，因此二者的

关系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 在师生关

系中，关爱是最为核心的要素，反映导师和研究生之

间基于需要的识别与满意的交互行为，具体体现在

三个方面：尊重、理解和爱 [7]。 尊重即把研究生当作

独立的科研个体对待，把研究生的学习看作完成学

者使命的过程；理解即平等地对待每一位研究生，真

诚地与之交流和沟通；爱即对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关

心和对学生兴趣、特长的认可。
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指导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

量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表 2 表明，在被调查的研究

生中，有 386 名研究生对导师的学业指导很满意，占

比 37.3%；有 570 名研究生对导师的学业指导较满

意，占比 55.1%；也有 78 名研究生对导师的指导表

示一般，占比 7.6%。 这可能与研究生的自我效能感

有关，对自己目前学习状态较满意的研究生自我效

能感高，因而对导师的满意度也高。 因此，导师在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应给学生提供充分展示自己的机

会，通过多元评价模式对学生取得的各方面成绩予

以肯定。
同时，在与被调查的研究生和导师进行访谈的

过程中发现，导师由于工作繁忙，或者由于传统思想

的影响，在同研究生交往时保持着一定距离，而研究

生除了希望得到学术方面的指导，还希望在其他方

面与导师进行交流沟通。 本研究也对导师在其他方

面的指导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尊重学生的

人格与观点方面研究生的满意度最高，绝大多数研

究生（780 人/75.4%和 219 人/21.2%）表示很满意和

较满意；在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方面，满意度略有

下降，认为很满意的研究生为 438 人，占 42.4%，认

为较满意的研究生为 333 人，占 32.2%，有 184 人（占

17.8%）的满意程度一般，更有 79 人（占 7.6%）认为

导师对自己不关心；在对待学生宽容大度方面，有 596
人（占 57.6%）很满意，有 368 人（占 35.6%）较满意，
还有 70 人（约 6.8%）的满意程度为一般。 这是因为

大部分导师认为研究生主要是来学习并提高科研能

力的，导师应更关心研究生能力的发展，而非生活的

细枝末节， 因而容易忽略对学生思想和生活方面的

关心。研究表明，导师对研究生生活和心理上的关注

不仅可以强化指导功效，还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对导

师的心理依赖感，有效提升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和

谐度[8]。 因此，导师在对研究生学业、职业规划给予

建议与指导的同时，应该加强对研究生心理状况、思

想道德修养的了解，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专业效能感。
基于对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满意程度的调查，本

研究进一步对导师与研究生的交流情况进行了调

查。 调查结果表明，60.2%的研究生对导师非常了解

或者比较了解，36.4%的研究生对导师了解一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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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表 2 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程度

分类名称 学业指导方面（%） 尊重学生的人格与观点（%） 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生活（%） 对学生宽容大度（%）

很满意 386（37.3） 780（75.4） 438（42.4） 596（57.6）
较满意 570（55.1） 219（21.2） 333（32.2） 368（35.6）
一般 78（7.6） 35（3.4） 184（17.8） 70（6.8）
较不满意 0（0.0） 0（0.0） 79（7.6） 0（0.0）
很不满意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034（100.0） 1034（100.0） 1034（100.0） 1034（100.0）

分类名称
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因素（多选）（人）
所占比例

（%）

导师的学术水平 438 42.4
导师的个人素质 776 75.0
制度和环境 701 67.8
学生的学术水平 447 43.2
学生的个人素质 622 60.2
其他 114 11.0

表 4 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因素（多选）

表 3 研究生与导师交流存在的问题（多选）

分类名称

研究生与导师

交流存在的问

题（多选）（人）

所占

比例

（%）

导师太忙，无暇顾及自己 403 39.0
学生太多，导师管不过来 368 35.6
没有共同的话题 36 3.5
导师没有平等对待每一个同学 0 0
导师给自己增加了很多额外负担 0 0
其他 332 32.1

有 3.4%的研究生表示对导师不了解。 从调查数据还

可知，在与导师的交往中，面谈是最常见的交流方

式，同时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等也是重要的交流方

式。其中，与研究生面对面交流是影响师生关系和决

定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调查发现，有 587 人（占 56.8%）与导师面对面

