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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椎声巧

郑重声明 ：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 《她为什么换了导师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 》 ，

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 博±（请勾选 ） 学位期间 ， 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

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除文中 已经注明 引用 的 巧容外 ， 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己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研巧成果 。 对才：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 均已在文中作了 明确说明并表示谢

意 。

作磯名 ：
． 曰期 ： 知／

／
年 月 ， 於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她为什么换了导师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巧 》系本人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学位期

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 博±（请勾选 ） 学位论文 ， 本论文的著作权归本人所有 。 本人同

意华东师范大学根据相关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 ， 并向主管部口和学校指定的相关机构

送交学位论文的印刷版和电子版 ； 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数据库被查阅 、

借阔 ； 同意学校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 、 硕±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 ， 将学位

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 ， 采用影印 、 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

本学位论文属于 （请勾选 ）

（ ） １ ．经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部 口审查核定的
＂

内部
＂

或
＂

涉密
＂

学位论文 ＊
， 于年

月日解密 ， 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２不保密 ， 适用上述授权 。

导师签名
＿部成 Ｉ本人签名

＿

知）

，

７

年 ＾ 月＞
）

曰

＊
＂

涉密
＂

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保密委员会审定

过的学位论文 （需附获批的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申请学位论文
＂

涉密
＂

审批表 》 方为

有效 ） ， 未经上述部円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 。 此声明栏不填写的 ， 默认为

公开学位论文 ， 均适用上述授权 ） 。



王 伟硕壬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

姓名职称单位 名 ？注

＾





华东师范大学硕±研巧生学位论文


摘 要

亲其师 ， 信其道 ， 乐其学 。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

意义 ， 甚至会影响他们的
一生 。 师生关系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 ， 更是一种人与人

的教育性交往关系 。 后喻文化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 ， 良好的师生关系的建构面

临新的挑战 。

当前我屆研究生教育 Ｗ导师制为主要教育培养模式 ， 研究生导师也因此在整

个研究生教育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 。 导师与研究生的师生关系 下简称导生关

系 ） 具有师生关系的共性 ， 但是因为学段、 培养 目标 、 培养模式等的影响 ， 导生

关系的 内涵己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 这样的师生关系对研巧生的专业

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 也对研究生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

本研究通过对换导师事件的当事人及其身边的同学 、 舍友 、 导师等狂会关系

的访谈 ， 在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兰角互证 ， 在情景还原的基础上进行事实厘清 。

研巧发现 ， 理想与现实落差下读研动机的幻灭、 研究志趣摇摆不定 Ｗ及个人生涯

规划迷茫是 Ａ 同学换导师的主观原因 ； 对前任导师 Ｙ 的认同危机和情感淡漠则

成为换导师的主要原因 ； 系所协调 、 对新任导师 Ｚ 学术能力的认可、 人格品质的

信任则是最终促成换导师得Ｗ成功的助推为 。 在基本事实厘清的基础上 ， 通过对

导师制中导师关系的起点 、 导生互动 、 导师制的评价及导师制保障因素的分析 ，

发现导生匹配上的责权不一 ， 导生互动中教育性和学术性的淡化化及导师评价的

缺失 ， 学生评价的失声是换导师事件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 。

关键词 ： 研巧生 ； 导师 ； 导生关系 ， 导师制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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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ｎｔｏｒ

；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ｔｕ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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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研究背景

质量是研巧生教育的命脉 ， 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仅表现在数量上 ， 而

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质量上 。 高素质 、 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在研究生的学术成长、 人

格发展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 可 Ｗ说 ， 导师的水平和能力直接影响研究生的质

量 。 起源于英国的导师制不仅成就了牛津大学领跑全球教育质量的佳话 ， 导师制

更是漂洋过海 ， 为世界各国借鉴学习 。 我国在 １ ９ ５３ 年颁布了 《高等学校培养研

究生营行办法 （办法） 》 ， 首次正式确立了指导教师负责制 ， 即导师制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在研巧生培养普遍采取导师制 。 近年来 ， 我国硕±生持续扩招 ， 规模不

断扩大 ， 由于导师制发展不够完善和成熟 ， 研究生培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

教育是通过师生双方借助交往和沟通而实现的 ， 没有交往和沟通 ， 教育关系

便不能成立 ， 教育活动便不能产生 ， 有效教育的实现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 新

形势背景下 ，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不断被重构和重塑 ， 新的 内容 、 新的意义

不断被赋予 ， 新的形式 、 新的特点不断衍生。 导生么间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 ， 其

行为 、 思想、 意识和观念 ， 若不能保持同 向 、 同步的发展与更新 ， 便会出现不协

调 。 如果师生之间缺乏沟通 ， 或沟通不畅 ， 矛盾、 冲突就会产生 ， 甚至激化 。 其

后果不仅影响到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 导生双方的共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

也给学校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

二 、 文献離

当前我国导生关系的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导生关系的 内涵及本质 、 特点 ， 导

生关系的类型 ， 导生关系的影响因素 ， 导生关系的 问题及对策五大方面 。 除此之

外 ， 导师的角色、 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 、 导师指导满意度等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少

数成果出版 。 概览之 ， 目前关于导生关系的研巧成果主要采用定量的方法 ， 通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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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卷数据的处理进行量化分析 ， 并且主要采集关于研究生方面的数据 ， 而鲜有

导师方面的数据 。

从己 出版的学术著作看 ， 近年来关于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著作逐渐从关注 比

较宏观的理论 、 模式的研究到关注鲜活的教育事实 ， 关注点从理论走向实践 。 如

王旭东主编的 《 国外师生关系研究 》 （ ２ ０００ ） ， 该著作提出 了 国外有关师生关系的

理论研究 、 理论模式 ， 増进师生关系 的
一些实践技巧等 。 而于光远则从 自 己与研

究生接触的亲身经历 中展现出导师如何与研究生更好地相处 。

１

许克毅 、 叶城编著

的 《 当代研究生透视 》 （ ２ ００ ２ ） 论述 了影响导师与研究生关系 的关键因素 ， 研究

生眼中 的导师 ， 导师眼中 的研究生 Ｗ及导师和研巧生对人际关系关注的侧重点等

问题 。 周文辉等编著的 《导师论导 ： 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 》 （ ２０ ０８ ） ， 该著作

收录了部分优秀研究生导师教书 、 治学 、 做人方面的先进事迹 ， 为导师与研究生

相处奠定 了基础 。 周文辉 、 王崇东主编 的 《导师制度与研究生和谐师生关系 的构

建 》 （ ２ ０ １ ０ ） 对研究生导师制度 、 导师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了研究 ， 并提出 了如何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等 问题 。 这些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导师与研究生关系进行 了

介绍 ， 其中包含了导师与研究生关系 的概念 、 地位 、 作用 、 特点和模式及相关理

论基础等 ， 为本研究提供 了详实的参考资料 。

（

一

） 导生关系的内涵及本质

笔者梳理了导生关系 的 内涵及本质 的凡种代表性观点 ， 总结如下表 ：

表一 导生关系 内涵及本质

内涵及本质 主要观点代表人物

肺化
．

安导师带领学生开展研究 ， 是典型的师傅带学生 周洪宇
２

̄

胃
的特点 。



雇佣关系当前的
＂

老板制
＂

是功利主义的产物 ， 是师生关

系走向功利化的表征
３

， 师生关系更具有行政管



Ｉ

理的色彩 。

４



＇ 于光远导师与研充生的对话 ［
Ｍ

］
．苏肿 Ｉ

： 苏州大学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１ ： ３ ７ ．

２ 周洪宇 ．学位与研充生教育史
［
Ｍ

］
．北京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０４ ： １ ５ ．

３ 郑晋鸣 ．导师怎能变
＂

老板
＂

［
Ｎ

］
．光明 日报

，
２００ ７

－

７
－

１ ８ ．

４ 周文辉等 ．我 国高校研充生与导师关系现状调查 ［
Ｊ
］

．学位与研充生教育 ，
２０ １ ０

（
９

）
： ９ ．

５ 乐江
，
周光礼 导师制

＂

与
＂

老板制
＂

中外医学院校研究生培养制度 比较分析 ［可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２００８

（
２

）
：  １ １ ７

－

１ １ ８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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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关系
一

是教书 ： 解疑释惑 ， 传道授业 ；

二是育人 ： 学高为师 ， 身正为范 。

６许迈进
８

张静
９

导师承担的是
＂

指导
＂

角色 ， 研究生是在导师 陈桂生
＂

？曰寻巧椒ｆａ寸
指导下独立研究的角色 。

１ 。



合作伙伴师生在人格上平等
１ ２

； 在明确双方权利 、 义务的
＾＾＾

， ４

基础上 ， 合作为纽带 ， 追求师生双方专业与价 黎茂盛
＂

１薛天祥
１ ６



Ｉ

值共同发展和成长的关系 。

＂



除此之外 ， 王守纪 ， 杨兆 山在综合考虑师生之间交往基础 、 主体间性基础 Ｗ

及实践基础的因素上提出 了Ｗ尊重为核屯、的现代师生关系 ， 认为现代新型的师生

关系在本质上而言是
一

种交往关系 ， 师生主体之间共同建构的平等 、 和谐的关系 。

这种关系具有相互尊重 、 相互了解和双 向沟通的基本特质 。

＂

张酣通在分析研究

生和导师之间矛盾的基础上 ， 认为研究生师生关系 中应包含 ３ Ｒ ：Ｒｅ ｓｐｅ ｃ ｔｆｏｒＳ

ｅ ｌ ｆ
；Ｒｅ ｓｐｅ ｃ ｔｆｏｒｏ ｔｈｅｒ ｓ

；Ｒｅ ｓｐｏｎ 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ｆｏｒａ ｌ ｌｙｏｕｒａｃ ｔ ｉ ｏｎ ｓ（尊重 自

己 ， 尊重别人 ， 对 自 己的
一

切行为负责 ） 和 ４Ｃ ；Ｃｒ ｅ化 ｔ
；Ｃｏ叩 ｅｒａｔ ｉ ｏｎ

；Ｃｏｎｔａ

ｉ ｎ
；Ｃｏｍｐ ｅ ｔ ｉ ｔ ｉ ｏｎ（诚信 ， 合作 ， 包容 ， 竞争 ） 的基本原则 。

＂

王松俊在 《研究生教育导论 》 中通过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的关系建构过程的纵

向梳理提出关于对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师生关系的 内涵 。 他认为 ， 研究生与导师的

关系 ， 从缘起上是双向选择关系 ； 从教育上是师生教学关系 ； 从学科专长上是传

承关系 ； 从事业发展上是发扬光大关系 ； 从生活上是朋友关系 ； 从社会竞争上是

战友关系 。 由此 ， 他将师生关系视为研究生走进科学研究的必修课 ， 也是科学研

６ 蔡琼 ，
目改玲 ．后喻文化背景下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的和谐关系探讨ｍ ． 中 国高教研究 ，

２００ ８
（
３

）
： ３ ９

－

４２ ，

７ 林伟连 ， 吴克象 ． 研巧生教育 中师生关系要突 出
＂

导学关系
＂

［
Ｊ
］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 ，
２００３

（
５

）
： ２ ６ ．

８ 许迈进 ，郑英樓 ．兰重反思 ： 重构研巧生培养中 的师生导学关系 ［
Ｊ
］

．教育发展研巧 ，
２００７

（
４

）
： ７ ７ ．

９ 张静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的和谐关系研究 ［
Ｊ
］

． 中 国高教研究 ，

２ ００ ７
（
９

）
： ２ １ ．

Ｗ 朱莉 ．研充生师生关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一

Ｍ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 ［
Ｄ

］
．武汉 ： 华中农业大

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１ ．

Ｈ 陈桂生 ．导师与研充生关系 的事态述评 ［
Ｊ
］

． 江苏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 ，
２ ００４

（
３

）
： ３ ９ ．

ｎ 范红霞 ．论
＂

同伴探索式师生关系模式
＂

［
Ｊ
］

．教育研巧 ，
２０的

（
４
）

： ４８
－

５２ ，

＂ 支爱玲．教学中建构合作型师生关系 的思考 ［
Ｄ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０２ ．

Ｍ 洪恩强 ，
胡天佑 ．合作伙伴 ： 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的传统超越町当代教育科学 ，

２〇 ｎ
（
３

）
： １ ５

－

１ ８ ．

＂ 黎茂盛 ，陈大飞 ．合作型研究生师生关系町人力资源管理 ，
２ ０ １ ０

（
６
）

： ２ ８４
－２ ８６ ．

Ｍ 薛天祥 ． 研巧生教育学 ［
Ｍ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４ ： ３ ３ ２ －

３ ３ ３ ．

ｎ 王守纪 ，杨兆 山 尊重为核 私的现代师生关系及其建构 ［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
２０ １ ０

，
３ ０

（
９

）
： ３ ４ －

３ ７ ．

＂ 张酣 ．如何处理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 内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２００７

（
９

）
： ２ １

－２ ５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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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事业继承和发展所面临的必修课 。

１ ９

薛天祥则从研究生学段的特点 出发 ， 对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的 内涵进行解读 。

他认为 ， 从行为主题上看 ， 研究生是接受过初级高等教育后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的人 ； 从研究生教育的 目标看 ， 研究生教育相对于教知识而言 ， 更应该重视学生

思维创造 １＾＾及科研能力 的培养 ； 从方式方法上看 ， 研究生上述能力 的培养主要通

过参与课题研究 及学术讨论活动完成 ； 从结果上看 ， 研究生培养既要为国家和

社会输送高级人才 ，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将研究生阶段取得的各类成果服务于

社会 。

＂

章康认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 即教学 、 个人、 也理

和道德 ， 其中道德关系居于最高层次 ， 约束和规范其他Ｈ方面的关系 ； 教学关系作

为第
一

要义贯穿始终 ，
必理关系是师生交往的情感基础 ， 个人关系受师生双方性

格 、 脾性的影响 ， 是其他Ｈ方面关系 的补充 。

２ １

张静在认为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内涵的认识应该基于 四个角度 ， 即从教育与接

受教育和 自我教育 、 教育与发展角度看 ， 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是在教学活动 中构

建的教育与接受教育和 自我教育 、 促进与发展的关系 ； 从人际关系角度看 ， 研究

生与导师关系是
一

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 既具有
一

般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础 ， 又有一

般人际关系不具备的崇高 目 标指 向 、 科学和学术交流方式 ； 从管理与接受管理和

自我管理 、 组织与 自我组织角度看 ， 它 师生之间的屯、理沟通、 民主管理 、 促进

学生 自我发展为特征 ， 并表现出
一

定的组织约束性 ； 从伦理角度看 ， 它是一种超

越代际的朋友式的尊师爱生的关系 ， 师生之间的友情是有效教育的真正基础 。

２２

周光礼认为民主平等型的师生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是
＂

教育性
＂

关系 ， 被

及人的 内在精神世界 ， 不 由法律调整 ， 由道德 、 习俗调整 ；

一是管理关系 ， 其行

为作为准行政关系 ， 应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２３

， 即师生关系是
一

种权利义务相互

一

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

Ｗ 王松俊等 ，研究生教育导论 ［
Ｍ

］
．北京 ： 军事医学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８ ： ４

－

８４ ．

Ｗ 薛天样 ． 研究生教育学 ［
Ｍ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３ ３ ２
－巧 ３ ．

Ｕ 朱莉 ． 研充生师生关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Ｗ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
［
Ｄ

］
． 华中农业大学学位

论文 ，
２ ０ １ １ ．

２２ 张静 ．导师与研巧生之间 的和谐关系研究化 中 国高教研巧 ，
２００ ７

（
９
）

：  １ ９
－

２２ ．

２ ３ 周光礼 ．转型期中 国师生关系的重构 ； 变革及其规制 ［
Ｊ
］

． ２ ００７
（
７
）

： ４ １
－４ ５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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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根顺 、 陈蕾非常认同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 ？ 肯尼迪在 《学术责任 》 中

对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师生关系的阐释 ， 研究生教育的师生关系较之于其他阶段的

师生关系更具有
＂

私人性
＂

。 导师对研究生不再是大学时期的简单教学授受 ， 而是

更为全面深远 、

一

对
一

的单独指导 ， 甚至更像是
＂

培训
＂

。

２ ４

归纳总结 上对研究生师生关系的本质特征的
一

系列论述后不难看 出 ， 研究

生与导师间 的师生关系更多 的被理解成知识授受关系 ， 而对师生之间无论是社会

伦理关系 ，
还是师生间 的经济或政治关系 、 情感道德关系 、 法律关系等的论述尚

不多见 ， 少有人 问津 。 这种对研究生与导师间 的关系 的解析并没有从教育实践的

实际 出发 ， 忽略 了师生关系的实践性质 。 而要透析研究生与导师间的师生关系存

在什么 问题 ， 通过什么样 的途径去解决存在的 问题 ，
这些都需要首先弄清楚研究

生与导师之间 的师生关系是什么 ， 而很多研巧恰恰忽视了这
一

问题 ， 或是并未深

入探讨 ， 从而使关于研究生与导师间 的师生关系的理论缺失对根本问题的把握 ，

沦落为较为抽象的符号概念 。 只有基于研究生与导师间师生关系的实践性质 ， 从

教育 自身的学科视角 出发 ， 才能真正把握师生关系的本质 。

２ ５

（二 ） 导生关系的特点

总结梳理国 内关于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文献 ， 从师生作为主体的角度来看 ，

研究普遍认为研究生相对其他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年齡较大 ， 其所拥有的 阅历和

知识则更加丰富 ， 自 学能力较强 ， 对导师的依赖感相对减少 ， 更多是强调学生的

主动 自觉 ； 从教和学的过程来看 ，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 自 学 、 讨论和研究 ， 而

不像大学时那么直接 。

２６

其课程学习与科研活动大部分时 间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

进行的 ， 所 Ｗ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相对于其他教育阶段的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关系

更加密切些 。

＂

还有学者认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具有多维度发展的特点 ： 制度

意义上的负责与被负责的关系 、 传统意义上的师傅与徒弟 的关系 、 伦理意义上的

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和组织意义上的 团 队合作关系 。

２８

王艳霞等认为我国导师与研

２４ 王根顺 ，陈蕾 ．新 中 国成立后两次高校合并历史经验的理性探析 ［
Ｊ
］

．２朋 ６
（
６

）
： ３ ３

－

３ ５ ．

２ ５ 朱莉 ．研充生师生关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巧 Ｗ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 ［
Ｄ

］
．华中农业大学学位

论文 ，
２ ０ １ １ ．

２ ６ 薛天祥 ．研巧生教育学 ［
Ｍ

］准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 ００ １ ： ３ ３２

－

３ ３ ５ ．

２ ７ 卢文文 ． 交往视野下高校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研巧 ［
Ｄ

］
．武汉 ： 中南民族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０ ．

２ ８ 方华梁 ，
李忠云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的和谐关系探析

［
Ｊ
］

． 当代教育论坛 ，
２００９

（
３

）
：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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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关系 的特点是 ： 导师权威思想浓厚 ； 师生关系的利益化 ； 导师遽选制度不完

善 ； 评价制度单
一

； 国家对科研的支持为度不够 。

２ ９

（兰 ） 关于导生关系的类型

对于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类型可谓是见仁见智 。 关于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类

型 的研究多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类而来 ， 如陈世海等通过调查将导师和研究

生关系分为老板雇员 型 、 父母子女型 、 纯学术研究型 、 平等朋友型 、 其它类型 。

Ｗ

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些类型 的具体表现和相关特征进行更多 的研究和分析 。

此类研究还有高鹏 、 李媛等在其 问卷调查中把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类型分为 ： 普通

师生 ， 良师益友 ， 家长子女 ， 老板员工 。

３ １

许克毅等认为研巧生与导师之间 的关

系可分为 ： 权威型 、 和谐型 、 松散型 、 功利型 、 冷漠型 。

３ ２

另有部分学者从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建构及发展趋势探讨新型师生关系 ， 如

李琪认为新型师生关系整合的趋势 ； 民主型 ， 友爱型 ， 对话型 ， 期待型 ， 合作型 。

３ ３

廖继忠等学者认为 ， 导师应积极主动地与学生建立
一

种新型的导生关系 。 其 中

包含权威性的学术关系 、 育人性的管理关系 、 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 健康的交往关

系 。

Ｍ

毕鹤霞则认为 ， 教学过程中研究生师生关系可概括为Ｈ个方面 ： 师生之间

是
＂

目标
一

致
＂

和
＂

共同参与
＂

； 是
＂

协同配合
＂

和
＂

紧密联系
＂

； 是
一

种双向 的

＂

互为主客体
＂

的关系 。 他提出 ＝种新型师生关系 ：

＂

平等
＂

屯、理关系 ； 理解型

师生关系 ；

＂

我一你
＂

新型师生关系 。

３ ５

综合分析国 内研究文献 ， 不难发现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类型的划分主要是 研

究者的经验观察为基础来进行分析 ， 从而缺乏对其所包含的类型的具体表现及其

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 。

３ ６

（ 四 ） 导师与研巧生交往中存在的问题

厘清导师与研究生交往中存在的 问题有助于对策的提出 。 徐迈进等人总结 了

２９ 王艳霞库波 国外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对我国 的启示 ［
Ｊ
］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１

（
９

）
： １ ６ ２ ．

Ｍ 陈世海 ．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巧一一Ｗ华中地区某高校为个案 ［
Ｊ
］

．青年探索
，
２００ ３

（
６

）
：２ ８ ．

Ｗ 高鹏
，
李媛

＝
张伟倩 ． 关于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的调查和实证分析

［
Ｊ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２ ００７

（
４

）
： １ ４ ５ ．

３ ２ 许克毅 ．叶城著 ． 当代研充生透视
［
Ｍ

］
巧安 ； 陕西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 １ ０ ６
－

１ １ ４ ．

３ ３ 王佩贞 ．研究生眼 中 的师生关系 ［
Ｄ

］
． 南京 ： 苏州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０ ．

３ ４ 廖济忠 ，
王敏 ．对新型导生关系的探讨 ［

Ｊ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０ ５

（
８
）

： ５ ６
－

５ ９ ．

＂ 毕鹤霞 ．研巧生师生关系探讨
［化中 国研巧生 ，

２００ ５
（
４

）
：４ －５ ．

３ ６ 卢文文 ．交往视野下高校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研究 ［
Ｄ

］
． 武汉 ： 中南 民族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０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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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与研巧生
＂

导
＂

与
＂

学
＂

关系弱化 、 异化的主要表现有 ：

一

是导学关系异化

为雇佣关系 ， 师生之间在相关的王作量 、 署名权和利益分配等方面易产生矛盾和

分歧 ；
二是导学关系异化为从属关系 ， 导师有绝对话语权 ， 很少给研究生 自 由发

展的空间 ；
Ｈ是导学关系异化为

＂

没有关系
＂

， 导师没有把应有的精力放在研究

生培养上 ， 甚至不予指导 。

３ ７

这一观点在林伟连等人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 同时 ，

在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还可 １

＾＾看到 ， 目 前导生关系还存在 ＾下 问题 ， 如
＂

导

师与研究生之间 日益突 出 的经济关系冲击着研究生教育的导学关系 ， 许多学生甚

至将导师称作
＇

老板
＇ ＂

。

３８

有些研究生和导师把他们的关系简单看作为导师与研

究生为完成科研或学位论文而产生的
一

种交往关系 ， 是附属于教学或科研的副产

品 ， 忽略了研究生师生关系对个体精神 的陶冶性和培育性的教育价值 。

３ ９

从这一

角度考虑 ， 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出现感情淡漠化 、 冲突 明显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 粪

丽等人在 《硕±研究生与导师沟通的现状及对策 》 中经过调查发现当前研究生与

导师的沟通 内容多集中在学术指导 、 科研项 目 及就业问题等方面 ， 在很大程度上

忽略 了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 ， Ｗ及导师在帮助解决研巧生 日 常生活困难、 塑造健

全人格和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

Ｗ

研究生教育 中师生冲突表现为两种

形式 ， 即隐性间接冲突或显性直接冲突 。 所谓隐性间接冲突 ， 通常表现为导师对

研究生疏于指导 ， 甚至有成见 ， 而在研究生方面则抵制导师的指导 ， 难 Ｗ做到尊

重导师 ， 师生之间很难顺利合作 。 显性直接冲突是指师生之间 出现的激烈对抗行

为 ， 教师或学生 非理智的志度和行为来表示对对方的敌视 ， 实施攻击或巧毁的

严重行为 。

＂

（五 ） 影响导生关系的主要因素的研巧

厘清影响导师与研究生关系 的因素 ， 有助于更好的分析 问题 。 关于导生关系

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可 从多个角度进行归纳梳理 。 首先 ， 从主观因素来看 ， 导师

方面的影响 因素有导师的研究项 目 数量、 导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导师的指导方

法 、 导师的为人方式 ； 其中 ， 导师的个人风格和研究生的 自 觉学习能力与学习态

３ ７ 许迈进
，
郑英宿 ． 兰重反思 ： 重构研巧生培养 中 的师生导学关系的 ．教育发展研充 ，

２００ ７
（
４

）
： ７７ －８０ ．

３ ８ 楼成礼 ，郑庆見淋乾 Ｗ人为本 ，
重构研充生教育 的导学关系町教育发展研究 ，

２ ００４
（卸 ２ ８

－２９ ．

３ ９ 毕鹤霞 ．研充生师生关系探讨 ［
Ｊ
］

． 中 国研究生 ，
２００５

（
４

）
：４ －

５ ．

Ｗ 糞丽庫志 ，
习黎 ．硕±研充生与导师沟通的现状及对策

［
Ｊ
］满育探索 ，

２ ００ ９
，脚 ： １ ２ ８

－

１ ３ ０ ．

＂ 周谊
，
叶峰 ． 论研巧生教育 中 的师生冲突ｍ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２００６
，口 ）

： ９ １
－

９４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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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双方的关系 中 占重要地位 。

４ ２

这一观点在张静的研究中也得到部分印证 。 他

认同导师的课题和经费 、 导师的管理风格 、 培养特色和人格魅力在师生交往中产

生较大的影响 ， 同时他强调因材施教 、 师生交往的频率也是影响其关系的重要 因

素 。

＂

研究生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研究生的 自 觉态度 、 学习 能力 、 求知欲 、 人

际交往技巧和语言表达能力 、 社会成熟程度等都对师生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 。

＂

从行为主体出发 ， 研究生与导师师生关系的 问题也就找到 了相关原 因 。 繁重的行

政管理工作 、 科研压力 Ｗ及参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会影响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 。

４ ５

而学生对导师资源和导师经验 、 能力 、 责任屯、等的期望也成为影响研究生与导师

关系 的影响 因素 。

＂

从客观因素方面看 ， 林伟连 、 吴克象认为经济关系是影响导生关系 的主要方

面 ， 表现在 ： 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 生均教育资源 日趋紧张 ； 大多数导师科

研经费不足 ， 不能满足研究生的要求 。

＂

研巧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 生多师少 ，

生均科研经费不足 。 学生生活条件紧张 ， 学术 自然要受影响 。 其次是导师制度 。

目 前我国导师为终身制 ， 缺少监督 ， 导师 自行决定如何指导 自 己的学生 。 这种方

式尽管 比较灵活 ， 但
一个学生只跟一个导师 ， 指导难免不全面 。 而且导师缺乏考

核制度 ， 很难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 。 张爱秀从契约论的视角认为当代研究生与导

师基于知识 、 学识 、 情感和直接经济利益的交易关系 ， 使师生之间发生 了 多种不

确定性的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 导致师生关系 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存在各种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契约 。

４ ８

在对导生关系影响因素的研巧中 ， 除了可 Ｗ把这些因素分为主观因素与客观

因素外 ， 楼成礼和孟现志认为在 中 国文化的背景么下 ， 导师对研究生的影响能力

包括两个方面 ： 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 。 所谓非权力性影响力 ， 包括导

师的职业伦理 、 知识结构 、 能力结构和个体气质等方面 ， 其中职业伦理是构成非

４ ２ 朱莉 ． 研巧生师生关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巧一 Ｗ华 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田 ］
．武汉 ： 华 中农业

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１ ．

＂ 张静 ．导师与研充生之间 的和谐关系研巧 ［
Ｊ
］

． 中 国高教研巧 ，
２０ ０ ７

（
９

）
： ２ １ ．

Ｗ 许克毅 ，叶化 唐玲 ．导师与研究生关系透析 ［
Ｊ
］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 ，
２０００

（
２

）
： ５ ９

－

６化

＂ 谢安邦 ． 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报告研巧 ［
Ｃ

］
． 上海 ： 中 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 ２００ ５ 学术年会论文

集 ，
２００５ ： ３ ５

－

３ ７ ．

４ ６ 徐娜 ．高校研巧生导师指导方式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 ［
Ｄ

］
．重庆 ： 西南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０ ７ ．

４ ７ 林伟连
，吴克象 ．研究生教育 中师生关系要突出

＂

导学关系
＂

［
Ｊ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２００３

（
５
）

：２ ７ ，

＂ 张爱秀 ．研巧生和导师关系研究 ： 交易和契约
［
Ｊ
］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 ，
２００ ６

（
１ ０

）
： ６４

－

６ ８ ．

８





华东师范大学硕±研巧生学位论文


权力性影响力 的基础平台 ， 而且保证导师影响力作用 的方向 ； 知识结构和能力结

构是核也因素 ， 决定导师影响力的大小 ； 导师的个体气质可直接为研究生导师影

响力的发挥增添独特的个人魅力 。

４ ９

此外 ， 学科差异也成为影响导师与研究生关系 的 因素之
一

。 由于学科性质 、

研究方法 、 研究环境等这几方面因素不 同 ， 理工科的学习场所主要是实验室 ， 学

科特点更要求导师与研究生结成科研团 队在实验室共同学习 ， 因此在学习 的过程

中导师与研究生接触 比较多 ， 而师生之间也有其他专业所不能 比拟的更多正式的

或非正式的交流 。 而在文科的学习 中 ， 师生之间 的指导关系具有高度的个性化 ，

而且在进行科研的过程中相对较少 ， 甚至有研究表明部分受访者文科专业的研究

生在被访 问时提导师常有孤立的感觉和与导师失去联系的感觉 ， 甚至文科博±研

究生 比硕±研究生的这种感觉更强烈 。

５ °

（六 ） 关于优化导生关系的对策研究

对如何优化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 ， 楼成礼认为可 ！＾利用经济杠杆 ， 适当加大

研究生补助的金额 ， 拓宽补助途径 ， 从而提高研究生生活待遇 ； 改革和完善现有

的导师体制 ； 建立研巧生维权制度 ； 加强师生的双向沟通与交流等 。

５ １

林伟连 、

吴克象认 同楼成礼的观点 ， 同时认为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考核也很重要 。

５ ２

陈俊

巧 Ｗ文化反哺的视角对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及研究生身份的特殊性进行 了重新审

视 ， 提出构建研究生新型师生关系的关键在于角色的转换 ， 与研究生合作共享 ，

塑造人格权威和加强专业权威四方面重构研究生导师权威 。

５ ３

张婷 ， 赵超也认为

从导师方面着手更有效 ， 他们认为导师应增加对研究生的指导频数和指导时间 、

加强对研
一

学生的关注 。 加强其指导方式的改革 、加强对研究生也理方面的指导 、

强化再指导 ， 并积极协助学生将指导结果转化为成果 。

５ ４

另外 ， 导师还需要同学

生一起订立学习 的 目标 ， 注重观察学生的不同能为 ， 注意将学生的特长挖掘 出来 ，

并给予相 当的机会让他们展示 ， 使得学生能够不断学习 ， 在学习 中不断进行 自 我

４ ９ 楼成礼 ，
孟现志 ．研究生导师非权力性影响力当议

［
Ｊ
］

． 中 国高教研巧 ，
２ ００４

， （
１巧 ： ５ １

－

５２ ，

５ ＂ 卢文文 ．交往视野下高校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研究田 ］
．武汉 ： 中南 民族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化

ｙ 楼成礼 ，
孟现志 ．研巧 ：生导师非权力性影响力当议 ［

Ｊ
］

． 中 国高教研究 ，
２００４

（
１巧 ： ５ １

－

５ ２ ，

５ ２ 林伟连 ，吴克象 ．研究生教育 中师生关系建设要突 出
＂

导学关系
＂

［
Ｊ
］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 ，
２００３

（
５

）
： ２６

Ｗ 陈俊巧 ．文化反哺视野 中研充生师生关系构建么思考 ［
Ｊ
］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 ，
２０ １ ０

（
９

）
： ５ ６ －巧 ．

５ ４ 张婷鬼超 ．导师与研巧生指导关系 的和谐度分析
［
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９

（仰 ９２
－

９４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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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 最终发展 自我定位的技能 ， 成长独立 ， 成为一位终身学习者 。

５ ５

陈世海等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 了从导师 、 学生、 各管理部 口等三个方面进行

改善的建议 。 他认为 ， 导师应做到学术上给学生更多的指导 、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社会实践机会 、 对待学生更公平公正 ； 研巧生应该更加主动地同导师交流 ， 汇报

学习情况 ， 克服害羞和害怕也理 ； 管理部 口方面 ， 较多研究生期望组织丰富的学

术活动和师生联谊会 。

５ ６

张静则认为制度的建构更为重要 ， 其 中包括导师管理制

度 、 研巧生管理制度 、 师生对话制度等等 。

５ ７

他认为 ， 在导师方面应该加强笔墨 ，

通过导师业绩制度 、 推行导师 问责制 、 把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控的责任放到导师

身上 ， 杜绝不 良导师关系 ， 如
＂

放羊
＂

。 送些对策对于研究生教育 中师生关系 的

改进有
一

定的指导意义 。

化 ） 研究述评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 ， 虽然研究生师生关系较之于其他学段师生关系 的研

究还有很大差距 ， 但是整体上呈上升态势 。 有关研究生师生关系 的理论探讨还 比

较薄弱 ， 绝大多数是从教育学 、 也理学 、 哲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研究 ， 目 前的研究

文献主要是从高校管理者和研究生的角度 定量方法来探讨导师与研究生关系

的相关问题 ， 而从研究生的视角 Ｗ案例深描来研究该 问题的文献较少 ， 特别是从

研究生的角度来探讨他们对所经历的师生关系的评价和体验的研究更为少见 。 然

而 ， 导生关系又切实牵动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 也直接影响导师的学术状态 ， 进而

对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

因此 ， 笔者力 图在 己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到研巧生教育培养的具体实践 中 ，

通过 比较细致的访谈 ，
还原 Ａ 同学换导师事件的来龙去脉 ， 在情景还原的基础上

进行事实厘清 。 就换导师的原因 、 过程Ｗ及此事何 Ｗ成功进行追 问和思考 ， Ｗ期

对教育实践中 良好导生关系的建构有所助益 。 导生关系不尽和谐是事实 ， 曾仕强

老先生告诫我们
＂

在两难境地时 ， 中 国人最会兼顾 ， Ｗ求达成合理
＂

， 可是如何
＂

兼

顾
＂

何谓
＂

合理
＂

也许我们永远也得不 出标准答案 ， 但是通过我们不懈的探究追

５ ５

Ａｎ ｔ ：ｈｏｎｙ ｓ  ． Ｂ民ＹＫ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 ｌ ｌ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 ｏｎ  Ｉｎｑｕ ｉ ｒ ｉｅ ｓ  ｉｎｔｏ Ｅ疵ｃｔ 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 ｒ  Ｉｍｐ ｌ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ｓ ｆｂ ｒ Ｉｍｐ

－

ｒｏｖ ｉｎｇ 
Ｓ ｔｕｄｅｎ ｔ Ｙｅａｍ ｉｎｇ ［

Ｊ
］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Ｒｅｖ ｉ ｅｗ
，
２０ １ ２

（
１

）
： ８ ３ －

１ ０６ ．

５ ６ 陈世海
，
宋辉 ，滕继果 ．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 封华 中地区某髙校为个案

［
Ｊ
］

．青年探索
，

２ ０ ０３
（
６

）
。９ ．

５ ７ 张静 ．导师与研巧生么间 的和谐关系研究化 中 国高教研究 ，
２ ００７

（
９

）
：。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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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 导生关系构建得越来越趋近和谐也是大势所向的 。

５８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概念界定

（
一

） 研究生

《教育大辞典 》 把研巧生定义为 ：

＂

获得学±学位、 第
一专业学位 、 高等学

校本科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者 ， 获准进入高等院校或科学研究机构进行深入的学

习和研巧 ， 攻读更高级别的学位或证书的学生 。

Ｓ９

本研究定义研究生是在完成本

科教育后 ， 或具有同等学力 ， 经考核通过Ｗ后进入高等学校攻读更高级别学位或

证书的学生 。 研究生教育
一

般可分为硕±研究生和博±研究生 。

（二 ） 研巧生导师

导师是指在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中指导他人学习 、 进修 、 撰写学术论文的教

师或科研人员 。

Ｗ

研巧生导师属于导师的
一

种 ， 指经过一定的遽选和审定后 ， 获

得指导研究生的资格 。 我国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 ， 它是指
＂

由导师对研巧生的学

习 、 科研 、 品德及生活等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的教学管理制度 。

＂ ｅ ｉ

本研

究所指的导师是指在高等学校任职的研巧生导师 ， 包括指导硕±研究生的导师和

指导博±研究生的导师 ， 也包括同时指导硕±研巧生和博±研究生的导师 。

（Ｈ ） 研究生与导师师生关系

自学校诞生之时就存在师生关系 ，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

师生关系是
＂

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

。

６

巧本质是师生么

间 Ｗ情感 、 认知和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也理关系 ， 反映师生间寻求满足其

化会需要的也理状态 。 其包含两方面的 内容 ：

一是教育工作中 的师生关系 ；
二是

一般人际交往中的师生关系 。 其中教育工作中的关系是师生交往的根本 ， 主导着

Ｍ 朱莉 ．研究生师生关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Ｗ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圧中武汉 ： 华中液业大

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１ ．

５Ｓ 顾明远等 ．教育大巧典囚．上海 ： 上海教育 出版化 １ ９抑
（
１
）

： １的－

１ ０４．

Ｍ 李行健双代汉语规范词典 ［
Ｍ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４６６ ．

Ｍ 秦惠民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岡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２４ １ ．

６２ 中 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囚 ．北京 ：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化 １诞５ ：２化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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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育过程 。

６３

本研巧将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界定为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 ， 在学

校或科研机构的培养计划 、 组织规范的指导下 ，

一种 Ｗ导师为主导 、 Ｗ学生为主

体 ， 教学相长 、 辨证统一的关系 。 本研究所指的师生关系主要是高校中导师与研

巧生之间的关累 。

二 、 研究意义

（
一

） 理论意义

师生关系一直是个热口话题 ， 与高校本科师生关系的关注 、 发展和完善相 比

较 ， 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研巧起步较晚 。 而且现有的关于研究生师生关系的研巧中

实证研巧还比较少 ， 本研巧可Ｗ弥补实证研究的不足和欠缺 ， 丰富研究生师生关

系方面的研究 。

（二 ） 实践意义

研究生是科研的生力军 ， 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不仅能够培养高素质人才 ， 更能

辅助完成高校的科研工作 。 近年来有关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关系冲突和矛盾的事件

不断被媒体曝光。 本研究通过对某研究生换导师事件的反思 ， Ｗ期为 良好师生关

系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启发 。

Ｈ 、 研究方法

Ｉ 、 文献分析法

通过利用中国学术文献总库 （ ＣＮＫＩ ） 等数据库和互联网络 ， 深入查阅各种相

关的书籍 、 期刊杂志等文献材料 ， 收集分析研究生阶段师生关系发展现状化及 目

前国 内外对研巧生师生关系的研究特点与进展 ， 特别是针对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

实证研究有关学术专著 、 学术论文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

２ 、 访谈法

访谈是通过对相关个体经历的理解 ， 来加深理解教育和其他重要社会问题的

有效方法 ， 深度访谈的核也是了解其他人的
＂

鲜活
＂

经历 ， 理解他们对其经历生

６３ 杨燕 ．文化视野下 中美师生关系 比较化基础教育参专２００７
（
９
）

： １ ９ ．

１ ２





华东师范大学硕±研充生学位论文


成的意义 。

６ ４

因为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生 ， 研究的 问题是对研究生与导师

师生关系事件的描述和解读 ， 是
一

种主观体验的描述和再现 ， 通过采用深度访谈

法 ， 有利于更直观地把握这
一

侧面的真实性 ， 能够尽量生动地呈现出 目 前研究生

与导师交往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

（ 〇 选定访谈对象

在质 的研究中 ， 抽样的方法通常采用 目 的性抽样 （化巧ｏ ｓ ｅ ｆｕ ｌＳａｍｐ ｌ ｉ ｎｇ ）
，

即通过精也选择具体的情境 、 人物或事件 Ｗ便获得采用概率抽样等其他抽样中无

法获得的信息 ， 这既包括对于研究现场的抽样也包括对研究参与者的抽样 。

６ ５

本

研究根据 目 的性抽样的原则 ， 选取上海某高校的
一

名学生换导师事件进行研究 。

笔者在进行初步的 了解 ， 了解到事件主角 的主观意愿和相关人员 的意愿 。 在进行

初步的沟通后 ， 综合考虑调查研究的可行性 ， 进而选定访谈对象 。 本研究 中 Ｑ 代

表笔者本人 ， Ａ 代表换导师的 同学 。 Ａ 同学第
一

志愿选择的导师是 Ｘ 老师 ， 但是

被调剂给 Ｙ 老师 ， 因此 ，
Ｙ 老师是 Ａ 同学换之前的导师 ， Ｚ 导师是 Ａ 同学换之后

的导师 。 Ｂ 同学是 Ａ 同学的舍友 ， Ｃ 同学是 Ａ 同学的师兄 。 在正式访谈之前 ， 笔

者与 Ｙ 导师进行联系 ， 但是 Ｙ 导师不愿参与本项研究 ， 出于对研究伦理的考虑 ，

笔者尊重 Ｙ 老师的决定 。 但是出于Ｈ角互证的需要 ， 笔者经过沟通 ， Ｃ 同学同意

加入笔者的研究 。 Ｃ 同学作为主人公 Ａ 同学的 同 口师兄 ， 见证了 Ａ 同学的很多经

历 ， 同时 ，
Ｃ 同学作为 Ｙ 老师的学生也将为本研究提供比较丰富的第

一

手资料 。

（ ２ ） 确定访谈时间与地点

访谈时间不宜过长或过短 ， 过长可能影响受访者的工作或使受访者感到疲累 ，

产生不满的情绪或无法集中注意力 ； 过短则恐怕无法对研究 问题有深入的 了解 ，

因此本文的访谈时间控制在 １ 〇〇 分钟左右 。 研究地点是 １

＾ ＞１受访者的方便为主 ， 这

样
一

方面对受访者表示尊重 ， 另
一

方面便于受访者在 自 己选择的地点与时间 比较

放松 。 从访谈过程来看 ， 受访者都是 自行选择受访时间 ， 而受访地点大多是受访

者选择的 自 己熟悉的环境 ， 如宿舍 、 办公室 （假期期间无其他人打扰 ） ， 访谈环

？ 埃文 ？ 塞德曼著 ，
周海涛译 ．质性研巧 中 的访谈 ： 教育与社会科学研充者指南 ［

Ｍ
］

．重庆 ： 重庆大学 出版

社
，
２００９ ： ９

－

１ ５ ．

６ ５ 约瑟夫 － Ａ － 马克斯威尔著 ，
朱光明译．质 的研巧巧计 ：

一

种互动的取 向 ［
Ｍ

］
．重庆 ： 重庆大学 出版

社 ，
２００ ７ ： ６ ７

－

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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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基本具有隐密 、 安静及舒适的条件 。

（ ３ ） 建立访谈关系

笔者通过电话或短信、 微信的方式与受访者联系 ，

一

般是先介绍 自 己的访谈

主题 ， 并解释为何选择对方成为受访者 ， 并尊重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访问 ， Ｗ及表

示会采取相关的匿名等保护措施 ， 尽可能表现出专业性 。 在进行进
一步的了解和

接触过后 ， 笔者对访谈对象做出调整 。

６６

（ ４ ） 设计访谈提纲

一般而言 ， 深度访谈多采用半结构或无结构的访谈方式 ， 让受访者有较大的

弹性空间说出 自身对生活经验的主观感受 。

６ ７

本文访谈提纲设计的题 目不多 ， 尽

量 ！＾＾开放的询问方式作为访谈提纲 ， 因为＾开放的提问来进行访谈 ， 可获得受访

者对该主题或事件更多深入的描述 ， 例如受访者会根据 自 己所处的位置和角色给

与 自 己的判断和相关的观点 ， 给本文的研巧提供了注入了新鲜活为 ， 同时根绝不

同受访者的情况访谈提纲进行了修改 。

（ ６ ） 访谈资稱整理

一

项质的研巧不能只是事先提出 （或借用 ）

一

个逻辑性的方法策略 ， 然后完

全照章办事 ， 质的研巧中的设计是
一

个进行中 的过程 ， 它需要在设计的各个要素

之间不断来回
＂

走动
＂

， 因此在每一次访谈结束巧下一次访谈开始之前 ， 笔者都

会把访谈录音逐字逐句地整理出来 ， 并且及时坚持写备忘录 ， 及时记下访谈时的

感想 、 分析资料的方法和过程 。

四 、 研究效度与研究伦理

（
一

） 研究效度

＂

效度
＂

是传统的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的一个判定标准 ， 目 的是通过客观的额

测量和量化的推论寻求一种普遍的法则 。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巧遵循的是不同的思

维范式 ， 关注的不是客观的分类计量、 因果假设论证或者统计论证 ， 而是化会事

实的建构过程和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经验和解释。 这种过程性的 、 发

Ｍ 陈向 明质的研巧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岡．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１ ８７－２２化

＂ 林淑馨．质性研巧理论与实务 ［
Ｍ

］
．高雄 ： 巨流图书公司 ，

２０ １ ０ ：２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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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人机互动之中 的对意义的探索很难用
＂

效度
＂

这类规则来进行判断 。

在研究设计阶段 ， 通过追 问 自 己
一

下几个 问题来尽量遵循研究规范 。 如
＂

我

的研究结果是否将会是真实的 ？
＂ ＂

我如何知道他们是真实的 ？
＂ ＂

我在研究的过

程中有可能会犯哪些错误 ？

＂ ＂

我将如何排除 （或减少 ） 这些错误 ？

＂ ＂

我的研究

结果可 找到哪些其他的解释 ？
＂ ＂

我的研究结果有可能存在哪些不真实的信

息 ？
＂ ＂

我将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不真实的信息 ？

＂ ＂

我如何是 自 己的研究结果令

人信服 ？
＂ ＂

如果我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此项研究会获得什么不 同 的结果 ？
＂ ６ ８

（二 ） 研究伦理

必须承认的
一

点是 ， 所有的被及到他人参与 的研究都不能逃避送样的 问题 ：

研巧 ；需要他人的帮助 。 笔者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对方 ， 本着尽量方便对方的原则开

展研巧 ， 即在时间 、 地方 、 时机的选择上都 由对方来做主 。 同时也设法从各方面

给予 回报 。 例如 ， 每次访谈都会给受访者带
一

份小礼物 ， 或请对方吃饭 。 但更主

要的还是建立 良好的关系予对方 精神上的安慰 ， 例如注意倾听别人的倾诉 ， 志

度真诚 、 举止和善 。 在这一过程中 ， 让说者感觉 自 己的话是有意义的 ， 自 己对这

项研究有用 、 于笔者有所帮助 。 这既是
一

种对他人的肯定 ， 也是对参与者的一种

回报 。

实际上 ， 很多人之所 愿意帮助我收集资料 ， 并不要求马上就给予 回报 。 参

与者几乎没有想着金钱方面的 回报问题 。 大多数参与者和帮忙的人都是因为经过

初步的 了解后他们对于笔者建立了基本的信任 ， 或者他们对这项研究抱有期待 。

因此 ， 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更多 的是交往性质 ， 而不是交换性质 。 就我的研究来

说 ， 其回报更多的是要把 自 己的研究做好 ， 真正对所有的参与者有所交待 ， 对我

们的教育实践有意义 。 在收集资料之前 ， 就已经把我的意图告诉了对方 ， 有的部

分会被及到受访者 比较隐秘的想法 ， 在后期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通过与受访者的沟

通 ， 将送部分 内容作 了妥善处理 。 总之 ， 笔者非常认同康德的道德 内在原则 ，
艮Ｐ

听从 自 己的 良知 ， 不断地反省 ， 尽量替对方着想 。 同时努力让 自 己不要辜负 了参

与者的期望 。

６８ 陈 向 明 ．质 的研巧方法与社会科学研対Ｍ
］

．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１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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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研究内容与结构

从方法来说 ， 本研究不是从定义 、 概念或任何理论开始 ， 而是 回到实事

本事
＂

的态度和方式 ， 在大量叙述、 描述的基础上分析换导师事件的原因 ， 主

题化的方克 通过对不同受访者的不同角度的分析探巧研究生与导师师生关系的

影响因素 。 从表达方式上 ， 文本力求语言文字的通俗 ， 通过 日常语言表这尽可能

原汁原味的还原换导师事件的真实细节 ， 这也是进行深描的研究基础 。 在文本的

写作过程中 ， 文本尽可能结构化 ， 让读者很容易就能够把握事件包括文章的整体 。

从学科来说 ， 本研巧不是从教育学、 人类学、 社会学等某一个学科或理论出发而

进行的研究 ， 而是立足于教育现象 ， 对研究生换导师事件进行研究 ， 并对这
一事

件进行教育反思 。 也就是说 ， 本研究立足于教育事实或教育现象 ， 而不是Ｗ某种

理论或学科为先导 ； 力求在现象的描述的基础上 ， 逐层深入 ， 尽可能深入地揭示

现象的本质 问题 ， 并将这样的揭示和教育反思结合起来 。

论文共分四章 ， 遵循层层深入的结构安排各个章节 ： 第一章是从相关文献

梳理、 研巧意义 、 研巧伦理等方面介绍本研究 ， 第二章主要对换导师事件进行情

景再现 ， 梳理换导师事件的来龙去脉 。 第Ｓ章则是在情景还原的基础上进行事实

厘清 ， 力求在Ｓ角互证的基础上形成对事件事实呈现、 成因的基本分析 。 第四章

对于这一事件进行教育反思 。 通过对导师制 中导师关系的起点 、 导生互动 、 导师

制的评价及导师制保障因素的分析 ， 发现导生匹配上的责权不一 ， 导生互动中教

育性和学术性的淡化 抖及导师评价的缺失 ， 尤其是作为学生评价的失声是换导师

事件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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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梦展与新征程 ＝ 换导师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章主要通过对换导师事件主要参与者、 见证者的访谈 ， 尽可能还原当时的