的交流频率达到每周 1 次及以上，其他 447 人（约占

43.2%）与导师面对面交流的频率能达到每月 1 次

及以上。关于目前研究生与导师交流仍存在的问题，
表 3 显示，有 403 名研究生（占 39.0%）认为“导师太

忙，无暇顾及自己”，有 368 人（约占 35.6%）选择“学

生太多，导师管不过来”。 这一数据反映了由于研究

生规模的迅速扩大，而导师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客观

上造成了导师与研究生人数比例的下降，从而减少

了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机会；同时，由于部分导师

参与横向课题和社会活动的增加，也对导师与学生

之间面对面交流频率产生一定影响。

4.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进一步对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因素进

行了调查与讨论。统计结果表明，影响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因素依次为导师的个人素质（75.0%）、制度和

环境（67.8%）、学生的个人素质（60.2%）、学生的学

术水平（43.2%）和导师的学术水平（42.4%）以及其

他（11.0%）（见表 4）。

针 对 研 究 生 培 养 的 现 状 ，分 别 有 701 人 （占

67.8％）和 517 人（占 50.0％）认为研究生招生数量的

增长过快和教育制度的不完善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同时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教育培养经费不足（403
人/39.0%）和研究生选拔制度不完善（259 人/25.0%）
也是现存研究生培养教育的重要问题（见表 5）。 由

于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也针对

导师队伍需要改善的方面进行了调查（见表 6）。 结

果表明，导师遴选制度不完善（403 人/39.0%）和导

师整体专业素质下滑（447 人/43.2%）是当前导师队

伍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方面是研究生扩招，而师资

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和硬件条件不足所致，另一方面

是导师在承担了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的同时对研

究生的指导工作力不从心，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

重要场所并未及时建立有效的日常管理体制。

二、研究结论和建议

1.研究结论

本研究围绕研究生导师指导模式、导师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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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名称
导师队伍存在的

问题（多选）（人）
所占比例

（%）

导师数量不断增加 217 21.0
导师遴选制度不完善 403 39.0
导师整体专业素质下滑 447 43.2
其他 259 25.0

表 6 导师队伍存在的问题（多选）

分类名称
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

问题（多选）（人）
所占比例

（%）

研究生招生数量增长过快 701 67.8
教育培养经费不足 403 39.0
研究生选拔制度不完善 259 25.0
教育制度不完善 517 50.0
其他 0 0.0

表 5 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多选）

生在科研工作中的关系、 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满意

程度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四个方面展开调

查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受我国主导的研究生指导模式影响，单一导

师指导模式是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生指导模

式。 但研究生导师团队指导模式以团队指导、分工

协作、扬长避短的特点，弥补了单一导师指导所致专

业领域的局限性，成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

举措。
（2）导师与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的关系应由传

统的“师徒关系”向“科研伙伴关系”转换，前者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生在科研工作中主体作用的发

挥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后者更有利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平等关系的构建以

及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同时，基于研究生参与科

研的意愿，导师应努力创造条件，让研究生更有效地

参与到课题研究中，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意识、自我管

理意识和团队意识，让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形成自然

和谐的合作关系。
（3）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指导基本令人满意，这

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力保证，而导师对研

究生学业、职业规划给予建议指导的同时，还应该加

强对研究生心理状况、思想道德修养的了解，有效提

升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和谐度。
（4）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导师的

个人素质、制度和环境、学生的个人素质等，研究生

招生数量的增长和教育制度的不完善是目前研究生

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导师遴选制度不完善和导师

整体专业素质下滑则是当前导师队伍面临的主要问

题。 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导师遴选制度，优化导师队

伍的梯队建设；同时，建立健全研究生管理制度，完

善研究生培养机制，从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2.建议

面对世界科技和高等教育的新发展，面对国家

在新时期赋予高校和研究生导师的新使命，高校应

建立以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为核心的研究生导师指

导机制，深入推进导师责任制，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

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充分激发

研究生导师的责任心，使导师成为研究生成长中名

副其实的“第一责任人”。 同时应积极加强导师队伍

建设。 第一，研究生导师应不断加强自身素养，引领

研究生在科学前沿探索；第二，研究生导师应以人为

本，关爱自己的研究生；第三，跨学科导师之间应精

诚合作，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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