真实情景 。 １＾
＞１下所有访谈资輯中 ， ０ 代表笔者本人 ， Ａ 代表换导师的同学 。 Ｘ 导师

是 Ａ 同学第
一志愿选择的导师 （ 即也仪导师 ） ， Ａ 同学被调剂给 Ｙ 老师 ， 因此 Ｙ 老

师是 Ａ 同学之前的导师 （ 即前任导师 ） ， Ｚ 导师是 Ａ 同学换么后的导师 （ 即现任

导师 ） 。 Ｂ 同学是 Ａ 同学的舍友 ， Ｃ 同学是 Ａ 同学的 同 口师兄 。

第一节 误打误撞入师口

一

、 遭遇
＂

下马威
＂

正式访談之前 ， 笔者对受访者做了初步的 了解 ， 在送个过程中笔者了解到 ，

Ａ 同学是跨专业考研 ， 因此在考研的动机、 选导师的考量因素等情况进行了简短

的访谈 。

Ｑ ： 我 了 解到你好像不是应届 的 ， 你有没有工作过 ？ 为 什么会选择跨考这个

专业呢 ？

Ａ ： 没有啊 ， 就是准备考试 了 。 因 为喜欢这个专业吧 。 在读大学的 时候我发现

自 己的兴趣转变 了 。

’

Ｑ ： 你对读这个专业的研究 生有什么 巧确的期待吗 ？

＇

Ａ ： 那倒是没有 ， 化没有非常 明确的想 法 ， 就是想我要从事教育改革事业 。

就是去改变一些 中小学的教学方式 、 课程 内容啊什么的 。 就是把一些上位的理

论跟实践能结合起来 。 我 当 时想 的就是来这个系 读 ， 既能接触到 比较上位的核

记技术又能够贴近实际 。 我 当 时想 巧是 Ｗ— 己之力 进入
一

线进行改革是很难做

的 ， 所Ｗ我 当 时想的是继续读博 留在高校研究者的身份去做教育改革 。

化 那你有这样的期望 Ｗ后你 当 时选导师的 时候有什么样的考虑 ？

Ａ ： 学术水平 、 科研态度 、 对学 生的关记、啊等等这些 因 素我都有考虑 到 ， 我

觉得我选的导师都挺能满足我的期望的 。 我 当 时选 的是 Ｘ 老师 。

化 那你对他 了 解的多 吗 ？ 选择他主要是考虑 了 什么 因 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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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我看过他很 多文章 ， 我关注 了 他的微博两年的时 间 。 我最在意人 品 ，
Ｓ

观啊什么的 。 我觉得他不仅在做学术上 ， 在做人上也很好 ， 很欣赏他的为人处

事各个方面 。 接下来就是看学术水平吧 ， 就是他的教育观念 、 学术的一些研究

方法方 向 。 可能我 当 时对系里的其他老师也 了 解的不多 。 我是从朋友转发他的

徵博 了 解到这个人 ， 然后就一直在关注他 ， 后来 了 解他的学术成果 。 因 为我 当

时主要就是想找某研究领域巧老师 。 其实是做 了 很多 了 解的 ， 西 为我考 了 两年

了 。

Ａ 同学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比较平静 ， 可 ￡；看出从跨专业考研到选导

师 ， 受访者都满怀期待 ， 投注了很高的热情 。 虽然当时考研的时的动化
＂

我要

从事教育改革事业
＂

看上去比较宏大 ， 但是也做了一些现实性上的考量 ， 因此

才会决定
＂

来这个系读既能接触到 比较上位的核也技术又能够贴近实际 ？ … － 拽

一己之力进入
一线进行改革是很难做的 ， 所 我当时想的是继续读博留在高校

研究者的身份去做教育改革 。

＂

而选导师之前对送位导师也做了 比较详细、 比

较长时间的 了解 ， 从学术研究到人品趣味等 。 不可否认 ， 这样基于网络 （微

博、 朋友圏消息 ） 的 了解只是对 Ｘ 导师某
一方面的了解 ， 网络信息失真的一面

Ａ 同学当时没有意识到这
一

间题 。

Ｑ ： 既然是愿 意
＂
二战

＂

， 这么坚定的话 ， 那你后来没有选上 Ｘ 老师 ， 有很失

落吗 ？ 那个过程你还有 多少 印象 ？

Ａ ： 我印象挺深的 ， 还是挺失落的 。 当 时系 里的老师短信通知我被分到 了Ｙ

老师 口 下 ， 但是 ， 我 当 时记里没有什么排斥的 ， 因 为我立马就 了 解到她化是做

同
一个研究领域的 ， 而且是做 了 很多 年 。 我就觉得既然跟 Ｘ 老师无缘的话 ， 安

Ｊ心
、狠着其他老师学也挺好的 ， 反正还在一个系 里 ， 我 当 时还挺乐观的 。

但是我 当 时忽略掉 了 很重要的一点 ， 就是我 当 时真的特别傻特别懷 ， 就是

我没有给 Ｙ 老师发短信 。 我从 同 口 那里知道那个周六要开师 口会 ， 当 时我知道

了 Ｗ后我没有及时跟老师联系 。 我一去她就非常生气 ， 就劈头盖脸化 了 我
一

顿 。 第
一次见面就是这样 。 她 当 时就认定我是戊 ＇不廿情不愿来 了 这个师 口 ， 认

为我伯存很多拖怨 ， 很不愿意来到这个师 口 。 不管是 当着我 的面 ， 还是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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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口 面前说 了 很多次 ， 说
＂

如果你不愿意呆在这个师 口 ， 你就可 Ｗ走
＂

。 后来

她就对我的态度和萬 了 很多 ， 就在 当 时
一

开始第一次有点 凶 ， 可能担々我会害

巧她吧 。 ，

受访者回忆到初识的场景跟谈起跨考和选导师相比有了 明显的情绪波动 。

在谈起落选被调剂的 回忆中仍然能够看到 Ａ 同学的些许失豁 谈起 自 己正式见

面之前没有跟导师联系的时候 ，

＂

我当时真的特别傻特别憎
＂

， 这句简短的话道

出 了受访者当时面对落差的也理状态 ， 言语之间饱含 自 责 。 笔者也对老师
＂

如

果你不愿意呆在这个师口 ， 你就可Ｗ走
＂

的反应访谈了Ａ 同学的感受 ， Ａ 同学

表示老师
＂

不只是跟我一个人这样说 ， 跟其他人也这样说 ， 而且后来她的态度

和菌了很多
＂

， 所Ｗ师生的初次见面由于 Ａ 同学没有提前联系导师而气氛尴尬 ，

但是 Ａ 同学表示
＂

虽然不太愉快 ， 但是并没有对Ｗ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

。 但是 ，

Ａ 同学后续的表达中
＂

如果你不愿意呆在这个师口 ， 你就可 １＾＾走
＂

， 导师这样

的表达虽是因为前车之鉴有 自我保护的含义 ， 但是给 Ａ 同学留下了不小的影

响 ， 这化 Ａ 同学觉得师生么间的关系就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 除此之外没有什

么人情可言 。 这与后文中 Ａ 同学强调 Ｙ 导师比较在意个人隐瑕 、 不喜欢参加师

口活动相吻合 。

二 、 苍白蜜月期

Ｑ ： 刚 刚你有提到你跟 Ｙ 老师的关系挺好的那一段时 间 ， 是一个什么状态 ？

Ａ ； 就是研
一

下学期研二上学期那一年的 时 间 ， 当 时我们之 间 不存在什么矛

盾 ， 还没有论文的事情 ， 跟着 Ｙ 老师
一起去听课 ， 我表现的很乖巧 。 就是你想

象一下一言一行各个方面都亲现的很乖巧的样子 ， 就是在外边 比较给她面子 ，

她说什么你就说
＂

对对对
＂

就可 Ｗ 了 。 然后平时上课也 比较主动 、 殷勤给她端

某倒水什么的 。 这样相处多 乂后关系 就变得 比较亲近 。

当 时 ９ 月 份开学 的 时候 ， 我说我想去支教 ， 她就急坏 了 ， 就说你要接触教育

实践还不简单煉 ， 我给你在上海找个学校就巧 了 。 然后就说帮 我找个实 习 ， 我接

受 了 她的建议她还挺开佔的 。 她帮巧介绍 了 实 习 我化挺开沁的 ， 挺感谢她的 ， 然

后我就去那个学校实 习 了 。 这可 Ｗ说是我们俩关系历史上最和谐的时候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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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 你说的这段关系 比较好的 时期 ， 好到什么程度呢 ？

Ａ ； 就是她平时态度 比较亲切 ， 上课巧时候或者一起听课的 时候她会态度 比

较好 ， 比较友善 。 当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问题 ， 就没有什么事情化就没有什么冲

突存在 ， 所 Ｗ 当 时就是风景浪静的状态 。 就是一种非常表面表层的一种关系 。

这一段关于师生关系蜜月期的 回忆其实是在访谈的后半部分讲述的 ， 是在受

访者讲完选题风波之后的补充 ， 笔者因事件还原的需求把这一段按照时间线提到

此处展开 。 蜜月期的讲述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所 占的篇幅较少 ， 而且是笔者主动提

出 、 专 口提问 了运
一段内容才展开的 。 通过对老师的顺从 、

＂

她说什么你就说对

对对
＂

、 端茶倒水 、 表现的乖巧换来的
＂

最和谐
＂

的状态 ； 在 Ｙ 老师
＂

急坏了
＂

的情况下帮 Ａ 同学介绍的实习虽然Ｗ

＂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她还挺开也的 ， 她帮我

介绍了实习我也挺开也的 ， 挺感谢她
＂

收场 ， 问题看似解决 ， 但是送样的
＂

和谐
＂

的关系却不像表面看上去这样 。 正如 Ａ 同学 自 己所说 ， 该
＂

就是一种非常表面表

层的
一

种关系
＂

。 这种
＂

和谐的
＂

关系缺少 了教学相长 、 科研合作 、 情感认同

等的支撑 ， 也就注定是脆弱的 。

Ｓ 、 实 习风渡
＂

劫
＂

Ｑ ： 你觉得 Ｙ 导师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 ？ 你们之间 的 印象 比较巧刻 的事

情是什么 ？

Ａ ： 巧跟她之 间 意见 比较大的就是论文选题这件事情 。 她帮我找 了 个实 习 ，

还找 了
一个我 己经毕业很多年的师姐带着我 ， 我挺感谢她的 。 我 当 时住在那个

师姐家里 ， 她在学校里工作 ， 巧就狠着她一起实 习 。 当 时一开始还蛮好的 ， 但

是我在那实 习
一半Ｗ后 ， 我就觉得我不想再搞Ｘ（某学科 ） 了 ， 我觉得我的Ａ、思

还是在Ｘ（某学科 ） 上 。 实 习 结束之后 ， 我就跟老师说 了 这个想法 ， 这就是我

们分歧巧开端 。 她就非常的不高兴 。 老师就觉得帮我找 了个实 习 ， 然后我背叛

了 她 ， 我去做别 的学科 了 。 她没有这样说 ，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这种意思 。

化 那你觉得这种想法是 因 为她特别热爱这个学科 、 这个事业还是其他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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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她就是这样 ， 就是太喜欢控制学生 。 她喜欢学生完全按照 自 己 的想法

来 ， 就是我做什么就跟我学什么就好 了 。 因 为她做的全是Ｘ（某学科 ） ， 我做Ｘ

（某学科 ） 就意味着她 Ｗ后 出去听课做什么的 ， 我都不会狠着她 了 ， 就跟她不

会有什么交集 了 。 我确实也是这样想的 。 因为 当 时马 上就要开题 了 ， 我这样说

就意味着我的选题就跟Ｘ （某学科 ） 没有关系 了 。 我 当 时是那个意思 ， 但是 当 时

她是 回避这个话题 。 然后她就说
＂

我不关瓜你毕业 Ｗ后 当什么老师 ， 现在我们

先把开题这个事情解决 了
＂

。

受访者在讲述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有明显的阶段性 ， 可Ｗ看出受访者本人对

这件事已经进行过反思 、 总 ■结 ， 或者是跟其他人讲述过。 送一点在后文的访谈

中得到了 印证 。 这是为什么受访者能够在回忆和叙述的过程中加入
＂

这可Ｗ说

是我们俩关系历史上最和谐的时候
＂

、

＂

这就是我们分歧的开端
＂

送种判断性

的观点 。 如果说在 Ａ 同学妥协、 顺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我们俩关系历史上

最和谐的时候
＂

师生关系本就脆弱 ， 那么到了运一阶段 ， Ａ 同学与导师之间的

嫌隙己经不容忽视了 。 而此时 ， Ｙ 导师的态度是
＂

我不关也你毕业 ［＾后当什么

老师 ， 现在我们先把开题这个事情解决了
＂

。 接下来的选题波折不可避免了 。

值得注意是 ， 笔者在问到
＂

你觉得 Ｙ 导师对你影响 比较大的是什么 ？
＂

， Ａ 同

学直接聚焦到了师生之间最大的分歧——论文选题 ， 可见此事对 Ａ 同学影响么

大 。

第二节 一波Ｈ折写论文

－

、 选醜
＂

导火线
＂

化 她是跟你提 了 几个让你 自 邑选 ， 对吗 ？

Ａ ： 对 ， 就是有时候说话的 时候她就会说
＂

巧 ， 你说这个怎么样 ？ 你做那个

怎么样 ？
＂

就这样说 ， 但巧都委魏的拒绝 了 。 然后她看我这个态度 ， 就说你 自

己想吧 。 当 时我们 师 口 是开题开的很早的 ， 过年前她就要让我一定要想 出来论

文大纲 。 我 当 时是没有 多 少头绪的 。 选题这个事儿要是细说的话 ， 这个事情还

真的挺大的 ， 我们 当 时 闹得挺不愉快的 ， 很多波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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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你觉得弛的提法你不灌做 ，
Ｌ乂后你就开始 自 己想 ， 你 自 己想 了 Ｗ后她是

怎么反应 呢 ？

Ａ ： 她就是否定我的想法 ， 从各个方面否定你这个选题 。 我 当 时那个选题确

实是不太成熟 ， 后来 自 邑化换掉 了 ， 但是她否定的说法都化我很难接受 。 因为

我正式开题的时候确实４遭到 了 很多老师的批评 。 Ｘ 老师给我 的选题提 出 了 非

常多 的说法 、 建议 ， 但是他说的我就非常能够接受 。 因为他是从一个非常理性

和客观的 角度跟我这个选题为什么不太好 、 哪些地方不太好 、 可 Ｗ 怎么去改进

或者往哪个方面改 。 这个说法让我觉得特别能接受 、 特别对 ， 但是我们老师说

那个说法我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 。

Ｑ ： 你是说 ，
Ｙ 老师偏 向于说

＂

因 为 １ ２３
， 所 Ｗ不行 ； 而其他老师是告诉你怎

样才行
＂

， 这样的吗 ？

Ａ ： 不仅仅是这样 ， 关键是莲 由 。 比如 ， 我 当 时是用 某理论 ， 然后老师就一

个劲 的说 ， 为什么要用 这个理论 ？ 为什么不写某理论呢 ？ 某理论有什么不好的

吗 ？ 我觉得她的思维方式特别 的不学术 。 不仅化是带着情绪 ， 就是她不够客观

理性地看待这些事情 ， 看待学术观点 。 她当 时化提不 出什么 明确的理 由来反

对 ， 但是她的态度上就是非常不愿意让我来做这个选题 。

关于选题的分歧其实在前文叙述的实习过程中就已经显现 ， 在实习 的过程

中 Ａ 同学就己经明确的表达出不想继续做Ｘ（某学科 ） ， 但是当时 Ｙ 导师 Ｗ完成

论文任务为主 ， 没有给与这件事足够的关注 。 在
＂

我当时也不太想的 出来
＂

的

情况下 ， Ａ 同学根据 自 己的兴趣选定的题 目在理论基础的选择和操作性上遭到 Ａ

导师的严厉反对 。 而 Ｙ 导师在 自 己熟悉领域内提供的选题建议因其
＂

情绪化
＂

的表达而难 Ｗ被 Ａ 同学接受 。 到这一时期 ， 师生关系的矛盾 已经非常明显 。

Ｑ ： 你 当 时不接受她的想法是为什么呢 ？ 就像你刚才讲的 ， 你觉得她在学术

的角 度上不够客观 ， 比较有情绪 ， 还是说不够专业还是其他原 因 ？

Ａ ： 第
一

， 我觉得她不够专业 ， 第二 ， 是她 罔顾学 生的研究兴趣 。 她完全从

你的论文好不好做 、 能不能做的角 度来讲 ， 从来不会想你想要做什么 、 你的兴

趣是什么 。 因 为 我后来跟着 Ｚ 老师就发现差异非常大 ， 我 当 时跟 Ｚ 老师也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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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选题 ， 我就发现他特别关注学 生的研究兴趣 。 我就知道原来不是每个老师都

是那样的 。 我 当 时是想根据 Ｚ 老师擅长的研究领域里选一个点来做 ， 但是他说

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做的 ， 这样才能够做下去 。 然后就根据巧的情况 、 我的兴

趣点 、 我今后想 的发展方 向来帮我选 了 这个选题 。 他是非常注重学生 自 身 的情

况 ， 当 时 Ｙ 老师就是从 自 己的立场 出发 ， 真的没有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 ， 所 心乂

她提巧建议我都很难接受 。

Ｑ ： 开完题 Ｗ后你们 的沟通怎 么样呢 ， 这个选题进展的怎么样 ？

Ａ ； 我们俩之 间 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加剧 的 ， 就不管题 目 怎么换 ， 这个根本 问

题都存在的 。 基本上是这样的 ， 她喜欢的东西我不巧做 ， 我讲的东西化也不满

意 ， 就会被她否定掉 ， 我们俩就处在这样
一个过程 当 中 。 要不就是她妥协 ， 要

不就是我妥协 ， 然后有时候巧们俩都不憑妥协 ， 就这样僵 了
一个学期 。

我 当 时的想法就是 ， 既然是从她这里没有任何办法 ， 我希望找一下别 的老

师能够指导我这个东西 ， 但是我发现这一块真的是研究空 白 ， 根本就没有老师

做这个东西 。 我发现我 自 邑是 口 外汉 ， 就是没有人带着我根本做不 出来 。 很重

要巧一 点是 ， 我找不到实践资源就是不好收集资料 。 如果做这个 ， Ｙ 老师肯定

是不可能给我提供资源让我去收集资料的 ， 也就说我 自 芭是没有能力做这个东

西的 。 僵持 了
一个学期 Ｗ后 ， 我就终于看清 了 形势 ，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 ，

了 ， 然后我就放弃 了 。

＂

我觉得她不够专业……她罔顾学生的研巧兴趣……
＂

， 由于之前己经初

露端倪的矛盾并没有引起 Ｙ 导师足够的重视 ， 或者 Ｙ 导师按照 自 己的
一

贯的风

格处理的结果并不理想 ， 之前的矛盾在这
一

阶段跟很多情绪樣杂在一起 ， 结果

就是
＂

要不就是她妥协 ， 要不就是我妥协 ， 然后有时候我们俩都不想妥协 ， 就

这祥僵了一个学期 。

＂

在这个僵持的过程中 ， Ａ 同学发现 自 己之前坚持的选题

在没有导师的支持的倩况下 ， 操作上难Ｗ实现 ， 最终也因此放弃这个选题 。 至

化 可Ｗ说 Ｙ 导师所否定的 Ａ 同学的选题虽然在表达上偏情绪化 ， 但是该选题

在操作性上来讲确实有难度 ，
Ｙ 导师的坚持不无道理 。

二 、 写作已
＂

白热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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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 你 当 时放弃做这个巧 时候 ，
Ｙ 老师是什么反应 ？

Ａ ： 她很开 啊 ， 巧 当 时是换 了 个说法 ， 其实真正想做的是学生 自 主管理班

级方面的 。 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 Ｙ 老师肯定会反感的 。

Ｑ ： 为什么呢 ？

Ａ ： 是 Ｙ 老师的学生都会知道的 ，
Ｙ 老师不喜欢学生 自 主管理 ， 她喜欢都让

老师管着 。 我知道是这样 ， 所Ｗ我就换 了 个说法 。 她做 了 这么 多年
一直做Ｘ（某

学科 ） ， 对班主任可能还是有一些 了 解的 ， 但是我觉得她的这个 了 解还是很不专

业化的 ， 缺乏学术性 。 因 为 我 己经被她磨 了
一个学期 ， 我的气压 己经低 了 很

多 ， 然后虽然我不想接受她的建议 ， 但是我表面上还是同 意 了 。 因 为她一直在

拿一件事情压我 ， 就说
＂

９ 月 份不交初稿的话 ， 就把你退 回 系里
＂

。

Ｑ ： 她说
＂

９ 月 份交不 了 初稿 ， 就把你退 回 系 里
＂

， 说这个话的 时候你觉得

是督促你 、 吓晚你的成分 比较多 ， 还是说她真的有这个想法 ？

Ａ ： 我觉得她这个是督促为主 ， 但是显然也表达 出 了 她对我 邑经非常不耐烦

了 。 ９ 月 份之前我给她发 了
一份提纲 ， 她 当 时帮 我做 了

一些修改 ， 还写 了
一些

鼓励性的话 。 我 当 时还觉得蛮开々的 ， 就是我的东西姬终于能够接受 了 。 经历

了 这么 多 波折之后 ， 终于两个人可 Ｗ 比较好的询通 了 ， 而且还可 Ｌ乂在收集素材

方面帮助我 。 我在暑假那
一个多 月 的时 间特别有动力 ， 我觉得很开 当 时看

了 特别 多 的 资料 。

经历了正式开题的一番
＂

洗礼
＂

后 ， Ａ 同学放弃了之前 自 己根据兴趣做的

选题 ， 根据 自 己在课堂中的体会选定了
一个新的题 目 ， 改题 目无论在选题还是

在操作性上都得到了 Ｙ 导师的肯定 。 但是 ， 弦中间有一点存在矛盾激化的隐

患 ， 即 Ａ 同学在沟通的过程中为了能够让 Ｙ 导师更容易接受 自 己的选题 ， 隐藏

了 自 己真实的想法 ， 用她的说法是
＂

换了个说法
＂

。 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为接下来的矛盾埋下导火线 ， 也成为 Ｙ 导师后续给出 的建议 Ａ 同学依然觉得

＂

无法接受
＂

的
一方面原因 。 虽然 Ａ 同学当时觉得

＂

我的东西她终于能够接受

了 ， 觉得蛮开也的 ， 觉得挺好的
＂

， 暂时的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其实是矛盾的

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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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放弃时
＂

游击战
巧

Ａ ； 开学之后发生 了
一件事情 ， 就是她把我的论文题 目 改 了

一

半 ， 框架化做

了 很大的修改 。 她觉得之前那个题 目 太大 了 ， 要落再聚焦到更小的 点上 。 这样

下面的框架就要全部都改掉 ， 就是每一部分都要落实到这里来 。 我们第二次讨

论的 时侯 ， 直接把之前的全部去掉 了 。 就通过这两次修改 ， 我就彻鹿看清 了 。

Ｑ ： 看清 了 的意思是 ， 你觉得通过
一

步一步的修改她又把你拉 回 到 了 她熟悉

的框架里头去 ， 是吗 ？

Ａ ： 对的 ， 题 目
一

改就意味着框架要全部按照她的思路来 。 她非 常厉害 ， 当

时就在半个小 时的 时 间 之 内就想 出
一个新的框架 ， 然后就让我按照她的思路

来 。 当 时我就没有动力 了 ，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邑经完全放弃 了 我的研究兴趣 ， 我

当 时觉得很无力 ， 因 为 这事情我 己经折腾 了
一年 了 。 我 当 时觉得这件事情我 已

经不可能完成 了 ， 我 当 时特别特别伤冶 。 这种伤々不是突然之 间爆发的 ， 是我

折腾 了 很久酝酿 了 很久的结果 。 当 时那个状态 ， 我觉得我就像个幽灵一样 ， 什

么都做不下去 ， 在宿舍里晃荡 。 那个月 我就基本上没有碰论文 。

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不坦诚为论文送个阶段的写作增加了 困难 ， 再

此背景下论文框架的大修改也让 Ａ 同学的酝酿许久的情绪最终爆发 。 经历了选

题的艰难的争取过后 ， 在 Ａ 同学和 Ｙ 导师都比较认可的选题的实际操作阶段 ，

导师在逸个过程中 绝对的控制地位做出的改动 ， 导致 Ａ 同学认为么前的努力

全都付诸东流 ， 情绪 由此爆发。 可Ｗ说 ， Ａ 同学情绪爆发既是最后的反抗 ， 也

是绝望的开始 。

Ｑ ： 经历 了 这个情绪特别低落之后 ， 然后你考虑 了 什么 ？ 事情怎 么解决呢 ？

Ａ ： 那段时 间 我基本上在复 习教师资格证考试 。 那一个月 我就在选避 ， 我觉

得这个论文不管怎 么写都不是我想要的 ， 我没有能为做 出 我 自 己想要的东西 ，

但是按照她的意愿我又非 常不愿 意做 。 我就开始想我是要延毕 、 休学 ， 还是放

弃学位 。 那
一个月 我就在想这个事儿 。

当 时我 己经对我们老师这种反感 的情绪和论文的厌恶 、 这种绝望混杂在一

起 。

一方面我觉得我没有能为 完成 ， 另
一方面我不想面对我老师 ， 对我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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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 己经这到顶点 了 。 这一年我对老师处在一个越来越害怕 的情绪 ， 我后来见

到她就像木头一样 。

Ｑ ； 你为什么怕她呢 ？

Ａ ： 我也不知道怕什么 。 我就觉得她在这个过程 当 中 ， 她能够主导我是不是

能够毕业 ， 能不能完成这个论文 ， 觉得完全是在她的控制 范 围 巧 ， 就是她 同意

了 才可 Ｗ写 。

情绪爆发过后 ， Ａ 同学的解决对策是
＂

延毕 、 休学 ， 还是放弃学位
＂

， 可 Ｗ

说到这个阶段 Ａ 同学内也已经完全放弃了 。 经过了
一

系列的选题、 换题 、 写作

框架修改的过程之后 ， Ａ 同学觉得 自 己
＂

是不是能够毕业、 能不能完成这个论

文完全是在她的控制范围 内
＂

。

＂

这种反感的情绪和对论文的厌恶、 绝望混杂在

一起
＂

， 导致受访者觉得
＂

对老师处在
一个越来越害怕的情绪 ， 后来见到她就像

木头
一

样 。

＂

到这
一

阶段 ， 科研、 合作 、 教育己经无从谈起 ， 导生双方的关系被

情绪情感狸没 。

Ｑ ； 那你考虑这个休学还是延毕这个 问题 ， 考虑 的结果是什么呢 ？

Ａ ： 我 当 时就在想 ， 看看还能做点别 的什 么事情 ， 我 当 时对论文 邑经不抱什

么希望 了 。 当 时就是拖着这种想法 ， 就是破罐子破捧 。 老师催我交的论文的 问

卷 ， 说做完 了 抓紧时 间 发下去 。 我就说我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 ， 没有做好 问

卷 ， 然后老师就很生气 。 这里有
一个激化矛盾 的地方 ， 就是我报名参加 了 系里

提供的实 习 。

Ｑ ： 你 当 时是觉得 自 邑是收集资料的需要 ， 还是说需要一个实践经验呢 ？

Ａ ；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实践经验 ， 因 为我在Ｘ（某学科 ） 学科上没有任何实

践筵验 ， 这样我在找工作上没有任何优势 。 不去实 习 的话 ， 我可能找不到
一个

好的工作 。 这件事情直接激化 了 我们之 间 的矛盾 。 老师 当 时非常生气 ， 她 回复

了 我
＂

坚决不行
＂

。 虽然我的表达巧很委婉 ， 但是我 当 时想 的是我坚决要去 。

Ｑ ： 那理 由是什么呢 ？

Ａ ： 她就说去实 习 你就完不成论文 。 她不理解我 当 时对论文的态度 ， 所化她

就坚决不让我去 。 因 为 我 臣经 当 时对论文 巴经破罐破摔 ， 巧觉得我 已经写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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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了 ， 所 Ｗ我就不悉 因 为 这个而耽误 了 做别 的事情 。 我 当 时想 的是这样的 ， 就

算我写 出来 了 ， 我化
一定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 。 因 为 我没有学科背景 ， 化没有

教学实践经验 。 如果那样的话 ， 我即使拿到这个学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

我 当 时就 己经想到 了 最坏巧结果 ， 就算我拿不到学位 ， 我化不要在这个学

校里待下去 了 ， 己经到 了 厌恶这个系这个学校 ， 厌恶学 习 的地步 。 我就在獲我

就算拿不到研究生的学位 ， 巧起码也还是个本科生 ， 我再化不想为这个学位折

腾 自 己 了 ， 拿不到学位我的人生还可 Ｗ照样过的 ， 我真的没有必要为 了 这个学

位就把 自 己给逼死 。

经历过
＂

休学 、 延毕还是放弃学位
＂

的挣扎过后 ， Ａ 同学选择逃避论文这个

问题 ， 把注意力转向实习 ， 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 自 己的就业 。 而此时的 Ｙ 导师对

Ａ 同学的绝望和放弃的情绪和想法并不知情 。 因此 ， 在这样的背景么下 ， 当 Ａ 同

学做出要去实习的决定的时候 ， 作为导师是非常不理解的 。 对于 Ａ 同学来说 ， 经

历论文的选题、 框架讨论几番波折之后 ， 毕业论文已经成为
一

个负担 ， 自 己却无

能为力 。 而唯
一让 自 己还抱有希望的是由此带来的就业空间 。 因此 ， Ａ 同学努力

为就业做准备 ， 论文就搁畳起来
＂

破罐子破摔
＂

。

Ｑ ： 在你 自 邑说她对你 比较温和的情况下 ， 你刚才巧
＂

激烈
＂

来描述鄂天晚

上的状态 ？ 是
一

种什么样曲状况 ？

Ａ ： 我那天晚上就整个餘
一个水头

一

样 ， 我
一

晚上就不停的在哭 ， 我那差不

多呆 了
一个多小时 ， 因为她一直在骂我 。 但是 Ｙ 老师骂人是很有技巧的 ， 从来

不讲不讲脏字 。 那天晚上她是怎么说我的那我真的是记不住 了 ， 团为 我特别崩

溃 ， 就处在一个憎的状态 。 她主要就是说我实 习 的事儿 ， 然后她就把这一年的

新仇旧恨都拿出来持道 了
一遍 ， 就是非常生气 。

Ｑ ： 听你这个描述 ， 很像一个家长对孩子的一个状态 。

Ａ ； 对 ， 巧后来缓过劲儿来 ， 我就意识到这个 问 题 了 。 就是她毎骂一顿 ， 就

停下来 问
＂

你还要去那里实 习 吗 ？
＂

， 然后我说去 ， 她就特别崩溃 。 最后弛逼我

写下
一份保证书 ，

＂

保证在 １ ２ 月 ３ １ 号之前 ，

一定交 出
一份初稿 ， 否则就 自 动遐

回 系 里
＂

， 然后签名 。 我一开始 Ｗ为她说气话 ， 然后她就说
＂

你写吧 ， 你写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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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老师求求你 了 ， 你快点写吧 。

＂

我写 了
一遍 ， 她不满意 ， 改 了

一遍又不满

意 ， 又改 了
一遍 ，

一共改 了 兰遍 。 因 为她觉得我的用 词不恰 当 ， 她说
＂

不是我

把你遐 回系 里 ， 而是说你主动 申 请退 回 系 里
＂

。 她要撒清这个责任 。 我 当 时写下

这个保证书 的时模 ， 有一种丧权辱 国 的感觉 ， 就 当 时鸦片战争签下丧权辱 国 的

条约的感觉 。

我就哭着跟她说我说
＂

老师 ， 我不去 了
＂

。 我 当 时真的好伤 我 当 时说巧

不去的 时候 ， 我觉得我整个 ＜公都死 了 ， 我觉得我待在这个 里就没有任何需要

和希望的东西在 了 ， 我就觉得所有的希望都彻底破灭 了 。

在导师的权威
＂

坚决不行
＂

的态度对 Ａ 同学失效后 ， Ｙ 导师进行了
＂

苦 口

婆也
＂

的批评教育 ， 并让 Ａ 同学写下保证书 。 保证书写完 ， Ａ 同学不仅对论文

的写作没有了兴趣和信也 ， 连同对这个系所 、 对学习 的基本的信也和兴趣也荡

然无存 ，

＂

我有
一

种丧权辱国的感觉……我觉得我整个也都死了……我整个人

所有的希望都彻底破灭了 。

＂

至此 ，
Ａ 同学对论文写作 、 对实习甚至对学校都

产生了怀疑 。 师生双方的矛盾激化到最大化。

Ａ ； 老师听到我说不去实 习 了 ， 她特别开 ／心
， 她说

＂

那你早
一

点讲啊 ， 老

师被你这个事儿急的气的话
一天都没唾好觉 。 为 这个跟你 生 了

一

晚上的气 。

＂

她

这样一说我就明 白 了 ， 问卷这个事根本就是小事儿 ， 最重要的就是实 习 。 她的

态度马上来 了
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 她就从一个非常恐怖的人变成 了

一个

非常和菌的人 。 这种转变化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 她就是想要一个听话的小

孩 。 尤其是到 了 这个论文的关键节点 。 如果你悴逆她的意思就会变得非常可

怕 。

路上我就被情绪淹没 了 ， 就
一直在哭 ， 但我沁里 邑经有 了

一个主意 ， 就是我

一定要做 出 改变 ，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了 。 当 时就想先去实 习
一

周 ， 实 习
一

周 Ｗ后

我再去休学 。 因 为我担々我要先说休学的话 ， 我就不能去实 习 了 。

在经历了
＂

丧权辱国
＂

的保证书之后 ， Ａ 同学对论文信也和导师的信任已

经荡然无存。 真正的绝望的背后也就不会再有犹豫和挣扎 ， Ａ 同学反而更加

＂

坚定
＂

去做 自 己想做的事情——去实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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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Ｓ节 柳暗花明换导师

一

、 系所伸出的
＂

援助么手
＂

Ａ ： 我之前在 ＱＱ 空 间 发 了
一些 比较郁 闷 的状葱 ， 辅导员看到 了 。 辅导 员专

口 问 我是不是 出 了 什么 问题 。 因 为我对他是 比较有信任感 的 ， 然后就把我的真

请都巧他说 了 。 听完 Ｗ后他就明 白 巧的 问题在于导师 ， 他靖现在休学 、 放弃

学粒有点可惜 。

Ｑ ； 在你们师 口之前换导师的这个情况下 ， 在辅导 员说之前你还是没有考虑

过换导师的事吗 ？

Ａ ； 对 ， 我没有考虑过换导师 。 因 为 我 当 时是觉得错不在导师 ， 我之前就没

有想过换导师的事儿 。 我 当 时不想这样做做是 因 为 我要是提换老师的话 ， 相 当

于把矛头直指我们老师 ， 就相 当 于说她做的有 问题 。 但是我 当 时就不潔再跟她

有任何的争执 ， 我就用 一种消极逃遜的状态在对待这件事 ， 所 我也没有想过

我要争取的方式 。 当 时也没有想到换老师会这么容易 ， 我迪 ■没有想到换的话会

有导师愿意接收我 。 如果系里可 Ｗ给我安排的话 ， 那换个导师化挺好的 。

辅导员 的面谈给 Ａ 同学打开新的思路 ， 也给了 Ａ 同学新的转机 。 让 Ａ 同学

己经绝望的屯、情又重新燃起希望 。

Ｑ ： 捕导员 跟你聊完 了Ｗ后你就决定要换 了 ， 是吗 ？ 那 当 时换谁你有想过

吗 ？

Ａ ； 我 当 时完全没有想过 ， 我 当 时就想珊个老师愿意要我 ， 我就跟谁 。 因 为

我 已经是死马 当 活马 医 了 ， 最差 的结果就是拿不到学位 。 因 为 我 当 时想休学 ，

就 巴经差不 多是对这个学位族弃 了 ， 无非就是先休学而不是说直接退学给 自 己

一个缓冲一个退路 。 如果哪个老师愿意要我 ， 我觉得都行 。 因 为 我 当 时想的是

再化不想面对我老师 了 。

Ｑ ： 就等于是真的要去换的这个过程是系里来执行的 ， 是化 ？ 那也就是说在

走流程就是这个层面的话 ， 你跟 Ｙ 老师是没有任何沟通的 ， 都是系里 出 面在协

调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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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我觉得系里挺照顾我的 。 系 主任的态度特别友善 ， 甚至还鼓扇我说不要

因为这个就 

＞公灰意冷 ， 要积极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 这个换导师的 申请书

需要两个人都签字 ， 系里是让我先写好 了 交到 系里 ， 然后系 办再转给 Ｙ 老师 。

我 当 时特别小 ／公 ， 写 巧特别详细 ， 没有什么指责她的请 。 但是 Ｙ 老师对好几个

地方还是不满意 ， 然后她就标 出来 了 ， 然后让我去改 ， 我改好 了 再放到 系里

去 。 巧觉得这是《 里对我很好的地方 ， 系里没有把我们两个都叫过去 ， 叫过去

Ｗ后面对面的会尴尬 。

辅导员 的悉也劝慰和系里的包容让 Ａ 同学重燃希望 ， 在辅导员和系领导的

督促和帮助之下 ， 换导师的过程中也给与了 Ａ 同学比较全面的保护 。 来 自辅导

员和系所的帮助对于 Ａ 同学的意义 ， 无疑是
一

种新生 。

二 、 新导师的因材施教

Ｑ ： 那你跟 Ｚ 老师沟通的怎 么样 ？

Ａ ： 他确实脾气很好 ， 好像他Ｗ前化担任过系主任 ， 系里有什么 问题啊 围难

的什么的他也是愿意帮助的 。 系主任说他这个做法其实也是对系 里一个帮忙 。

Ｑ ：Ｚ 老师人 比较好 ， 就是说他性格 比较好 ， 脾气 比较好是吧 ？ 他的指导方

面专业性方面 ， 比较符合你的希望和想法 ， 是吗 ？ 还是说 因 为他的表适方式或

者沟通 比较顺畅 ， 你觉得 比较好 ？

Ａ ； 因 为他 比较尊重学生 的个人兴趣 。 他有提 出说建议做什么 比较好 ， 然后

我就说我不太希望这样做 ， 我希望能够这样做或者怎样 。 他就会尊重学生 的想

法 ， 根据你的想法给你提建议 。 主要就是大方 向上 ， 而且我觉得 Ｚ 老师巧想法

比较广 阔 ， 他巧思维 比较灵活宽广 。

Ｑ ： 跟 Ｚ 老师 ＬＸ后你还有实 习 吗 ？

Ａ ： 有 的 。 后来换 了 导师 Ｗ后我的实 习
一直在进行 。 他很能接受的 ， 而且他

给我提的建议跟我的实 习 学较相关 。 他说你既然在这个学校里实 习 ， 那就就地

取材吧 。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非常好 ， 可 Ｗ兼顾我的实 习 、 找工作和我的论文 。

他说这个实践性的论文 ， 你如果在这个学校里实 习 ， 还要去别 的学校里取材就

不方便 。 考虑到学校这边化希望你在实 习 的 时候能够帮助他们做
一

些科研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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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一箭王雕 。 这样子学校会 比较愿意让保收取素持 ， 化方便你到 时候能够 留

下 ， 因 为你帮他们做科研 。 Ｚ 老师整个思维就非常开 阔 ， 他的学术上 、 人际交

往上都非常广 阔 。

换到 Ｚ 老师口下之后的 Ａ 同学井始了一段新的生新 Ａ 同学表示非常感激 Ｚ

老师愿意接收 自 己 ， 也表示 Ｚ 老师给与 自 己很大的研巧空间 ， 给与 自 己非常多建

设性建议 ， 既能够促进 自 己的论文研究 ， 也能够兼顾 自 己实习 、 就业的考虑 。 谈

及当下的这一段师生关系 ， Ａ 同学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至此 ， 根据 Ａ 同学的 回忆和叙述 ， 换导师的来龙去脉跃然纸上 。 Ａ 同学因为

兴趣和研巧志向坚持两年考研 ， 最终如愿 Ｗ偿进入理想的学校开始研巧生生活 。

在这个过程中 ， 综合考量研巧志趣 、 研巧能力 Ｗ及为人处世等多个方面 Ａ 同学选

定了 自 己的也仪导师——Ｘ 导师 。 Ａ 同学被调剂到相同研究领域的 Ｙ 导师口下 ，

从初次见面的
＂

误会
＂

到实习和选题的风波 ， Ａ 同学与 Ｙ 导师原本就认同感和信

任不足的关系 中渐行渐远 ， 最终 Ａ 同学因
一纸

＂

军令状
＂

而彻底崩溃 。 在此之后 ，

Ａ 同学对这段导生关系彻底放弃 ， 并在系所的帮助下完成了换导师程序 。 换到现

任导师 Ｚ 导师口下之后的 Ａ 同学 ，

＂

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

， 开始了研巧生生活

新的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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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偶然与必然 ： 换导师事件的事实厘清

第二章从 Ａ 同学的视角 ， Ｗ时间线为轴 ， 对换导师事件的情景进行还原 。 从

－Ａ 同学 自 己的回忆和叙述来看 ， 选题 （研究兴趣 ） 的冲突是主要矛盾 ， 沟通方式

是问题的导火索 。 但是仅仅根据 Ａ 同学的 自述还难 判断事件的真正原因 ， 本章

将通过舍友 Ｂ 、 同 口师兄 Ｃ 队及新任导师 Ｚ 的相关访谈作进一步的事实厘清 。

第一节 相识 ：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一

、 相巧的尴尬 ＝

＂

我当时真的特别傻
＂

按照 Ａ 同学的回化 ， 当时系里的老师短信通知她被分到了Ｙ 老师 口下的时

候 ， 虽然也中有失落 ， 但是
＂

也里没有什么排斥的
＂

， 因为
＂

立马就了解到她

也是做某研巧领域的 ， 而且是做了很多年的 。 既然跟 Ｘ 老师无缘 ， 安也跟着其

他老师学也挺好的 ， 反正还在
一个系里

＂

。 虽然 Ａ 同学在也理上对 自 己做了疏

导 ， 但是因为没有在正式见面之前跟 Ｙ 老师取得联系 ， 还是让 Ｙ 导师非常生

气 。 根据 Ａ 同学的回忆 ：

我
一

去她就非常生气 ， 就劈头盖脸化 了 我
一

顿 。 第
一次见面就是这样 。 她

当 时就认定我是々不甘情不愿来 了 这个师 口 ， 就是々存很多抱怨 ， 很不愿意来

到这个师 口 。 不管是 当着我的面 ， 巧是在我们师 口 面前说 了 很多次 ， 说
＂

如果

你不愿意待在这个师 口你就可 Ｋ走
＂

。

关于这个片段 ， 在 Ａ 同学的同口师兄 Ｃ 那里得到印证 。

Ｑ ：Ａ 同 学刚入师 口 的 时候 ， 第
一次见导师的情景 ， 你还有 印象么 ？

Ｃ ； 当 时好像是不让她进 口 。

Ｑ ； 就是 因 为她 当 时没有提前跟老师联系对吗 ？

Ｃ ： 对的 ， 就是不化她进 。 她喜欢这样 ， 她喜欢抓细节 ， 抓到你的错 ， 然后

她觉得这是教育机会 ， 就好巧教育你 。 说起来化挺有道理的 ， 但是这种方式不

近人情 。

Ｑ ； 那 当 时这个情况 Ａ 同 学是什么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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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她没有哭 ， 就 当是挺呆挺傻的 。 开始的时候对 Ａ 同 学也没有怎么样进行

批评 ， 相对于我们之前的批评来讲的话 ， 对她来说 己经是很轻的 了 。

Ｑ ：Ｙ 老师会跟其他学生 、 跟不 同 的学 生说
＂

如果你不想待在这个师 口 ， 就

可 Ｗ离开
＂

， 是这样吗 ？

Ｃ ； 对 ， 就是她跟任何人都是运样说 ， 就是刚一进师 口 的 时候就这样 ， 她就

说
＂

我现在的 口 是开的 ，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

。 西 为她 自 邑有 阴影 ，
Ｌ乂前她的 师

口 化有这样 ， 就是进 了 师 乂后又走的 ， 所 Ｗ她对学生谨慎 、 提防 ， 会害怕又

遇到这样的学生 。

Ｑ ： 那她说这个话是基于一个什么情境呢 ？

Ｃ ：
一入师 口 的时候她就这样讲 ， 你就说你要是想读博 ， 我化帮不 了 你 。

一

开始就把话说的特别 明 白 ， 她的风格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 不会什么拐弯抹

角 。 还讲什么情境什么的 ， 根本没有 ， 她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 在你面前就

根本就不需要情境 。 她不会考虑到说在那多人面前要考虑到你的面子 ， 不会这
^

样考虑 的 。

一

点都不 中 国人 ， 有时候我觉得很粗暴 。

Ｙ 导师按照 自 己
一贯的

＂

风格
＂

及时抓住教育时机对 Ａ 同学进行了教育 ，

同时也跟对待师口里其他人
一

样 ， 在进入师 口的时候就对新人直截了 当的讲清

楚 ，

＂

如果你不想待在这个师口 ， 就可Ｗ离开……我现在的 口是开的 ， 你现在走

还来得及
＂

。 据同 口师兄 Ｃ 的补充 ， Ａ 同学跟 Ｙ 导师的第
一次见面确实是有一些

不愉快 。 但是 Ｙ 导师的这
一

做法并不是因为 Ａ 同学没有提前联系 自 己 、 礼数不

周而针对她 ， 相反 ， 这是 Ｙ 导师独特的
＂

风格
＂

， 而这一
＂

风格
＂

让 Ａ 同学的导

生巧见 阴靈开始也让同口师兄 Ｃ 的研究生生活笼罩在灰色中 。

二 、 短暂的蜜月期 ：

＂

就是表层的关系
＂

Ａ ； 当 时 ９ 月 份开学的 时候 ， 我说我想去支教 ， 她就急坏 了 ， 就说你要接触

实践还不 简单嘛 ， 我给你在上海找个学校就好 了 。 然后就说帮我找个实 习 ， 巧

接受 了 她的建议她还挺开 的 。 她帮我介绍 了 实 习 我化挺开沁的 ， 挺感谢她

的 ， 然后巧就去那个学校实 习 了 。 这可 Ｗ说是我们俩关系历史上最和谐的 时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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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场由于支教不能成行换来的实习 既是 Ａ 同学和 Ｙ 导师蜜月期的结果 ， 也是

双方分歧初露的见证 。 关于 Ｙ 导师给 Ａ 同学介绍实习 的原因和实习过程 ， 在 Ａ 同

学的舍友 Ｂ 这里得到部分补充和验证 。

Ｑ ：Ｙ 老师给她介绍实 习是 因 为她之前想要去支教 ， 你知道她为什么想去支

教吗 ？

Ｂ ： 巧觉得她是
一个想要多去看看的

一个状态 ， 是跳 出现在一个熟悉的状

态 ， 去其她化方去看看的这种状态 。 她之前就有说过这个事 ， 可能想 了 挺长时

间 的 ，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去 。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休 了 学去支教的话 ， 她应

该没有这么大的魄为 ， 不会真的这么做的 。 这可能跟她价值观 、 就是关于 生活

的想法有关 ， 她不想在某一个地方呆很长时 间 。 比如说在上海 ， 落户 对她没有

什么诱惑力 ， 她就想在这里呆两年 ， 然后去其她地方待一段时 间 ， 然后再换个

地方 。 她觉得这样挺好的 ， 就是一种流浪的生活状态 ， 她并不希望在某一个地

方呆着 。 她觉得在上海生活挺累 的 ， 但是觉得这边教育水平 比较高 。

Ｑ ： 你 的意思是说只要她感兴趣的她想做的事情她是可 Ｗ很专注 的去做 ， 如

果不是她 自 邑想做的事情 ， 她就完全不想做 ， 是吧 ？

Ｂ ； 对 。 去年实 习 的时候 ， 她很早就起来 ， 晚上在腑姐家睡 。 按照她巧说

法 ， 就是寄人篱下那种感觉 ， 但是她就能够坚持下来一个多 月 ， 跟
一个陌 生人

住 ， 完全按照陌生人的 生活 习 惯来 。 按照她 Ｗ前都是九点 多钟起床 ， 六点 多 钟

就起床去实 习 的话真的是很累 的 ， 中午没什么休息 ， 下午 回来之后她还有跳

舞 。 感觉应该是挺累 的状态 ， 但是她就坚持下来 了 ， 而且没有迟到 。

根据会友 Ｂ 的介绍 ， 受访者当初想去支教的想法是源 自对新环境的探求渴

望 ， 并不是在对专业 、 学业在
一定的理性考量的基础上做出 的决定 ， 是

一

个比

较盲 目 、 任性的决定 。 但是对于 自 己喜欢的事情 ， Ａ 同学则会全身也的投入 ，

哪怕是
＂

寄人篱下
＂

也会坚持把 自 己想做的事情完成 。 Ｂ 同学的讲述一方面补

充了 Ａ 同学实习 的动机和状态 ， 另
一

方面也丰富 Ａ 同学的性格、 处事方式方面

的情况 。

３４





华东师范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


除此之外 ， 笔者在正式访谈之前对 Ａ 同学进行了简短的导师基本情况了

解 ：

＂

Ｙ 老师的年纪 ， 她多大你知道吗 ？
＂ ＂

年龄多大我不知道 。

＂ ＂

那大概

多大 ， 就是几零后你知道吗 ？
＂ ＂

我不知道哎 。 不太知道 ， 不太了解 ， 不知道

是五零后还是六零后 。

＂ ＂

那她的行政职务或者社会兼职呢 ？
＂ ＂

我不知道 ，

社会兼职就更不了解了 。 可能我同 口会知道吧 。

＂

作为研究生Ｈ年级的学生 ，

对 自 己的导师可Ｗ说
一无所知 。 相处了两年多大师生之间的竟然不知道导师的

基本信息 ， 这样的导生关系连起码的联系都没有建构起来 ， 更奢谈相知 。

第二节 相知 ： 认同危机与情感淡漠

－

、 脆弱的教师权威认同 ：

＂

很不学术
＂

Ａ ： 她就是否定我的想法 ， 还要从各个方面否定运个选题 。 我 当 时那个选题

确实是不太成熟 ， 后来 自 邑化换掉 了 ， 但是姬否定的说法都让我很难接受 。 因

为 我正式开题的时候确实化遭到 了 很多老师的批评 。 Ｘ 老师给我的选题提 出 了

非 常 多 的说法 、 建议 ， 但是他说的我就非常能够接受 。 因 为他是从一个非常畢

性和客观的角 度跟我这个选题为什么不太好 、 哪些地方不太好 、 可 Ｗ怎么去改

进或者往哪个方面改 。 这个说法让我觉得特别能接受 、 特别对 ， 但是我们老师

说郡个说法我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 。

… …我 当 时是用 某理论 ， 然后老师就一个劲的说 ：

＂

为什么要喜欢这个埋

论 ？ 为什么不写某埋论呢 ？ 某理论有什么不资的吗 ？
＂

我觉得她的思维方式特

别 的不学术 。 不仅仅是带着情绪 ， 就是她不够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事情 ， 看待

学术观点 。 她 当 时也提不 出什么 明确的理 由来反对 ， 但是她的态度上就是非常

不愿意让我来做这个选题 。

是 Ｙ 老师的学生都会知道的 ，
Ｙ 老师不喜欢学生 自 主 管理 ， 她喜欢都

有老师管着 。 我知道是这样 ， 所 Ｗ我就换 了 个说法 。 老师说那挺好的 ， 她 当 时

就给我提 了
一个建议 ， 当然那个建议我就是无法接受的 。 就是不管我有什么想

法她总是能给你提 出
一堆建议 。 她做 了 这么 多 年

一直做Ｘ（某学科 ） ， 对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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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是有一些 了 解的 ， 但是我觉得她的这个 了 解还是很不专业化的 ， 缺乏学

术社的 。

由于 Ｙ 导师比较情绪化的表达和反对理由不够
＂

学术性
＂

， Ａ 同学对 Ｙ 导师

的专业能力产生了怀疑 。 再加上 ， Ａ 同学后来了解到 Ｙ 导师的学历并不高 ， 只是

在该领域做的时间 化较久 ，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 自身的经历与听到的消息相结合 ，

更加让 Ａ 同学坚定 自 己对 Ｙ 导师专业性不足的判断 。 这一点在舍友 Ｂ 的访谈中也

曾经提到 ，

＂

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听到的她导师学历不高 ， 开学没多久她就知道

了 。 我觉得这个对她影响还挺大的 。 是她 自 己宵诉我们她导师学历不高的 。

＂

这

也是 Ａ 同学面对 Ｙ 导师的很多建议难Ｗ接受的原因之
一

。 有了这样的刻板印象 ，

Ｙ 导师给出的建议 Ａ 同学总会觉得不够学术 、 不够专业 。 作为研究生指导老师 ，

其专业能力在学生面前难Ｗ获得信任和敬仰 ， 这是教师权威难 ！＾获得的关键 。 失

去了这个根基 ， 学生给与导师的
＂

权威
＂

的尊重就只能体现在
＂

乖巧
＂

和
＂

对对

对
＂

上了 。

二 、 导生情感臟
＂

对对对
＂

Ａ ： 当 时我们之 间 不存在什么矛盾 ， 还没有论文的事情 ， 报着 Ｙ 老师一起去

听课 ， 我表现的很乖巧 。 就是你想象
一

下
一

言一行各个方面都表现的很乖巧巧

样子 ， 就是在外边 比较给她面子 ， 她说什么你就说
＂

对对对
＂

就可 Ｗ 了 。 然后

平时上课化 比较主动 、 殿勤绘她端茶倒水什么 的 。 这样相处＃ 了 Ｗ后关系就变

得 比软亲近 。 当 时 ９ 月 份她帮我找个实 习 ， 我接受 了 她的建议她还挺开Ａ、的 。

她帮我介绍 了 实 习 我也挺开々的 ， 挺感谢她的 ， 然后我就去那个学校实 习 了 。

这可Ｗ说是我们俩关系历史上最和谐的时候 。

化 你说的这段关系 比较好巧 时期 ， 好到什么程度呢 ？

Ａ ； 就是她平时态度 比较亲切 ， 上课的 时候或者一起听课的 时候她会态度 比

较好 ， 比巧友善 。 当 时没有什么实质裡的 问题 ， 就没有什么事情化就没有什么冲

突存在 ， 所 Ｗ 当 时就是风景浪静的状态 。 就是一种非 常表面表层的一种关系 。

受访者在回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有明显的阶段性 ， 可 ｜＾
；１看出受访者本人对

这件事己经进行过反思 、 总结 ， 或者是跟其他人讲述过 。 这是为什么受访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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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回忆和叙述的过程中加入
＂

这可 ｙｕ兑是我们俩关系历史上最和谐的时

候
＂

、

＂

这就是我们分歧的开端
＂

这种判断性的观点 。 可 说 ， Ｙ 导师确是用

也安排了Ａ 同学的实习 ， 在舍友 Ｂ 的补充中提到过
＂

她们导师给她找了实习 ，

还帮她找了
一个师姐 ， 让她师姐带着她实习 ， 也可Ｗ住在她师姐家 。

＂

但是这

段关系建立在 Ａ 同学
＂

对对对
＂

和乖巧的
＂

端茶倒水
＂

的基础之上 ， 所 １＾
＞１这只

是
一

种
＂

非常表层
＂

的和谐关系 。

＂

我们找工作都不想麻烦她 ， 都是 自 己找 ， 不想跟她有任何关联 ， 想毕业

么后就远离她 ， 我们师口都是很怕她 。

＇＇

同 口师兄 Ｃ 说的 出这段话的时候略显

无奈 。

＂

我们每年的集体聚餐就是新人进来的时候 ， 其他时间我们师口没有什

么活动 ， 老师也从来都不参与 。 有时候要毕业了 ， 答辩完了 Ｗ后要请老师吃

饭 ， 她也从来不会参与 ， 她会委派
一个学生代表 。

＂

同 口师兄关于师口集体活

动的讲述可 ｌ＾Ｊ
ｌ看出

＂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化交
＂

， 导师参加师口集体活动的确

实比较少 ， 导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比较少 。 舍友 Ｂ 在谈及师口归属感的时候 曾讲

到 ：

＂

（Ａ 同学觉得她们导师 ） 对 自 己的什么东西都非常在意 ， 跟学生之间的

距离也保持得比较远。 Ｙ 老师基本上是不会参与师口的什么活动 ， 然后教师节

学生给她送什么礼物她都不想看 ， 送的礼物放就在老师办公室 ， 都没有拿回家

什么的 。

＂

除了私下沟通机会少 ， 影响导生之间感情的就是对待学术问题的态

度了 。 关于学术态度 ， 导师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决定权 ， 学生感觉不到平等和对

话 。 在学术之外的情感交流缺失的情况下 ， 这种不平等在导生关系中 的弥散无

疑对原本就基础薄弱的导生情感认同来说 ， 无疑是雪上加霜 。

Ａ ： 通过这两次修改 ， 我就彻底看清 了 ， 相 当于把我 自 邑东西全部都改掉

了 。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邑姪完全放弃 了 我的研究兴趣 ， 当 时觉得这件事情我 邑经

不可能完成 了 ， 我 当 时特别特别伤成、

。 当 时那个状态 ， 那个月 我觉得我就像个

泌灵一样 ， 什么都做不下去 ， 在宿舍里晃荡 。

……郡
一个月 我就在逃避 ， 我就

慢慢在想 ， 运个论文不 管怎 么写都不是巧想要的 ， 我没有能为做 出 我 自 己想要

的东西 ， 然后按照她的意愿我就非常不愿意做 。 我就开始慢慢的想 ， 我是要延

毕 、 休学还是放弃学位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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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Ａ 同学的回忆 ， 论文选题送件事前前后后经历多次波折 ， 从第
一

次坚

持 自 己的想法选题到开题受挫 、 做出调整 ， 再到选择新的题 目 、 两次重大修改

后的也灰意冷 ， 这个过程受访者经历了抗争 ， 也经历过妥协 ， 最终内也渐渐绝

望 ， 萌生了延毕 、 休学的念头 。 这一过程在舍友 Ｂ 处得到了部分补充及印证 ：

Ｑ ： 老师给她提 了 两次修改意见 Ｗ后她很郁 巧 ， 宿舍里待 了

一个月 ， 你们有

觉察到她这个郁 闷 的状态吗 ？

Ｂ ： 我没有注意到她那段时 间 的状况 ， 巧觉得她一直是在宿舍里 。 她不喜欢

去 图 书馆 ， 她特别不开Ａ、

的 时候 ， 整个人就特别不想说话 。 开学 Ｌ乂后 ， 她就一

直很害怕跟 Ｙ 老师见面 ， 但她之前每次都是很害怕跟 Ｙ 老师见面 。 但是我觉得

我们都是这个样子 ， 就是要跟老师见面之前都会有一 点害怕 ， 我觉得很正 常 。

舍友 Ｂ 的叙述丰富了Ａ 同学在内也失望 、 萌生放弃想法之前的选题历程 ，

印证了Ａ 同学在第一次 自 己坚持的题 目上的盲 目性 ， 队及在开题过程中受挫的

全过程 。 而关于 Ａ 同学痛苦不堪 、

＂

像幽灵一样
＂

的黑暗十月 ， 舍友 Ｂ 并没有很

深刻的体会 。 只是觉得 Ａ 同学很害怕见到导师 ， 但是因为 自 己觉得
＂

很正常
＂

，

所Ｗ这个状态被舍友忽略了 。 关于黑暗的十月 ， Ａ 同学 自 己表示因为很失望 、

很压抑 ，

＂

真的绝望的时候就不会歇斯底里了
＂

， 反而会比较平静 ， 这与 Ｂ 含友

的 回忆相吻合 。 同时关于选题波折 ， 同 口师兄 Ｃ 作为见证者也给出一些补充 ：

Ｑ ： 后来在 Ａ 同 学选题的时候 ， 你还有经历过吗 ？ 还是说你 邑经不参与 了 ？

Ｃ ： 这个过程我们参与过 ， 是 因 为她 （导师 ） 喜欢集 中处理慷 ， 比如说
一整

天的时 间 ， 集 中处理 同 口所有人的论文 。 就是我们选题狠 Ａ 同 学开題
一起来

做 ， 或者我们改论义 ， Ａ 同 学开题 。 所 Ｗ师 口 那 么 多 论文要经过她 ， 她精神压

力 非 常大 ， 就肆意的发Ｉｆ气 。

化 那池会要求大家提前发给她 ， 她准备一下么 ？

Ｃ ： 会的 ， 她会准备的 。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 中 ， 毎次要求去讨论之前我们都

按照她的要求改过 了 ， 改 了 都有五六个框架 了 ， 结果改 了 之后她又不承认 。 她

说这不是我定的框架 ， 就有这种现象 。 这个框架里面大部分都是她贡献 出来的

呀 ， 但是她把这个全盘否定 。 最后一个框架跟第一个完全不一样 ， 你说这个怎

３８





华东师范大学硕±研巧生学位论文


么办呢 ？ 如果是学生完全独立地思考 白 己想 出来的东西跟她的肯定是不一样

的 ， 那学生怎 么生存呢 ？ 所 Ｗ你就只 能等 ， 你等她的结果 ， 但是她也不会经常

跟我们联系 。 而且我们给她发东西的话 ， 她给我们是批评多过鼓励 ， 所 Ｗ我们

化不敢给她发东西 。

Ｑ ： 所 １＾虽然说是讨论 ， 但是还是 Ｗ老师的意见为 主 ， 是吗 ？

Ｃ ； 对 ， 对巧 。 这是关键 ， 就是说老师的意志凌驾于一初 ， 凌驾于学 生的意

志 。 老师的意志是主导 的 ， 而且她的控制欲是极强的 。 她希望你要按照她的選

辑来 ， 你 自 己有想法可 Ｗ 的 ， 但是你的框架必须按照她的想法讨论 出来 。 我们

的框架基本上都是她给的 ， 我们都没有办法提供 ， 因 为 我们的她都会视如尘

上 ， 视若拉圾 ， 都是应该丢进垃圾桶的东西 。

Ｑ ： 那 白 己 的论文选题是导师来帮你定的还是你 自 邑 想 的 ？

Ｃ ： 是导师定的 ， 她巧是问 我对什么感兴趣 。 我就说 了
一个 ， 然后就帮我定

了
一个题 目 。 然后还把我的框架就立马化定 了 下来 。 （笑 ） 定 了

一些大致要写的

东西 ， 她很快的 。 定完之后 ， 她就又来否定 了 ， 又改 了 又改 ， 我改 了 ，
４ 、 日 遍

吧。 最后我有 ５ 、 ６ 个框架 ， 然后她还骂我都是我改的 ， 凭唯巧 。 我没有 自 己施

加什么东西 ， 但是她就不承化 。 当她批判 的时候 ， 她都不太认可这是 自 邑定的

东西 了 ， 就变成是你 的东西 了 。

同 口师兄 Ｃ
一

方面讲述了 自 己所见证的 Ａ 同学的选题的波折 ， 另
一

方也讲

述了 自 己在做论文的而过程中的磨练 。 从
＂

批评多过鼓励
＂

、 对学生的想法

＂

视如尘止 ， 视若垃圾
＂

、 论文思路
＂

又改了又改
＂

到
＂

老师的意志凌驾于
一

切
＂

， 同 口师兄 Ｃ 表示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充满无奈和无助 。 显然 ， 同 口师兄 Ｃ

在做论文过程中经历的挣扎和隐忍的痛苦 ， 在 Ａ 同学身上重蹈覆撤 。 研究生毕

业论文需要达到盲审质量要求 ， 这样研究生才能顺利毕业 。 当导师的教学指导

压力与学生的兴趣 、 不够成熟的个人意见相遇 ， 在导师一贯强势的处理风格

下 ， 导生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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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 相离 ： 偶然与必然的归宿

＿

、 矛盾一触巧发 ：

《

我再也不能送祥了
々

Ａ ； 最后她逼我写下一份化证书 ，

＂

保证在 １ ２ 月 ３ １ 号之前 ，

一定交 出
一份

初稿 ， 否则就 自 动退 回 系里
＂

。 我
一开始 Ｗ 为她说气话 ， 然后她就说

＂

你写吧 ，

你写吧 ， 就算老师求求你 了 ， 你快点写吧 。

＂

然后我就默默的拿 出 了 笔和纸写

了 。 我写 了
一遍 ， 她不满意 ， 改 了

一遍又不满意 ， 又改 了
一遍 ，

一共改 了 王

遍 。 因 为她觉得我用 词不恰 当 ， 她说
＂

不是我把你遐 回 系里 ， 而是说你主动 申

请退 回 系 里
＂

。 她要撒清这个责任 ， 然后我就签名 。 我 当 时写下这个保证书 的时

候 ， 我有一种丧权辱 国 的感觉 ， 就 当 时鸦 片战争签下丧权辱 国 的条约 的感觉 。

送是 Ａ 同学回忆的最终跟 Ｙ 导师矛盾 白热化 、 双方对時最为激烈的过程 ，

最终 Ａ 同学写下
＂

丧权辱国
＂

的保证书结束 ， 但是这一举动反而更激发了Ａ

同学坚定去做 自 己想做的事情 。 迄是师生矛盾爆发的节点 ， 也是师生关系的结

束 。 此后 ， Ａ 同学便开始
＂

换导师
＂

的过程 。

Ｑ ： 她那天晚上见完老师 Ｗ后情绪波动 比较大 ， 你有 印象吗 ？

Ｂ ； 她一直在哭 ， 说她们老师不 同 意她去实 习 。 我 当 时很理解她们老师的想

法的 ， 因 为她本身论文做得慢 。 我觉得她去实 习 是一个 化较任性的决定 ， 因 为

当 时 巴经很晚 了 ， 大家都在忙论文 。 我感觉实 习 的要求还巧长时 间 的 ， 论文会

被耽搁的 ， 我就说你们老师不让去是为你考虑 。 明年再去学校实 习 也不晚 ， 没

必要 因 为实 习 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僵 ， 我觉得应该分个轻重主次 。

一方面她在

哭 ， 我觉得佐该安慰她 ， 但是她哭的 点让我觉得没办法 。 后来我们开那个会的

那天 ， 她是拿着一些实 习 学校发的材料去的 ， 所 Ｗ她是肯定 己经去报到 了 。

面对 Ａ 同学的情绪和满腹委屈 ， 舍友 Ｂ 觉得其导师的要求是合理的 ， 因此

没有更多的劝慰 。 就像 Ａ 同学说的那样 ， 自 己下定决也
＂

不能这样下去了
＂

。

据舍友 Ｂ 的回忆和补充 ， Ａ 同学确实是在那天晚上师生双方对時之后就去实习

学校报到了 。 Ｙ 导师本想督促、 鞭策的
＂

保证书
＂

， 在情绪和情感上刺激到了 Ａ

同学 ， 最终让 Ａ 同学坚定的要
＂

改变
＂

危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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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悄然离去 ：

＂

不想再有什么纠葛
。

关于研究兴趣、 论文选题方面的波折和挣扎 ， 同 口师兄 Ｃ 所经历的并不比

Ａ 同学少 ， 但是同口师兄选择了隐忍 。 面对老师的绝对权威 ， 同 口师兄 Ｃ 表示

为了
＂

顺利拿到毕业证
＂

、 规避换导师失败的风险 ， 他宁可
＂

沉默
＂

。

Ｃ ： 她 （导师 ） 是
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 其实她是很少在学校 ， 然后跟我们

化不怎么见面 ， 但是她听到蛛丝马迹就会特别敏感 。 然后她对我们持迟怀疑态

度的 ， 就担成、

我们在她背后说她的坏话 ， 这个是很可怕 的 。 我们 望 时第
一次被

她骂 ， 就是 因 为这个 。 当 时我们化确实是说 了
一

些她的事情 ， 就是跟 自 己 的 同

学 、 舍友 、 比较亲近的人聊 了
一些事情 ， 然后她听到 了 。 她就觉得我们讲 了 她

的坏话 。 可能是她的性格的 巧 题 ， 也可能是表达方式 的 问 题 ， 她 当 时非常 生

气 。 她骂我的时候 ， 我都是沉默应对 ， 我都忍着 ， 就是沉默 。

Ｑ ； 那你是 出于一个什么想法什么考虑觉得要用 沉默这种方式来应对呢 ？

Ｃ ： 固 为她是老师 ， 我觉得 自 己的为 量是非常弱 的 。 第二就是 ， 这 ＝ 年我想

顺利 的到结束 ， 我不想有太多 的故事和波折 。 让我特别难过和伤成的事情 ， 我

就用其他的方式来宣泄 ， 我会说 出来 ， 出如说有时候会编成故事讲 出来 。 我不

会不说
一直愁着 ， 但是我也不会跟她冲突 ， 我永远都是忍着 。 这样我才 能够安

安稳稳巧毕业 ， 不然肯定会 出事的 。 你不能说别人 ， 不 能惹你身边亲近的人 ，

惹 了 Ｗ后就会后患无穷 。 甚至于被别人传诵变成别人的谈资 ， 我觉得这样不

好 ， 我不想变成别人的谈资 。

按照 Ａ 同学的说法 ， 即使在之前的同 口有过换导师的前例之下 ， 自 己仍然

没有考虑过换导师 。 因为
＂

我当时是觉得错不在导师 ， 我之前就没有想过换导

师的事儿 。 但是我当时就不想再跟她有任何的争执 ， 我就用
一

种消极逃避的状

态在对待送件事
＂

。

一方面是不想把责任推到导师身上 ， 另
一

方面是不知道能否

换成功 ， 加上逃避也理作祟 ， 最终选择委曲求全。 这一说法在舍友 Ｂ 处得到印

证 ：

＂

她之前都没有想换老师的 ， 就是怕见导师 ， 不想见导师 。

＂

而关于接受 Ａ 同学换到 自 己师口下 ， Ｚ 老师表示没有什么顾虑 。 Ｚ 导师表示

自 己是从帮助学生解决困难的角度出发的 ， 也算是帮系里一个忙 。 在矛盾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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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 应该保护学生 。 另外关于导生关系 Ｚ 老师也给出 了 自 己的

见解 ；

Ｑ ： 那您 当 时是 出于什么考虑 同 意 了 这件事呢 ？ 您有没有过什么顾虑 ？

Ｚ ： 矛盾 己经到 了 这个地步 了 ， 那我们还是要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的 ， 就是尽可

能的满足学生的愿望吧 。 她来 了 啸我都是一样对待的 ， 都是一视 同仁的 。 她 自 ａ

本人愿意 ， 系里面化有 同 意 了 ， 老师化愿意放人 了 ， 那就到研究生院转关系 。 这

个里边很容易产生矛盾 ， Ｗ前也有过转导师搞得大家都不开Ａ ， 导师跟导师之 间

也不开瓜 。

Ｑ ： 那您有没有担知过这个 问 题 ？

Ｚ ： 我没有 ， 因 为 我这个是来帮忙解决 问题的 。 我也没有什么移Ａ、杂念 ， 纯

粹为 了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 去帮 学生解决现实 当 中 的 问题 。 我跟 Ａ 同 学化说 了 ，

不管怎么说前面的老师化带过你 ， 你还是要尊重她的 。 不管是打招呼或者逢年过

节巧祝福化巧 ， 该有 的还是要有的 。

我就在想不要搞得兴师动众的 ， 搞得大家都知道不好 ， 还是低调化 。 我跟她

沟通还是很好的牙 ， 她也不是很难沟通 的人 。 她尽管话不多 ， 但是沟通起来还是

比较顺利 的 。

面对当前 ９０ 后大学生、 研究生成为主力 ， 甚至 ００ 后的学生即将进入高等教

育 ， Ｗ后的师生之间的
＂

代沟
＂

越来越大 。 关于这个问题 ， Ｚ 导师认为这个问题

不可避免 ， 但是教师应该在 占有主动权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 ， 用不同

的方式方法区别对待不同的学生 ， 这样才能保证起码的教育质量。

Ｚ ： 我们化是一样从学 生慢慢走过来的嘛 。 当你把她们看成 自 己 的孩子的时

候 ， 就没什么 了 。 孩子在成长过程 尝 中犯的错误 ， 那又怎 么样呢 。 是不是要直

接的告诉她 ，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 的 ， 方式方法上要考慮的 。 直接给她点 出来 ，

她有可能接受不 了 ， 那就可能婉转一点 。 我觉得年捏一巧有她们 自 己 的价值

观 ， 不 同 的学生也是有差异的 。 只 能是我们去适应她们巧 ， 两个人总是要年长

的一代对年纪轻的一代进行教育 、 规范 ， 不可能倒过来 。 我觉得相 比较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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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都还是孩子 。 没有完全一定要平起平坐的 。 如果完全跟学生平起平坐的

话 ， 老师的权威就没有 了 ， 那就老师就不可能在学生 当 中 会有威信 。

关键是对她们 的方式方法怎 么样 ， 作为
一个老师来讲她本身 的性格 、 为人

处事怎么样会 间 接的影响到这些学生 。 因 为 毕竟是地位不一样 ， 在什么地位就

应该扮演什么角 色 ， 而不能倒过来 。 现在理论上都在换角 色 ， 这个是有 问 题

的 ， 这个是把传统的东西都打破 了 ， 这个是很严重的 问题 。

可见 ， 在 Ｚ 导师看来 ， 对待学生是需要讲求方式方法的 ， 但是教师的权威

是必要的 。 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应该也无法做到
＂

平起平坐
＂

， 只是在实际的操

作过程中 自 己会比较在意学生接受度 ， 会照顾到学生的情绪情感 。 至此 ， 通过

对 Ａ 同学的舍友 、 同 口师兄 Ｗ及现任导师叙述的对换导师事件 中 Ａ 同学的叙述

形成Ｈ角互证 ， 可见如下关系 图 ：

讀羣馨爾１兵也杂 ． 学术志趣霉
１

养 ＾
^

£
裝蝶＼淡 诗藝争 ＇

二杀 ！感可接受

靠
：

旱

？ 有－处界減

１



^＂

■？系轿协巧

图
一

换导师事件事实厘清结构 图

通过事件主人公的讲述 ， 及其其他相关人员 的补充 ， 可 基本形成Ｗ下事

实 ： Ａ 同学怀揣继续读博深造的打算 ， 对 Ｘ 导师的专业素养和人格品质在网络

进行了较长时间 了解 ， 由此确定 自 己的也仪导师——Ｘ 导师 。 但是 Ｘ 导师作为

著名 的专家型导师在选择学生时并没有选择 Ａ 同学 。 于是 ， Ａ 同学被调剂到 Ｙ

导师口下 。 出于研究领域相似的考虑 ， 化及 Ｙ 导师在该领域拥有
一

定的权威

性 ， Ａ 同学接受了系所的调剂 。 但是在与 Ｙ 导师相处过程中 因为对 Ｙ 导师专业

权威性的不认同 ， 导师指导风格 、 导师教学压力与 Ａ 同学 自 身诉求之间 的冲突

愈发明显 ， 最终矛盾激化 。 经过系所的帮助和 Ｚ 导师的许可 ， Ａ 同学出于对 Ｚ

导师学术能力的 了解、 个人品质的信任 ， 欣然接受了此次调整 。 至此 ， Ａ 同学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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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导师事件解决 。 但是其中仍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 比如 ， Ｙ 导师对 Ａ 同学

的教师权威为何如此低 ？Ａ 同学
＂

没有想过
＂

换导师的原因又有哪些 ？ 哪堅因

素促成了 Ａ 同学换导师成功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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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导师制视角下换导师事件的反思

新制度主义认为在实践与制度选择过程中 ， 人们解决 问题可 Ｗ有多种选择方

式 ， 但最后总会选定或形成某
一

种解决方式 ，
！＾此形成

一

项新的制度安排 。 这种

制度不
一

定是最优的 ， 但是它
一

旦形成 ， 便会 内在地产生 自 我强化机制 ， 这个过

程就是路径依赖 。 新制度主义者斯科特认为 ， 制度包括认知 、 规范和管理 （规制 ）

的结构和活动 。

６ ９

这一界定对于文化认知要素给予 了更多 的关注 ； 其次 ， 它强调

制度是
一个具有多个侧面的结构 ， 由符号要素 、 狂会活动和关系 Ｗ及物质资源构

成 ； 第Ｈ ， 它强调兰个要素的存在和相互依存关系 ， Ｈ个制度要素提供了意义和

秩序的不 同基础 ， 它们依赖不 同的机制与不 同 的社会逻辑相关联 ； 同时它们 由不

同的指标加 度量进而给出合法性的不同含义 ； 特定的制度复合对于某些要素的

依赖程度要高于对其他要素的依赖程度 ， 各个制度要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 的变化

而变化 。

？

简言么 制度本身的规范作用经常作为考察的对象 ， 制度背后的狂会

惯例 、 文化传统和深度认 同等因素的作用 同样不容忽视 。

＂

正如潘慰元先生所说 ：

＂

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
一个广泛复杂的过程 。

从影响的范围看 ， 它对高等教育 的各个方面无不发生影响 ， 不仅反映在教育价值

观和培养 目 标上 ， 也渗透在教育体制 、 课程教材 、 道德教育 Ｗ致教学方法和教育

组织形式中 。 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来看 ， 既有来 自 社会意识 、 社会道德 、 社会舆

论的影响 ， 也有来 自个人深层也理结构的影响
７ ２

。

＂

社会惯例 、 文化传统和深度认

同等因素对于高等教育 的影响如斯 ， 对于身处高等教育大环境中 的研究生导师制

亦是如此 。

本章 １＾＾导师制为切入点 ， 对研究生教育过程中 的主体即研究生导师与研究

生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 。 从研究生与导师关系建立的起点 出发 ， 对研究生导师

的遵选、 导生匹配的制度建设及其存在 问题进行研究 ， 重点探究导师制对导生

关系的作用及 问题所在 。 并尝试对导师制的评价和保障因素进行考量 ， 为建构

？ 何俊志 ，任军锋 ，朱德米编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
Ｍ

］
．天津 ： 天津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２ ５ ３
－２５ ４ ．

？
 ［
美

］
理查德 ？ 斯科特 ． 比较制度分析的若干要素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

２〇〇７
， （
７

）
： ２ －

１ ５ ．

王卓然 ．新制度主义视阔下本科生导师制制度建设探究 ［
Ｄ

］
． 北京 ： 北京王业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３ ．

７２ 潘愁元 ．论高等教育 ［
Ｍ

］
．福州 ： 福建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００ ： １ ８６ ．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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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导生关系进
一

步的反思和丰富 ， 臥期对实践中 的导生的共同发展有所助

－
、 ｒ

． 、

ｏ

第一节 导生关系的起点

一

、 固化封闭的导师准入制度

导师指导制度的实质 即导师责任制 ， 又名导师负责制 下简称导师制 ） ，

是
＂

由导师对研究生的学 习 、 科研 、 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 ， 并全面

负责 的教学管理制度
＂

。 导师制作为
一

种侧重于对学生进行个别化学术指导的教

学制度 ， 与学分制 、 班建制 同为当今学校教育的Ｈ大教育模式 。 导师制最大特点

是师生关系密切 ， 导师的指导贯穿在学生成长进步的方方面面 ， 从招生选拔到教

导为人 、 指导学习专业知识 、 进行科研训练 ， 直至论文选题写作与答辩 、 学位授

予等各个方面 。 导师的综合素质 、 敬业精神和责任感 、 指导能力的大小 ， 直接影

响到研究生培养质量 。 毫不夸张地说 ， 导师是学生成长成才的核也因素 。

＂

导师制作为研究生教育 的一个基本制度 ， 伴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产生 、 发展而

不断调整 。
１＾１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师德派和 ｛＾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师美派是我国研巧

生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两种重要的导师制的传统模式 ， 为我国当下研究生教育 中导

师制 的实践奠定 了基础 。 可 Ｗ说 ， 我国研究生教育导师制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借鉴

别 国经验的基础上 ， 在传统师承制和传统伦理的裹挟中逐渐形成 。 导师制 的第
一

环节即导师的遽选 。 导师遽选是指的是
＂

确定导师资格的过程 ， 即对副教授或者

教授 （及其相当水平的职称 ） 申请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资格审查 ， 或者对己取得

研究生指导资格的人员是否适合继续研究生进行招收和培养的再审查过程
＂

。 从

这一 内涵可 看出 ， 导师的遽选制度 内在的包含着选聘和监督两个内容 。 但是在

显示的操作过程中 ， 遵选上重职称的倾向和监督不为的情况却是常态 。

自 导师制建立之 日 起 ， 我国就非常重视研究生导师的遵选 ， 即 由谁来做研究

生导师 。 根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

＂

硕±研究生指导教师应是副教授

７ ３ 尹晓东 ．博±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 因素研究——基于重庆五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
Ｄ

］
． 重庆 ： 西南大学学

位论丈 ２０ １ ４ ．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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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员或者相当职称 ） Ｗ上人贵 ， 有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 ， 有公开出

版或者内部发行的著作 ； 或 曾在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 颇得好评 ； 或主编过

全国性通用教材 ， 并且 目 前正在从事或者指导研究工作 。

＂

除了谁来担任研究生

导师 ， 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由谁来确定这
一

标准 。 因为这
一

环节直接决定导师的

准入标准 ， 进而也就决定 了导师的质量 。 可 １＾
＞１说 ，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

中 ， 行政干预逐步减弱 ， 高校等一线用人单位的话语权不断加大 。 通过博±生导

师的遽选的演变可Ｗ窥得
一斑 ：



表二 我国博导邀选审核演变过程

时间


具体内容


阶段划分

１ ９８ １
－

１ ９８４第一批 、 第二批博导遵选分别于 巧８ １ 年 、 巧８４ 年进 第一阶段



行 ， 先经国务院学位办委员会审核 ， 再由 国务院批准 。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３１ ９８６ 年 、 １ ９９０ 年 、 １ ９９３ 年分别进行了第Ｈ、 四 、 五 第二阶段



批博导的遇选 ， 由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即可 。



１ ９９ ３ 之今１ ９９ ３ 年 、 巧９４ 年先后两次由博±学位授予单位进行 第Ｈ阶段

试点 ， 自行审定博导的遵选 ， 从 １ ９９日 年起逐步实斤



Ｉ

博导 由各博±学位授予单位 自 己审定 。



这样的变革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将真正有真才实学 、 担得起科研与教学的

人选拔进入导师队伍 。 随着导师制度的发展科层化越来越明显 ， 导师职称等方面

的表现在导师遽选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调查资料显示 ， 我国研巧 ；生导师数

量逐年递増 ， 呈现年轻化趋势 ； 从 ２００ １ 年的 １ ０ ．７ 万增至 ２０ １ １ 年的 ２７ ．４ 万 ， 每

年约増加 １ 万名导师 ， 且导师逐步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 从数据上看 ， ５０ 岁 Ｗ上

导师 占 比逐年降低 ， 扣 岁 Ｗ下导师 占 比逐年上升 ， 其次 ， 中级职称导师数量不断

增长 。

Ｍ

哈佛大学在导师制方面的传承和发展
一直走在世界的前端 ，

一些做法值得研

究和借鉴。 为了有效避免学术的
＂

近亲繁殖
＂

， 哈佛大学要求本校的博±—般不

会留校 。 如果
一

定要留校 ， 也要先到其他学校工作历练 ５ 年Ｗ上然后再回到哈佛

７４ 王茜 ．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造力的影响研巧网．北京 ： 中 国科技大学学位论文 ．２０ １ ３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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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 并且回来 后要从助理开始做起 。 同时 ， 哈佛大学规定 ， 只要是具备终身

教职资格 ， 助理教授也能指导博±生 。 这意味着有终身教职资格的助理教授 、 副

教授和正教授都具备指导博±生的资格 。 也就是说博±学位与职称仅作为参考条

件 ， 并非绝对的遵选要求 ， 这也是哈佛大学开放性 、 包容性 、 不拘
一

格选拔人才

的体现 。 哈佛大学原校长科南特就 曾 明确地指 出 ：

＂

学术价值是遽选教师最重要

的标准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可 说是唯
一

的标准 。 聘用教师必须看他是否具有学

术创造力和学术造诣 。 如果
一

位教师没有学术才能和潜力 ， 即使他有高尚的情操 ，

品行端正 ， 在工作 中勤勤忌恳 ， 兢兢业业 ， 任劳任怨 ， 那也没有资格在哈佛大学

任教 。

＂ ７ ５

除了科研能力 ， 哈佛大学在遵选导师的时候通常需要导师在教学方面有

５ 年 ＾＾＾上工作经验 ， ＾保证能够进行生动 、 个性化的指导 。

７ ６

导师教学 、 指导学生

的过程不单是教与学 、 指导与被指导的过程 ， 更是导师跟学生交往的过程 ， 是双

方互动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建立起 良好的关系 ， 才能更好的推进科学研究

的发展 ， 同时导师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 自 身 ， 从而实现师生的共同发展 。

ｎ

哈佛大学这种任人唯贤的导师准入制度与我 国 民 国时期 的导师聘任制度有

异 曲 同工之妙 。 可 ｌ＾Ｕ兑 ， 任人唯贤 、 任人唯才是民 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达的重

要原 因之
一

。 尽管这
一

时期 出 台 的
一

系列政策各有差异 ， 而且呈逐步收紧之势 ，

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 ， 为人才的晋升预留 了空间 ， 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

使得多数教师可 在最短时期 内挤身教授 ；

一

般教师所需不超过 １ ０ 年 ； 留洋归

国者相当
一

部分则
一

回 国 即成教授 。 因此 ， 民 国时期才能够 出现最年轻的教授 ２ ２

岁 （ 叶公超 ） 。 而像这样年轻的教授还大有其人 ， 如胡适 、 朱 自清 、 钱钟书 、 陈

省身 、 华罗庚等 。 如此
一

来 ， 全国范 围 内形成了
一

个 ３０ 岁左右 的少壮派的名教

授群 。 从
＂

破格
＂

聘任一位教授到这
一

制度普遍推行 ， 意味着绝大部分学者整个

学术的黄金时期都可 Ｗ在教授平台上度过 ， 而不致因职称做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

事实证明 ， 这种 由 中年
＂

老教授
＂

和青年少枉派教授组成的学人具有极大的活力 ，

这批知识界精英亦成为国际知识界极具原创性和冲击力的群体之
一

。

７ ８

＂ 付八军 ． 论大学教师的社会职贵町黑龙江高教研究 ．２ 〇Ｗ ｌ
）

： ｌ
－

３ ．

７６ 刘敬连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招聘制度评析化世界教育信息 ．２０ １ ２
（

１ ２
）

： ２ ８ ．

７ ７

廖萍 ．哈佛大学博±生导师制度研究
［
Ｄ

］
．天津 ： 天津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５ ．

７ ８ 刘超 ． 中 国大学 ； 历史 、 现状及其他町社会科学论坛． ２ ００９
（
３
）

：４９ －７５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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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僵化单一的导生匹配制度

对于高校和研究生教育来说 ， 实现导师的任人唯贤 、 人尽其才只是第
一

步 ，

因为人才培养是高校的追求 ， 也是科研和知识创新可持续的保障 。 作为研究生教

育 的主体 ， 研究生和导师对研究质量有着决定性作用 ， 研究生与导师匹配的效果

也就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 、 知识创新和师生作为学术共同体发展的情况 。

为 了 帮助博±生在第一年选择导师 ， 麻省理工各院系会在第
一

学年的第二学

期提供
一

系列导师研究报告会 ，
让学生熟悉每个导师的研究兴趣 。 同时 ， 学校还规

定在第
一

学年 ， 学生必须 同至少王到 四个导师见面 ， 讨论研究 问题 。 每个学生在这

一学年都必须选择两位导师作为第
一

选择和第二选择 。 而哈佛大学规定理工科的

博±生在第
一

学年必须在Ｈ个不 同 的实验室轮流王作 ， 在每个实验室至少呆四个

星期 。 通过让学生融入到不 同的科研环境来扩展学生的研究视野 ， 同时也便于学

生确定论文的研究方 向 。

７ ９

可见在发法 国家 ， 副教授、 讲师 、 助教均有资格带硕

±生 、 博±生 。 研巧生导师均是教师与学生双 向选择的结果 ， 都是在入学经过一

段时 间学习之后才确定论文指导老师 ， 并且常常不止
一

个指导老师 。 与此形成截

然对 比的是 ， 我国
。

研究生在没有来上课之前 、 被录取之前 、 报考之前就必须决

定谁做他的指导老师 。 实际上 ， 研究生选择指导教师至少应该在完成课程学习之

后 ， 现在连课都没上就 己经定下 了导师 ， 是否有点太匆忙 ？ 是否把学校变成了封

建式的作坊 ？
＂８ °

回到换导师事件 ， Ａ 同学在 回忆确定导生关系这段经历的时候比较平静 ，

从跨专业考研到选导师受访者都满怀期待 ， 投注了很高的热情 。 选导师之前对

这位导师也做 了 比较详细 、 比较长时间 的 了解 。 在选择必仪导师 Ｘ 未果的情况

下 ，
Ａ 同学被调剂到前任导师 Ｙ 导师 口下 。 据 Ａ 同学介绍 ， 关于导生匹配 ， 该

系的做法是先让学生选报 自 己私仪的导师 ， 分为
一

、 二 、 兰共＝个志愿 ， 系里

优先按照第
一志愿分派 ； 若第

一志愿出现多人选报同
一

位导师的情况 ， 则进行

第二志愿的协调 ， 此类推 。 显然 ， 这一做法照顾到了学生主观意愿 。 另
一

方

面 ， 按照现任导师 Ｚ 导师的说法 ， 这一制度设计的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

７９ 张凌云 ．德 国与美 国博±生培养模式研究
［巧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 ．２ ０ １ ０ ．

Ｗ 顾海兵庫 国胜 ． 院± 、 导师制度及其他町社会科学论坛 ，
２ ０ ０９

（
１ ０

）
： ６７ －７７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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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即
＂

导师是你 自 己选的 ， 你 自 己要负责 。

＂

显然 ， 这一制度的设计的
＂

深

意
＂

也被学生们所理解 ， 所 Ｗ
＂

即使在之前的同 口有过换导师的前例之下 ， （Ａ

同学 ） 自 己仍然没有考虑过换导师 。

＂
一

方面是因为不想把责任推到导师身

上 ， 另
一

方面是不知道能否顺利换成功 ， 加之逃避也理作祟 ， 最终选择委曲求

全。 这种隐忍的态度在同口师兄 Ｃ 送里表现的更明显 ， 面对老师的绝对权威 ，

同 口师兄 Ｃ 为了
＂

顺利拿到毕业证
＂

、 规避换导师失败的风险 ， 选择
＂

忍
＂

、

＂

沉默
＂

。 可见 ， 导生匹配的这
一

制度设计的背后蕴含着责任归属的深意 ， 而

看似民主的匹配也将师生的适配空间限定的更加狭小 ， 甚至在出现明显的 、 甚

至严重的导生沟通不畅 、 导生关系的不和谐的情况下 ， 学生依然不敢选择改变

这样的导生关系 。

８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运行

一

、 导师角色 ： 生活与学术上的重要他人

导师制作为
一种侧重于对学生进行个别化指导的教学制度 ， 旨在通过平等的

交谈或个别的指导 ， 在导师和学生之间架构起
一个平等 、激励 、互动的学习空间 ，

在这个空间里产生了知识与人相遇并相互作用的情境 ， 从而促使学生个体实现 自

我发展 。 导师制的教学突破了科学范式下知识被当作
一种资料或客观对象存在的

静止的 、 主客分离的知识观 ， 而变客体知识为主体的也理结构形式的主体知识 。

８２

其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 ， 包含着教书 、 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

学术性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特征之
一

。 学术性依然是其区别于本科教育的关

键 ， 是其存在的关键 。 导师不拘泥形式的指导为学习者与知识的意义关系的生成

提供了保障 ， 同时在导师 、 知识和学习者之间建立了和谐的互动关系 。 正如牛津

大学
一

学者称 ：

＂

学生所知道的
一

切都是从导师那里——或者不如说是同导师一

起学到的 。

＂ ８３

美国学者亚伯拉罕 ？弗莱克斯纳将牛津大学在本科生和导师之间建

＊ １ 颗海兵洋国胜 ．院± 、 导师制度及其他化在会科学论坛 ，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６７－７７ ．

８ ２ 李莉．社会学视阔下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化高教探索Ｊ００８
（
５
）

： ３４－

３６ ．

ｗ 襄克安 ．牛津大学 ［
Ｍｌ

．細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１ ９８６ ：８６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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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那种个人关系视为是
＂

世界上最有效的教育关系
＂

。

８ ４

这与林语堂先生的观点

不谋和 ， 他认为导师制必须与辩论 、 咖啡 、 茶馆 、 书店相伴 ， 彻夜长谈和唇枪舌

剑 ， 构成了学习者生活的全部 。 如此
一

来 ， 导师不再仅仅 Ｗ知识的权威面貌去面

对学生 ， 而是 平等的身份 ，
或是辩论对手 ， 或是合作者 ， 与学生对话和交流 ，

这就彻底打破课堂上 由教师到学生的单 向人际交往 ， 促使导师 由教师身份的显性

角色向隐性角色转变 ， 学生也 由正式角色向非正式角色转变 。

８ ５

作为
一

种影响 ， 教育 只有在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将这种影响传递给学生 。 如果

师生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互动 ， 那么就无法构成研究生教育 。 建构主义认为 ，

知识是在互动过程中 自 主建构的 。 随着现代科学型知识向后现代文化知识型 的转

向 ， 知识并非作为
一

种冷冰冰的客观存在 。

８６

知识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 。 教育

本质上是
一

种影响 （尤其是精神性影响 ） ， 而这种影响只有通过互动 （包括有形的

和无形的 、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 学术性的和非学术性的 ） 才可能实现 。 教育活动

的本质就是互动的过程 ， 没有互动 ， 教育影响无法传达 。

送种互动性的个别指导 中 ， 导师对学生个体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 。 导生么间

直接 、 比较亲密的互动 Ｗ及导师在学术权威方面的优势 ， 使得导师较之家长 、 课

堂教师及 同辈伙伴 ， 更容易成为研究生社会化的主导性影响 因素 ， 进而发展成为

影响研究生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他人 。

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这样说过 ：

＂

在牛津

的学习期间 ，

一

对
一

的导师制是我最兴奋的经历 。

一位学者能叫 出我的名字 ， 我

感到十分荣耀 。 送是
一

个伟大的制度 ， 是我学习生涯中
一

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 也

将是我一生 中刻骨铭也的体验 。

＂

这可 ；＾＞１说是导师制的伟大和成功之处 ， 因为它

使得学生对学习和研究饱有激情 ， 饱有追求真理的激情 。

８ ７

在导生关系 中存在多种类型 的互动 ， 如 Ｗ依恋为核屯、的情感互动 ， 基于高深

学 问 的学术互动 ， 具有教育意蕴的教育互动认及 日 常生活中 的其他互动 ， 等等 。

各种互动类型之间 的差别并非涅渭分明 ， 很多时候各种互动类型融为
一

体 ， 只是

程度不 同 。 在所有这些互动类型 中 ， 学术互动与教育互动是研巧生教育 中最核也

８４ 弗莱克斯纳 ．英美德大学研究
［
Ｍ

］
．杭州 ： 浙江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１ ： ２４０ ．

＂ 李莉 ．社会学视阔下 的牛津大学导师制ｍ ．高教探索
，
２０ ０ ８

（巧 ： ３４ －

３ ６ ．

８ ６ 石 中英 ． 教育改革与知识转型 ［
Ｍ

］
．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４０ －７０ ．

８ ７ 张 国鷹 ．培养精英 的牛津大学
［化书屋 ，

２００６
（

１ ０
）

： １ ０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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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互动类型 ， 两者缺其
一都无法构成研巧生教育 。 如果导生之间 只有学术互

动而无教育互动 ， 那么这只是个学术活动 ， 而不是研究生教育活动 ， 反之亦然 。

换导师事件中通过对老师的顺从 、

＂

她说什么你就说
＇

对对对
’ ＂

、 端茶倒水 、

表现的乖巧换来的
＂

最和谐
＂

的状态 ， 正如 Ａ 同学 自 己所说 ， 这
＂

就是一种非常

表面表层 的
一种关系

＂

。 这种
＂

和谐的
＂

关系缺少 了教学相长 、 科研合作 、 情

感认同等的支撑 ， 也就注定是脆弱的 。

二 、 失范与不足 ： 教育性与学术性淡化

研究生教育是
一

种基于高深学 问 的教育性互动 ， 这种互动是 Ｗ高深学问为载

体 ， Ｗ人的全面发展为 旨归 。 研究生教育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 ， 而是

老师与学生 、 学生与学生在基于高深学 问 的互动过程中共 同建构新的知识 、 提升

能力 、 完善品格的活动 。 值得注意 的是 ， 尽管研巧生教育天然具有学术性 ， 但学
，

术与教育仍然是两种性质不 同的活动 。

一

个优秀的研究生 ， 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

学术研究者 ， 首先要成为
一

名优秀的人 、 优秀的公民 。 否则容易导致只有
＂

研

究
＂

而没有
＂

教育
＂

。

随着现代学科制度的建立 ， 学科分化 日 益加速 ， 学科壁垒 日益森严 ， 导致
＂

知

识整体性的巧塌
＂ ８ ８

， 洪堡所推崇的
＂

建立在深遽观念之上的能够统领一切学科

的知识
＂
一

去不复返 。 洪堡所谓 的
＂

由科学而达致修养
＂

并非对实然状态的揭示 ，

而是
一

种应然的价值诉求 。 在研究生教育实践中 ， 要注意研究生教育 的教育属性

和学术属性及其二者潜在的冲突 。 这就要求在研究生导师做课题时 ， 要考虑到课

题本身的教育价值 ， 切勿 Ｗ学术研究的名义把研究生当做廉价乃至免费劳动力 。

在选择教学 内容时 ， 不仅要考虑到知识本身的价值 ， 而且要考虑到知识对于学生

全面发展的意义 ； 在指导学生从事课题研究时 ， 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本身 ，

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 ， 引 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态度 、 人格 、 品格Ｗ及正确的价值观

等 。 完善的研究生教育 ， 其 占主导的逻辑应该是学术与教育的双重逻辑 。

一

旦这两种逻辑之间 出现较大的脱节 ， 后果慘不忍睹 。 研究生教育培养出来

８ ８ 阁光才 ．大学的人文之旅一一大学本科教育 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重估 ［
Ｍ

］
．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５ ： ３ ３ ．

５２





华东师范大学硕±研巧生学位论文


的人才即使学术水平很高 ， 学生人格 、 品德很可能
一

塌糊涂 。 近年来 ， 频繁发生

的诸如
＂

复县研究生投毒案
＂

、

＂

南大研巧生杀人案
＂

、

＂

矿大研究生室友同室操戈
＂

等恶性事件与我国 当前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重学术 、 轻教育现象不无关系 。 而如果

走 向另
一个极端 ， 重教育逻辑而轻学术逻辑 ， 培养的学生也许具有崇高的理想 、

良好的品格 ， 但是缺乏高深知识作为支撑 ， 其学术水平太低 ， 与基础教育无异 。

８ ９

回到换导师事件 ，

＂
一

言
一

行各个方面都表现的很乖巧 的样子 ， 在外边 比较

给她面子 ， 她说什么你就说
＇

对对对
’

然后平时上课也 比较主动 、 殷勤给她

端茶倒水什么 的 … …上课的时候或者
一起听课的时候她会态度 比较好 ， 比较友

善 。

＂

导生之间 的
＂

和谐
＂

建立在学生一味
＂

对对对
＂

的基础上 ， 这样的关系

何谈平等 、 何谈交流 、 何谈思想对话 ？ 另外 ， 主人公 Ａ 同学在论文选题 、 论文框

架搭建等环节的导生冲突 ， 及 同 口师兄 Ｃ 在做论文过程中 的经历 ， 从
＂

批评多

过鼓励
＂

、 对学生的想法
＂

视如尘± ， 视若垃圾
＂

、 论文思路
＂

改 了又改
＂

到
＂

老

师的意志凌驾于
一

切
＂

， 整个过程充满无奈和无助 。 两位研究生共同 的 困惑集中

在做论文阶段的学术 自 由空间受限 ， 化及在这个过程中导生沟通的不平等 。 这样

的导师绝对权威 ，

一

方面限制 了研究生主观积极性的发挥 ， 完全沦为导师的传声

筒 ， 另
一方面 ， 也使得导生关系走向冰点 ， 不在 同

一

个高度上的对话没有任何思

想的交流 。 原本作为研巧生教育重要环节的论文撰写成为学生的苦海 ， 也成为导

师的负担 。 这样僵持的结果就是学生认为
＂

第
一

， 我觉得她不够专业 ， 第二 ， 是

她 罔顾学生的研究兴趣 。

＂

导生关系 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 导生互动也毫无质量可

言 。

（

一

） 学术性不足

一

项面向全国 ３ ５ 所研巧生培养单位进行的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的调查显示
Ｗ

，

研究生教育总体上不满意的研究生 占受调查者总数的 ７ ．９％ ， 另外 ２９％的受调查者

表示
＂
一般

＂

。

＂

我们往往停留在抽象的判断和不大重视对化会生活变化的细致

入微的调查和分析 ， 而正是这种细微的变化往往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小趋

Ｗ 毛金德 ．马凤岐 ． 研巧生教育场域 ：概念与框架
［
Ｊ
］

．高教探索
，
２０ １ ５

（
１ ０

）
： ２９

－

３ ３ ，

Ｗ 周文辉 ，
王战军 ，刘俊起 ，李 明磊 ，吴晓兵 ，

周玉清
，
赵清华 ．我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一基于在读研究生的

视角
［
Ｊ
］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 ，
２ ０ １ ２

（
１ ２

）
： ３ ４ －４０ ．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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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基础是这样
一

种理念 ， 即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正在出现
一些最有力的力量 ， 它

们是与我们的直观相反的趋势 ， 这些趋势正在塑造着马上就要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明天 。

＂ ９ １

从
＂

小趋势
＂

的视角来看 ， ７ ．９％明确表示对研究生教育不满意的现象应

该足 引起公众的注意 ， 而近王分之一受调查者给出 的
＂
一

般
＂

的评价更应该对

这一事实作 出研究和改善 。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 ， 通过参与科研项 目 或 自主研

究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 规范进而成为科学研究的生力军的科研训练 ， 是研究生

教育 中 的重要环节 ， 也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 。 该调查从研究生参与科研项 目

的数量 、 质量、 作用 、 导师科研补助 、 学校科研支持等方面考察 了研究生对参与

科研训练情况的评价 。 调查结果表明 ， 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度较高 。 ６ ６ ． ０％

的研究生对科研训练情况感到
＂

非常满意
＂

或
＂

比较满意
＂

， ７ ． ０％的研究生对科

研训练的情况不满意 ， 另外 ２ ７％的受调查者表示
＂
一般

＂

。 指导教师作为研究生

培养的首要责任人 ， 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的因素之
一

。 调查结果表明 ，

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满意度 ４ ．５％的研究生对指导教师
＂

不太满意
＂

或
＂

非常不满

意
＂

， 另外 １ ６ ．９％的受调查者表示
＂
一般

＂

。 面对这组数据 ， 虽然有超过Ｈ分之二

的受调查者表示
＂

非常满意
＂

或者
＂

比较满意
＂

， 但是也有近Ｓ分之一的受调查

者表示不够满意 ， 这个结果更应该引 起关注 。

另外
一项华南地区 的调查研究显示 ９２

， 研究生期望对研究生教育满意度有负

向显著影响 ， 路径系数为 ０ ．２ ８ ０ ， 即研究生期望越高 ， 研究生教育满意度就越低 。

这个结果可 Ｗ从一个侧面说明 ， 当前部分研究生对研究型大学的品牌美誉度过度

向往 ， 对导师的科研指导过度依赖 ， 因此对师资力量 、 教学模式和科研激励等存

在不满 。 究其原因 ，

一

方面可 归结为各大高校新闻传播媒体不断进行品牌宣传

推广和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宣传让研究生形成较高的预期 ； 另
一

方面 ， 研究生本

人对研巧型大学的办学模式 、 培养 目 标和管理机制 尚未形成客观深入的认识 ， 进

而对研究生教育萌生过于理想化的主观愿望 。

科研训练质量对研究生教育满意度有正 向显著影响 ， 路径系数为 ０ ． ５９ ２ 。 科

Ｗ
［
美 ］
马克 ？ 佩恩

，
金尼 ？ 扎莱纳著

；
刘塘安 ，贺和风 ，

周艳辉译 ．小趋势 ：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 ［
Ｍ

］
．北京 ：

中央编译 出版社 ，
２００ ８ ： １

－２ ．

９２ 张宿 ，文晓巍 ．研巧型大学研究生教育满意度模型实证分析——基于华南地区 ６ 所研巧型大学的调查
［
Ｊ
］

，

中 国高教研究
，

２０ １ ４巧 ： ６４ － ６９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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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训练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 从而对研

究生教育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 研究生抱怨对研究生教育忠诚度有负 向显著影响 ，

路径系数 ０ ． ２ ６ ５ 。 这说明研究生对研究型大学课程教学 、 科研训练和服务管理存

有怀疑 、 否定或投诉越多 ， 其继续深造并 向他人推荐的可能性越小 。 同时 ， 研究

生抱怨会带来负面的屯、理反应和 口碑传播 ， 不 良情绪会降低研究生的积极性 ， 从

而导致学习 目 标不明确 、 学习态度不端正 、 学习纪律不严格等 问题 ， 这在
一

定程

度上制约着研究生教育忠诚度的提高 。

正如换导师事件中 的情节 ，

＂

她完全从你的论文好不好做 、 能不能做的角度

来讲 ， 从来不会想你想要做什么 、 你的兴趣是什么 。是 Ｙ 老师的学生都会知道的 ，

Ｙ 老师不喜欢学生 自主管理 ， 她喜欢都有老师管着 。 我知道是这样 ， 所 我就换

了个说法 。 老师说那挺好的 ， 她当时就给我提 了
一

个建议 ， 当然那个建议我就是

无法接受的 。 就是不管我有什么想法她总是能给你提出
一

堆建议 。 她做 了这么多

年
一直做某领域 ， 对班主任可能还是有

一

些 了解的 ， 但是我觉得她的这个了解还

是很不专业化的 ， 缺乏学术性的 。

＂

（二 ） 教育性淡化

一

项关于西南地区 的调查研究发现
９ ３

， 部分博±研究生学风不正 ，

一方面急

功近利 ， 追求数量 ， 忽视质量 。 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屯、和勇气 ， 搞学术
＂

短平快
＂

。

重视眼前利益 ， 轻视长远发展 。 做事情的 目 的性太强 ， 投机取巧也理严重 ， 只顾

当前蜗头小利 ， 抢 了芝麻丢了西瓜 。 不 了解
＂

学术交流中 的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

的获得是一个长期积累 的渐进过程 ，

＂

抱着
＂

变现
＂

的想法 。 不能吃苦不愿奉献 ，

不是对科学必存敬畏 ， 而是对权力 、 金钱盲 目 崇拜 ， 纯粹把 自 己当成了 

＂

打工者
＂

。

因此 ， 研究过程中难免东拼西凑 ， 低水平重复 。 这样的治学态度下 出现
一些滥竿

充数的所谓著作和论文也就不足为奇 了 。

而对于这
一情况的认识 ， 该调查中不少研究生认为导师有重要的影响 。 尽管

还没有出现博±生集体罢免导师的极端情况 ， 但是导师不尽职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

＂

有的导师花在指导学生上的精力不多 ， 交流频次低 ， 让学生们吃
‘

大锅饭
＇

或

９ ３ 尹晓东 ，博王研巧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 因素研究
一基于重庆五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

Ｄ
］

．西南大学
，
２ ０ １ ４ ．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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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放羊
’

， 颇有些 自生 自灭的感觉 。

＂ ＂

有的导师只重视学生业务知识的学习 ，

忽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而在业务学习 中 ， 又忽视学位课程学习 ， 只单纯

满足学位论文研巧工作的需要 。

＂ ＂

从实践来看 ， 有导师为 了突 出论文的前沿性 、

新颖性 ， 不考虑学生知识水平的高低和条件的限制 ， 只是根据 自 己的研究方向给

学生定题 目 ， 论题起点过高 ， 让学生无所适从难 Ｗ下笔 ， 也就无法写好论文 ， 等

等 。 有时候觉得论文什么 的做得很孤独 ， 没有人和你讨论指导 ， 有 了 问题不知道

怎么解决 ， 陷在里面 出不来 ， 越是这样压力就越大 。

＂ ＂

由于种种原因 的限制 ， 目

前还没有真正实施导师主招收学生 ， 导师通常是被动的 ， 想招的招不进来 ， 培养

单位安排指导的学生又不太了解 ， 接触后发现与 自 己的期望要求差距较大 ， 这样

也会影响导师的指导积极性 ， 可能就会得过且过了 。

＂

＂

没有不想成才的学生 ， 只有不负责任 的导师 。

＂

曹雪涛认为 ， 要提升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最重要的是导师 。 对此 ， 导师不仅要传授
一些不过时的知识 ， 而且

要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 内在动力 。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阁光才列 出

了
一组数据 ， 指出 ：

＂

连续 ５ 年 ， 我们都会针对研究生教育 中 的
一些难点 、 热点

问题进行调研 。 数据显示 ， 研究生学业考核并没有给其带来很大的威慑力 ， 而他

们满意度最低的就是课程教学 内容的前沿性 。 这说明 ， 关于方法、 问题导 向 的教

学研究亟待强化 。

＂

＂

导师资格审定需要加强 ， 自 身责任意识也要强化 。

＂

间光才教授几年前做

的调研显示 ， 导师对学生的指导频次与研究生延期毕业的 比例呈负相关 ， 而教师

面临的科研压力则是分散她们对学生指导的重要原 因 ，

＂

导师不导 ， 很重要的原

因是导师太忙 。 调查数据显示 ， 超过 ６０％的教师把科研排在时间分配的第
一

位 ，

只有将近 ３ ０％的老师选择将教学放在第
一

位 。

＂

而这其 中 ， 真正分配给所指导学

生的时间显而易见 。

９４

正如换导师事件中的情节 ，

＂

她喜欢的东西我不想做 ， 我讲的东西她也不满

意 ， 就会被她否定掉 ， 我们俩就处在这样
一个过程当 中 。 要不就是她妥协 ， 要不

就是我妥协 ， 然后有时候我们俩都不想妥协 ， 就这样僵了
一

个学期 。

＂

Ａ 同学讲

９４ 邓巧．针对培养模式 、 教学 内容与方法 Ｗ及导师评价机制存在 的弊端——我 国研究生教育将深化改革 ［
Ｎ

］
．

光 明 日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２
－２ ３ 脚 ．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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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 自 己的选题过程 ， 由于她坚持想做 自 己感兴趣的选题 ， 没有像其他同 口
一

样

乖巧地听从导师的想法 ， 而因为这个问题导生之间僵持了
一

个学期之久 。 所 １＾ ，

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兴趣冲突的 问题 ， 还被及到导师除了学术性引领

之外的
一个问题￣一育人 。 因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之间 的观念冲突 ， 导生之间非但

没有积极采取办法进行对话和调整 ， 而是 Ｗ近乎
＂

冷战
＂

的方式僵持
一

个学期 。

情绪爆发过后 ， Ａ 同学的解决对策是
＂

延毕 、 休学 ， 还是放弃学位
＂

， 可 １＾ ＞
１说到这

个阶段 Ａ 同学内 也 己经完全放弃了 。 经过了
一

系列的选题 、 换题 、 写作讨论的过

程之后 ，
Ａ 同学觉得 自 己

＂

是不是能够毕业 、 能不能完成这个论文完全是在她的

控制范围 内
＂

。

＂

这种反感的情绪和对论文的厌恶 、 绝望混杂在
一

起
＂

， 导致受访

者觉得
＂

对老师处在
一个越来越害怕 的情绪 ， 后来见到她就像木头

一

样 。

＂

这样

的导生沟通不用谈学术性的进展 ， 连起码的育人价值也荡然无存 。

实习风波中导师
＂

坚决不行
＂

的的权威对 Ａ 同学失效后 ，
Ｙ 导师进行了

＂

苦 口婆屯、

＂

的批评教育 ， 并让 Ａ 同学写下论文写作的保证书 。 保证书写完 ， Ａ

同学不仅对论文的写作没有 了兴趣和信屯、
， 连同对这个系所 、 对学习 的基本的

信也和兴趣也荡然无存 ，

＂

我有一种丧权辱国的感觉… …我觉得我整个屯、都死

了
… …我整个人所有的希望都彻底破灭 了 。

＂

至此 ， Ａ 同学对论文写作 、 对实

习甚至对学校都产生了怀疑 。 师生双方的矛盾激化到最大化 。 原本 １＾
＞１学术性著

称的研究生教育却连起码的教育性都没有做到 ， 使得 Ａ 同学产生了厌学 、 自我

否定的严重情绪 ， 可见 ， 缺失了教育性的教育努力注定是徒劳 。

第Ｈ节 导师制的评价

—

、 评价主体单一

中 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 ２ ０ １ ４ 年 国 际论坛上 ， 教育部副部长杜 占元指 出 自

１ ９８ １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 ｌ＾
Ｊ
＾来 ， 硕±研究生的规模在 ３ ０ 年的时间 内从 ４９ 万人

发展到 ４２６ 万人 ， 其中近 日 年研究生的培养规模 占培养总量的近
一

半 。 据统计 ，

自千樓年到 ２ ０ １ ３ 年 ， 在学研究生总人数 由 ３ ９ ．３ ３ 万人增长到 １ ７９ ．４ 万人 ， 增长

率为 ３ ５ ６ ．１ ４％ 。 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的录取人数增长率和在学研究生总人数增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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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都超过了 同期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和普通高校在学生总人数的增长率 。

９ ５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正面临着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挑战 ， 从不 同 的角度

会进行解读和界定会有不 同的研巧生教育质量的 内涵 。 中 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周光礼认为从管理到治理是重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主体的必然趋势 。 这意味

着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主体不再是政府
一

家 ， 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对高校提出 问责 。

在我们当前实行国家学位制的情况下 ， 政府评估仍处于 问责的核也地位 。 然而 ，

政府 问责成本高 ， 研究生教育质量最终还是要 由市场来检验 ， 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是评价其质量的重要方面 。

９ ６

董云川认为质量评价主体是 Ｗ质量为核也的利益相

关者 ， 从教育受益者角度看 ， 首先应该是学生 。 然而在现实中 Ｗ学生为主体建立

评价方式是困难的 ， 因为研究生教育有 自 身的学科学术還辑 ， 学生的教育需求不

能完全概括质量标准 。 教师是教育 的施行者 ， 因此 ， 质量评价主体更多地应该是

教育者 ， 教师是反映研巧生质量评价的学术标准 。

９ ７

对导师教学 、 指导 、 科研 、 服务等工作进行考核的除了校长、 院长、 系主任

等行政领导 ， 还有不容忽视的群体就是本系的 同行教授 。 作为教授 ， 他们在各 自

的研究领域取得
一

定的成果 ， 本身具备高超的科研能力 ， 在教师行业中有权威性 。

同行教授参与考核更能够体现考核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 同时 ， 作为同行也更加 了

解被考核导师教学 、 研究工作 的深度和广度 ， 从而能够更加理性的给予评价 。

９ ８

在导师教学 、 科研等工作 中 ， 交往最多 的就是导师所指导的研究生 。 因此 ，

研究生反馈的意见是最直接的评价意见 。 在教学与指导的过程中 ， 导师的学术造

诣 Ｗ及为人 、 品质都真实地展现在研究生面前 。 因此 ， 指导学生的反馈成为评价

主体中不可缺少的
一

部分 。 研究生作为质量评价的主体 ， 尤其是研究生对所接受

的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评价 ， 在 ｜＾＾往的研究生教育评价中总是被忽视 ， 在新时期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的过程中 ， 应该成为评价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回到换导师事件 ， 受访者在 回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有明忌的阶段性 ， 可

看出受访者本人对这件事 己经进行过反思 、 总结 ， 对整个事件主人公 Ａ 同学也

９５

另撤荣 ．研巧生教育亟需
＂

由胖变壮
＂

［
Ｎ

］
． 中 国教育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０
－２２

 （
２

）
．

Ｍ 陈叶军 ．研究生教育 ： 从管理到治理 ［
Ｎ

］
． 中 国社会科学报 ，

２ ０ １ ４ －

３
－２ ８

 （
２

）
．

９７

另喊荣 ．研巧生教育亟需
＂

由胖变壮
＂

［
Ｎ

］
． 中 国教育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０
－２２

（
２

）
．

９８ 廖萍 ．哈佛大学博王生导师制度研究 ［
Ｄ

］
． 天津 ： 天津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５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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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己有了 自 己的评判 。 这是为什么受访者能够在回忆和叙述的过程中加入
＂

这

可 ｜＾
＞１说是我们俩关系历史上最和谐的时候

＂

、

＂

这就是我们分歧的开端
＂

这种

判断性的观点 。 当然 ， 这些评价主要是针对导生关系而言 。 对于导生之间分歧

最大的论文选题 ， Ｙ 导师的态度是
＂

我不关也你毕业Ｗ后当什么老师 ， 现在我

们先把开题这个事情解决了
＂

。 导师的评价的标准是能不能把论文完成 、 能不

能顺利毕业 ， 至于论文是否是学生的兴趣 Ｗ及论文与 Ｗ后的工作是否有所助

益 ， 导师并不关也这些 。 也就是说 ， 导师的评价标准基于教育教学的评价指标

的压力 。 而学生的评价标准在于 ，

＂

这个论文我是不是感兴趣 ， 是不是可 Ｗ完

成 。 觉得她在这个过程当 中 ， 她能够主导你是不是能够毕业 ， 能不能完成这个

论文 ， 觉得完全是在她的控制范围 内 ， 就是她同意 了才可 写 。

＂

而且在
＂

可

不可 Ｗ完成
＂

送个问题上 ， 师生的考虑显然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二 、 评价过程和方法缺乏系统性

评价导师是为 了更好促进导师专业发展 ， 让导师在评价过程中能够意识到 自

己存在的 问题 ， 及时有效的调整发展策略 。 对导师的评价是导师岗位变动的直接

依据 。 导师需要全身必投入教学工作 、 科研王作 、 指导研究生工作 中去 。 对导师

的评价能够有效的监督导师教学 、 科研 、 指导博±生等方面的工作 ， 促进导师科

研成果产 出 。 对导师的评价是与导师的晋升 、 奖惩密切相关的 。

９ ９

我国导师评价评价制度发展缓慢 ， 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 评价方式比较单一 ，

评价内容主要 Ｗ科研成果为主 。 反观我国 的导师评价现状 ， 评价的结果是只有极

少数是不合格的 ， 而绝大多数是合格的 。评价 内容 Ｗ主管部口 的行政性建议为主 ，

缺乏系统 、 严格的标准 。 总的来说评价不够全面 ， 缺乏权威的评价标准 。 执行为

的欠缺使导师的评价趋于形式化 ， 行政管理部 口 只看重科研成粟 ， 而评价考核的

结果也与导师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影响 ， 造成的结果就是评价浮于形式 ， 评价的发

展功能无从谈起 。 再加上我国导师制是默认的终身制 ，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
一

些导师缺乏评价的热情 ， 更无畏评价的后果 。

＂ １

９９ 廖萍 ．哈佛大学博±生导师制度研巧 ［
Ｄ

］
．天津 ： 天津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２０ １ ５ ．

刘彦彥 ．高校研究生导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网 ．济南 ： 青 岛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０９ ．

１ ０ １ 廖萍 ．哈佛大学博±生导师制度研究 ［
Ｄ

］
．天津 ： 天津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５ ．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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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评价导师工作的标准通常包括导师与学生交流的质量与次数 、 期望

与契合度 、 论文提交时间 、 导师对论文的意见 、 指导学生的途径 、 研究方法指导 、

汇报会频率等 ； 考察形式包括论文汇报会 ， 安排学生和指导委员会
一

起对论文写

作过程及各 自 的角色进行评价 ， 且对每个人的汇报都有反馈 。

＂ ２

哈佛大学对导师

的评价通常没有硬性的教学和科研的数量规定 ，

一般来说 ， 评价委员会会有个前

后 的对比 ， 比如把之前大家认定的人员作为
一

个标杆 ， 来对比
一

下被评价导师的

情况 。

＂ ３

这样既兼顾到作为导师的个体纵向发展的考量 ， 也考虑到作为集体的导

师 团 队的榜样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 。

在哈佛大学 ， 博导资格并不是终身制的 ， 当导师连续两年没有通过学年末的

评价 ， 或者在年 内没有完成相应职称的晋升 （教授除外 ） ， 那么学校将会取消导

师的指导资格或者终止聘任 。 在这种
＂

居安思危
＂

的环境下 ， 给了博±生导师压

力 的 同时也是动力 。 动态的管理博±生导师 ， 能够促进学术科研的发展 ， 同时也

能完善学校的 内部管理 。 没有通过评价的导师分为两种情况 ，

一个是在学年末常

规评价失败 ， 另
一

个是在年 内没有完成向上级职称晋升 。 对于学年年末评价失败

的导师 ， 将不能享受岗位津贴 Ｗ及相应工资的提高 。 连续两年未通过学年末评价

的导师将面临导师资格被取消 的惩罚 。

回到换导师事件 ，

＂

我写 了
一遍 ， 她不满意 ， 改了

一遍又不满意 ， 又改了
一

遍 ，

一

共改了王遍 。 因为她觉得我的用词不恰当 ， 她说不是我把你退回系里 ，

而是说你主动 申请退回系里 。 她要撇清这个责任 ， 然后我就签名 。 我当时写下

送个保证书的时候 ， 我有一种丧权辱国的感觉 ， 就当时鸦片战争签下丧权辱 国

的条约 的感觉 。

＂

Ｙ 导师本想 Ｗ保证书的形式
＂

督促
＂

自 己的学生 ， 不料 ， 处理

不 当严重挫伤 了学生的 自尊屯、和 自信屯、
， 直接导致师生关系破裂 。 值得注意的

是 ， Ｙ 导师在让学生写保证书的时候非常注意措辞 ， 力求
＂

撇清这个责任
＂

， 可

见对于这件事 Ｙ 导师认为 自 身是存在责任的 。 送样用一纸
＂

保证书
＂

就划清的

责任 ， 其合理性值得深思 。

刘献君 ．发达国家博±生教育 中 的创新人才培养 ［
Ｍ

］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９２ －

９３ ．

Ｗ 郭英剑 ．哈佛大学如何考核青年教师 ［
Ｊ
］

．教育旬刊 ，
２０ １ ３

（
０巧 ： ６４ ．

１Ｍ 廖萍 ．哈佛大学博王生导师制度研充 ［
Ｄ

］
． 天津 ： 天津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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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导师制的影响因素

一

、 生师比扩大与传统观念裹挟下的导师制环境

研究生培养环境中对导生沟通的最大影响来 自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 。 研

究生扩招是对我国科教兴 国发展战略和新时期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主动 回应 。 然

而 ， 连续几年超过 ３ ０％比例的扩招给研究生培养带来了挑战 ， 这一大步的跨越带

来的直接 问题就是生师 比的急速上升 。 学者许纪霖谈到
＂

前几年研究生数量有限 ，

分配到每个导师名下每年也轮不到
一个 ， 只 能今年你招 ， 明年我招 。 这两年 ， 眩

眼间 ， 从
＇

吃不饱
＇

到
＇

撑死人
＞

。

一位导师每年少则带四五个学生 ， 多则走八

■

个 。

＂

许纪霖教授所描述的情况并非只是个别的现象 。 规模扩大对师生沟通的影

响机制在于 ： 由于师生间 的互动和交往是教育影响的基本条件 ， 在导师的时间和

精力
一

定的情况下 ， 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导师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摊到

每位学生的减少 ， 师生间互动和交往也随之减少 。 可见 ， 指导量增多对师生间 良

好沟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损害 。

＂ ３

传统的人情和面子观念成为限制导生关系不和谐的导生園于现状的原 因 ，

＂

因为她是老师 ， 我觉得 自 己的力量是非常弱 的 。 第二就是 ， 这Ｈ年我想顺利

的到结束 ， 我不想有太多 的故事和波折 。 让我特别难过和伤屯、的事情 ， 我就用

其他的方式来宣泄 ， 但是我也不会跟她冲突 ， 我永远都是忍着 。 送样我才能够

安安稳稳的毕业 ， 不然肯定会出事的 。 你不能说别人 ， 不能惹你身边亲近的

人 ， 惹了后就会后患无穷 。 甚至于被别人传诵变成别人的谈资 ， 我觉得这样

不好 ， 我不想变成别人的谈资 。

＂

不想 自 己因为导生关系的不尽和谐而被人指

点 ， 也不想 自 己因为换导师在背后被别人谈论 ， 这样的面子观念成为同 口师兄

Ｃ 隐忍的主要原因 。

对此 ， 现任导师 Ｚ 表示 ，

＂

这个里边很容易产生矛盾 ， Ｗ前也有过转导师

搞得大家都不开也 ， 导师跟导师之间也不开也 。 因为我这个是来帮忙解决 问题

的 。 第二个 ， 我没有什么私也杂念 ， 说要什么东西不要什么东西 。 纯辟为 了从

张 国栋 ．我 国赏通式博±生培养模式的研充
［
Ｄ

］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０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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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角度来说 ， 去帮学生解决现实当 中 的 问题 。 我跟 Ａ 同学也说了 ， 不管怎

么说前面的老师也带过你 ， 你还是要尊重她的 。 不管是打招呼或者逢年过节的

祝福也好 ， 该有的还是要有的 。

＂ ＂

我就在想不要搞得兴师动众的 ， 搞得大家

都知道不好 ， 还是低调吧 。 我跟她沟通还是很好的呀 ， 她也不是很难沟通的

人 。 她尽管话不多 ， 但是沟通起来还是 比较顺利 的 。

＂

Ｚ 导师因为是系所里的

资深老教授 ， 而且为人热情真诚 ， 出于帮助学生和帮系里解决困难的角度 ， 同

意接收 Ａ 同学到 自 己口下 。 但是 Ｚ 导师也表示还是低调
一

点 ，

＂

不要兴师动众

的好
＂

。 可见 ， 换导师迄件事在导师们也中还是非常敏感的 ，

＂

被换掉
＂

在面

子上依然是难堪的 。 同样 ， 作为学生 ， 在面对换导师的时候除了可行性上的担

忧 ， 对面子上同学和老师怎么看待 自 己 同样敏感 ， 所 ｙＡ ， 系主任的理解和安慰

才会让 Ａ 同学很感动 。

＂

系主任的态度让我很惊讶的 ， 他很宽容 。 他不觉得这

是我的 问题 ， 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对我另眼相看 。 对我特别友善 ， 还说我要抱希

望 ， 要积极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 他说这句话我觉得很感动 。

＂

二 、 导生主体责任意识不足

（

一

） 研究生方面

当前我国现在的研究生大多是独生子女 ， 他们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应试

教育 ， 创新教育和创新意识较为缺乏 ， 习惯 老师教授为主的教育方式 ； 再加上

研究生入学考试也是 应试考试为主 ， 缺少对创新和研究能为 的审核 ， 这些给导

师的指导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 主观情意方面 ， 当前身为 ９ ０ 后独生子女的研

究生硕±生主力群体 ， 部分研究生存在 比较固执 、 自我中也的态度和处事方式 ，

沟通技巧和艺术上的不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导生关系 。

除了 （＾
＞１上因素 ， 研究生的读研动机也成为

一

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 动机水平直

接影响研究生的努力程度 ， 影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 据调查真正有志于并适于从

事科学与学术研巧的并不是研究生教育的主体 ， 大部分研究生是 出于文凭或者就

业等原因选择读研究生 （见表Ｈ ） 。

Ｗ６

由于部分读研的主要动机不在科学研究上 ，

面对导师的高标准 、 严要求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不够理解 、 沟通不尽如人意 的事

习黎 ．硕±研究生与导师沟通现状调查及其改善策略探析 ［巧 ．重庆 ： 重庆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０ ８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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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生 ， 甚至由此出发研究生 自暴 自弃的混
一

纸文凭的现象 。

表Ｈ 研究生入学动机调查研究

入寧圓厳


ｍ


虜息姥鑛 偽》

雜替拳乘辨究巧 ８ ．２

餐窝学房猫 ２４．４

为 了冀録騎戴盤捉会 １做 ５４． §

大学學泌缓冲化年 ２１ ６ ．４

鑛錢健 １４ ４ ，３

醜大潇 ４ １ ．２

获敝 ２ ０ ．６
 

＂

我看过他很多文章 ， 我关注了他的微博两年的时间 。 我最在意人品 ， 兰观

啊什么的 。 我觉得他不仅在做学术上 ， 在做人上也很好 ， 很欣赏他的为人处事各

个方面。 接下来就是看学术水平吧 ， 就是他的教育观念 ， 学术的
一

些研究方法方

向 。 可能我当时对系里的其他老师也了解的不多 。 我是从朋友转发他的微博了解

到这个人 ， 然后就
一直在关注他 ， 后来开始了解他的学术成果 。 因为我当时主要

就是想找某研巧领域的老师 。

＂

虽然当时考研的时的动机
＂

我要从事教育改革事

业
。

看上去 比较宏大 ， 但是也做了一些操作性上的考量 ， 比如
＂

来送个系读既能

接触到 比较上位的核也技术又能够贴近实际…… ［＾＾

一己之力进入一浅进行改革

是很难做的 ， 所 ＾＾
＾１我当时想的是继续读博留在高校研究者的身份去做教育改革 。

＂

但是 Ａ 同学的这满腔热情在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 ， 完成毕业论文 、 拿到学位最终

沦为找到
一个好工作的筹码 。

对于 Ａ 同学来说 ， 除了动机上的变化 ， 自身在沟通和表达上也存在不诚

恳 。 度也在
一定程度上对导生关系的恶化推波助满 。 经历了正式开题的

一番

＂

洗礼
＂

后 ，
Ａ 同学放弃了之前 自 己根据兴趣做的选题 ， 此时无论在选题还是

在操作性上都得到了 Ｙ 导师的肯定 。 但是 ， 这中 间有一点存在矛盾激化的隐

患 ， 即 Ａ 同学在沟通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化 Ｙ 导师更容易接受 自 己的选题 ， 隐藏

了 自 己真实的想法 ， 用她的说法是
＂

换了个说法
＂

。 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为接下来的矛盾埋下导火线 ， 也成为 Ｙ 导师后续给出的建议 Ａ 同学依然觉得

＂

无法接受
＂

的
一

方面原因 。 虽然 Ａ 同学当时觉得
＂

我的东西她终于能够接受

拍





华东师范大学硕壬研究生学位论文


了 ， 觉得蛮开也的 ， 觉得挺好的
＂

， 暂时的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其实是矛盾的

升级 。

沟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不坦诚为论文的写作増加 了 困难 ， 也让 Ａ 同学

的酝酿许久的情绪最终爆发 。 经历了选题的争取之后 ， 在 Ａ 同学和 Ｙ 导师都比

较认可的选题的实际操作阶段 ， 因为双方意见不同 ， 而导师在这个过程中处于

绝对的控制地位 ， 导致 Ａ 同学认为之前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 ， 情绪得Ｗ爆发 。

情绪和矛盾爆发过后 ，
Ａ 同学一方面对 Ｙ 导师彻底放弃 ， 对论文失去信也 ， 另

一方面对研巧生教育也失望透顶 。 但是 ， 不幸中的万幸是 ， 对于 自身 、 对于作

为独立个体的 自我依然保有接纳 ， 就像她 自 己说的 ， 就算什么都没了 ， 也不能

＂

把 自 己逼死
。

。

仁 ） 导师方面

调查研巧显示 ， 导师的工作时间分配从多到少依次是 ： 科研项 目 、 指导研究

生 、 教学 、 提髙本人学术水平、 社会活动 、 狂会兼职 。 指导研究生这一导师的根

本职责被排在了科研项 目之后 。

Ｗ

从调查数据看 ， 部分研究生导师肩负长期 、 艰

苦的科研任务 ， 同时需要进行教学授课 ， 还有部分导师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和其他

兼职 。 导师的
＂

忙
＂

在客观上决定了导师无法给与更多地时间进行师生交流 ， 也

就难 保障相对深入、 全面的对学生进行指导 ； 另
一方面 ， 导师的

＂

忙
＂

也会给

学生带来一定的也理暗示 ， 即
＂

导师很忙 ， 不方便去打扰或麻烦导师
＂

， 这样一

来 ， 就更容易使师生之间产生一种疏远感 。 陈世海等人在对那些认为与导师沟通

较少的研究生的调查中发现 ７０ ． ７％的人认为导师太忙影响 了师生双方的交流 。 许

慧琳等人的调查也表明 ５９ ．５％研巧生认为师生间沟通少的原因是导师太忙 ， 无暇

顾及 自 己 。 Ｗ上研究表明 ， 导师工作任务量繁重对导生沟通影响是巨大的 。

指导风格主要反映导师的个人特征 ， 具有很强的
＂

个性化
＂

的特点 。 国 内有

学者大致地区分了
＂

师道尊严
＂

型 、 民主型 、 友爱型 、 期待型 、 合作型等师生关

系类型 。 其实导师指导风格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 ， 诚如不同的人格特质难 做出

高低好坏的区分
一祥 。 不同的导师在长期教学 、 研究 、 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形成不

ｉｗ 习黎．硕古研究生与导师沟通现状调查及其改善策略探析 ［
Ｄ

］
．重庆 ： 重庆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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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风格 ， 遇到不 同 的研究生也会碰撞出不 同的火花 ， 所 Ｗ经常会见到哪怕 同一

个导师带的几个研究生 ， 他们之间也会形成不 同 的交流风格 。 导师因其在学术上

的权威性和沟通艺术上的成熟性 ， 在这样的导生沟通关系 的建构中拥有主导权 。

因此 ， 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动性 ， 在导生交往过程中调动起研究生积极展开思维活

动 ， 有助于研究生对导师的理解 、 尊敬和热爱 。 反之 ， 学生感受不到学习 的乐趣 ，

产生厌学也理 ， 长此 Ｗ往 ， 对导师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 ， 妨碍导生间的情感和思

想交流 ， 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也就无从谈起 。

回到换导师事件 ，

＂
一

入师口 的时候她就这样讲 ， 你就说你要是想读博 ，

我也帮不 了你 。

一

开始就把话说的特别 明 白 ， 她的风格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

不会什么拐弯抹角 。 还讲什么情境什么 的 ， 根本没有 ， 她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

么 ， 在你面前就根本就不需要情境 。 她不会考虑到说在那多人面前要考虑到你

的面子 ， 不会这样考虑的 。

一

点都不中 国人 ， 有时候我觉得很粗暴 。

＂

据 同 口

师兄 Ｃ 的讲述 Ｙ 导师按照 自 己
一

贯的
＂

风格
＂

及时抓住教育时机对 Ａ 同学进行

了教育 ， 同时也跟对待师 口里所有人
一

样 ， 在进入师 口 的时候就对新人直截 了

当的讲清楚 ，

＂

如果你不想待在这个师口 ， 就可 Ｗ离开… …我现在的 口是开

的 ，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

。 显然 ， 该导师早己形成 自 己的独特
＂

风格
＂

， 并且

一直 此为的独特风格为理 由要求其 口下 的所有学生认同 自 己的风格 。 但是 ，
Ｙ

导师认为 自 己 自 成
一

派的这
一

＂

风格
＂

显然给导生沟通带来了不少 困犹 ， 然

而 ， 处在绝对优势地位和拥有绝对权威的导师并没有主动做出调整 。

当前 ， 各种新技术 、 新知识层出不穷 ， 多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也不断涌

现 ， 这就要求导师不仅要在 自 己的专业领域有深入研究 ， 还要对新发展方向 、

新知识积极跟踪 、 了解和掌握 。 然而 ， 有部分导师知识更新速度跟不上时代的

发展 ， 知识结构老化 。 另
一方面 ， 随着研究生数量的迅速增长 ， 研巧生导师队

伍也不断扩大 ， 但是根据资历和科研经历遵选出 的导师队伍质量弱化 、 培养学

习 的经历简单化 。 导师 自身水平的不足对于师生间的沟通也不靑于一个导生关

系的影响 因素 。

作为导生关系 中主导性优势的拥有者 ， 导师的
＂

诞生
＂

、 导生之间 的匹配 、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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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相处中 的 问题化及导生关系 出现 问题时的解决路径换导师事件都可 给我

们启发 。 不可否认的是 ， 传统的人情 、 面子观念在象牙塔里并没有削弱 ， 这在很

大程度上阻碍了导生关系 的匹配 、 导生之间 的相处模式的现代性的建构 。 当然 ，

制度设计上本身存在的漏洞也应该 引起关注 。 建立弹性合理的导师准入制度 ， 完

善导师考核制的 同时 ， 不应忽视的是 ， 合理的导师流动制 。 在导师制的设计上 ，

缺少 了导生之间合理流动空间 ， 这在面子观念深重的我国无疑是加剧 了制度本身

的呆滞性 。 固于不和谐的导生关系敢怒而不敢言 ， 敢想而不敢做 ， 让导生之间的

学术交流沦为长辈对晚辈的说教 ， 研究生教育 的学术性和教育性均成为奢谈 。

第五节 研究反思

一

、 研究方法的反思

一

般来说 ， 科学的研巧方法分为Ｈ个层次的探讨 ：

一

是方法论层面 ；

二是研

究方法层面 ；
三是具体操作技术层面 。 首先在方法论层面 ， 本研巧采用实证主

义的方法论 ， 该方法论强调实证规范与准则 ， 强调价值中立 ， 对研究过程进行控

审 Ｉ

Ｊ 。 人们生活在社会上 ， 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即使没有亲身的体验 ， 也经常耳闻

目 睹 ， 因此 ， 人们往往认为社会现象是大众所熟知的事情 。但是这种
＂

自 Ｗ为是
＂

并不是研究的正确方式 ， 把社会现象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作综合的考察 ，

去发掘存在和影响着它们的各种社会联系才不会走 向偏颇 。 导生关系不尽和谐的

客观存在 ， 简答地通过典型现象描述是难 说明 问题的 ， 必须从这些现象产生的

背景和社会环境 ， Ｗ及当前我国导师制 的产生和运行中寻找答案 。

其次 ， 研究方法 。 根据不 同的研究 目 的和不 同 的研究对象 ， 人们可 采用不

同 的研究方法 。 本文在不 同的章节所运用到的实证研究方法有所侧重 ， 如第
一

章

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导生关系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 找到本研究的研究

基础与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 第王章是通过典型现象分析方法对导生关系的情景

和事实进行描述、 提炼 ， 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法 。

最后 ， 具体操作技术 。 列宁 曾在 《哲学笔记 》 中提到 ，

＂

现象比规律更丰富 ，

ＷＳ

周益斌 ．当前我 国大学文化危机研充 ［
Ｄ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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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 、 不完全的 、 近似的
＂

， 他反对把规律 、 概念绝对化 、 简单

化、 偶像化 。

１Ｗ这给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Ｗ启示 ； 现象是丰富的 ， 也是复杂 的 ，

更是无法穷尽的 。 在导生关系 的研究过程中 ， 不妨从换导师的事件出发 ， 抽离出

典型现象 ， 将此作为研究的切入 口 。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曾对导师王瑶教授提

出 的
＂

典型现象
＂

理论进行了概括与实践 。 虽然这
一

理论是在文学史领域实践 ，

但是对本研究同样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 因为该理论认为 ，

＂
… … 因为某

一

现象

除 了 它和其他现象所共有的 同一本质 Ｗ外 ， 还包含有不 同于其它现象而为其所独

有的纯粹个别 的 因素
＂

。 如何在既要保留作为现象特征的丰富性 、 具体性 、 个别

性的 同时 ， 又要进行
一

定程度的概括、 抽象 揭示教育现象的 内在联系与共同

特征 ， 同时满足 Ｗ上显然存在着矛盾 的要求 ， 就是研巧的难点 ， 也是其特殊困难

所在 。

二 、 研究过程的反思

首先 ， 研究对象的选择 。 质 的研究与量的研究遵循的是不 同 的思维范式 ， 关

注的不是客观的分类计量 、 因果假设论证或者统计论证 ， 而是化会事实的建构过

程和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 的经验和解释 。 这种过程性的 、 发生在人机互

动之中 的对意义的探索很难用
＂

效度
＂

这类规则来进行判断 。 因此 ， 在研究设计

阶段 ， 通过追 问 自 己
＂

我的研究结果是否将会是真实的 ？
＂ ＂

我将如何排除 （或

减少 ） 这些失真 ？
＂ ＂

我的研究结果可 １＾ ＞１找到哪些其他的解释 ？

＂ ＂

如果我采用不

同 的方式进行此项研究会获得什么不 同 的结果 ？
＂ １ Ｗ

笔者在逐步缩小研究范围 、

最终选定研究题 目 的过程中 ， 这些 问题
一直在脑海中 。 可 Ｗ说 ， 这些 问题是不可

避免的 ， 但也是笔者需要尽力克服的 。

笔者在正式访谈和研究之前先进行了前期 了解 ， 对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的态度

进行了摸底 。 因为 ， 他们的态度
一方面决定了此研究能否顺利进行 ， 另

一

方面直

接也影响研究的效度 。 让笔者出乎意料的是 Ａ 同学非常配合 ， 而且主动为笔者提

＂ ９

钱理群 ． 略谈
＂

典型现象
＂

的理论与运用一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 ［ Ｊ ］ ． 文艺理论研究 ，

１ ９ ９８ （ ５ ） ： ３ ５ ．

陈 向 明 ．质 的研巧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
Ｍ

］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００ ： １ １ ２ ．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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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个方面的信息 。 因为 Ａ 同学身为当事人本身也很想知道 ， 同为学生的研究者

怎样看待这件事 ， 另
一

方面 ， 也希望通过笔者的研究能够真正为和谐导生关系的

建构有所助益 ， 或者起码让这
一

问题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 Ａ 同学表示虽然 自 己

成功地换了导师 ， 论文和就业也进展顺利 ， 但是因为与前任导师 Ｙ 之间 的关系不

尽和谐 ， 也确确实实让 自 己的研究生生活深受影响 。 作为
一

名女生 ， 这样的影响

可能除了直接影响 了 自 己在研究生阶段的生活质量 ， 而对于 Ｗ后的影响还未可知 。

Ａ 同学的信任和支持给 了笔者莫大的动力和信也 ， 也让笔者更加坚定的尊重事实 、

客观分析的决屯、
。

但是 ， 遗憾的是 ， 事件的另外一位当事人 Ｙ 导师缺席本研究 ， 用 Ａ 同学的话

来讲
＂

我们导师非常爱惜 自 己的羽毛 ， 她不会参与 的
＂

。 这为该事件的还原和事

实厘清带来
一

定的难度 ，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研究的效度 。 为了有效的弥补这

一遗憾 ， 笔者分别与 Ａ 同学的 同 口Ｍ 和师兄 Ｃ 进行了沟通 。 这两位见证者与 Ａ 同

学都比较熟悉 ， 其中 同 口 Ｍ 与 Ａ 同学 同
一

届 ， 与 Ｙ 导师的关系 比较好 ， 同 口师兄

Ｃ 则是去年刚刚毕业 。 通过几次接触和预访谈 ， 笔者发现同 口 Ｍ 具有非常强的倾

向性 ，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会从动机的角度有意识的
＂

保护
＂

Ｙ 导师 ， 但是在其

所讲述的基本事件上与 Ａ 同学和 同 口师兄 Ｃ 相吻合 。 通过对同 口师兄 Ｃ 的接触和

预访谈 ， 发现同 口师兄 Ｃ 虽然已经毕业 ， 但是对 Ｙ 导师仍然也存忌禅 ， 笔者在沟

通过程中慢慢打消 了受访者的顾虑 。 笔者在综合考量的情况下 ， 最终选取同 口师

兄 Ｃ 作为访谈对象 。

其次 ， 事件分析的维度 。 通过访谈进行案例 的深度挖掘 ， 通过对细节的深思

可 Ｗ实现数据分析难 达到 的质感 。 但是事实是具体的 、 零散的 、 质朴有力的 ，

但是对于 问题的思考和求解却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实 。 因此 ， 在分析的部分笔者从

尝试从制度的角度进行思考 。 从
一

定文化习俗 、 社会惯例等环境中诞生的制度 ，

一

旦形成便会 内在地产生 自我强化机制 ， 会产生
一

定的路径依赖 。 笔者希望在抽

象出事实的基础上 ｜＾１制度为工具解读导生关系的起点 、 冲突和 出路 ， 防止淹没在

细节之中而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 但是 ， 不得不说 ， 因为笔者的研究精力和

功力有限 ， 制度分析方面笔者仅限于导师制的研究 。 但是 ， 显然作为导生关系 的

６ ８





华东师范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仅仅从导师制的角度还是不够的 ， 研究生教育的相关制度 、 课程教学相关的

制度等等都会对导生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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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古人云 ： 亲其师 ， 信其道 。 自古至今 ， 师生关系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都备受关

注 。 当今 ， 新生代成为高等教育的生力军 ， 但是新生代所处的文化、 生活环境和

教育经历百经将他们塑造成特质鲜明的
一

个群体 。 虽然近几年随着研究生教育的

扩招导师队伍也进行了扩充 ， 但是作为研究生教育领路人的导师队伍却还保留着

基本稳定的结构 。 在研究生教育扩招 由量向质转型的背景下 ， 研巧生与导师之间

主体视角上的沟通问题不断显现出来 。 随着导生关系恶性事件的曝光 ， 导生关系

质量逐渐引起学界思考 。

因此 ， 笔者选取换导师事件进行深度访谈 ， 力求通过对不同主体的真实想法

的梳理 ， 探究当下导生关系的 问题所在 ， 造成导生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又有哪些 ，

进而从导师制度的角度寻求解答 。 导师的
＂

诞生
＂

、 导生之间的匹配 、 导生在相

处中的 问题 １＾；及导生关系出现问题时的解决路径换导师事件都可化给我们启发 。

不可否认的是 ， 传统的人情 、 面子观念在象牙塔里并没有削弱 ， 疫在很大程度上

阻碍了导生关系的匹配、 导生之间的相处模式的现代性的建构 。 当然 ， 制度设计

本身存在的漏洞也应该引起关注 。 在导师制的设计上 ， 导生之间合理流动空间狭

小 ， 这在面子观念深重的我国无疑是加剧 了制度本身的停滞 。 園于不和谐的导生

关系的学生敢怒而不敢言 ， 而导师也碍于面子按下不提。 导生之间的学术交流缺

少了和谐的氛围 ， 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性和教育性均面临严峻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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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

［３ ］ 薛天祥 ． 研巧生教育学 ［Ｍ］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３ ３２

－

３３ ３ ．

［４ ］ 于光远． 导师与研究生的对话 ［Ｍ］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 １ ．

［５ ］ 周洪宇． 学位与研兜生教育史 ［Ｍ］ ． 北京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１ ５ ．

［６ ］ 王松俊等 ， 研究生教育导论 ［Ｍ］ ． 北京 ：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４
－

８４ ．

［ ７ ］ 许克毅 ， 叶城著 ． 当代研究生透视的］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壮 ，
２００２ ： １ ０６

－

１ １４ ．

Ｉ ；引 李行健 ．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的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巧出版狂 ，
２００４ ： ４６６ ．

［９ ］ 林淑馨 ． 质性研巧理论与实务 ［Ｍ ］ ． 高雄 ： 巨流图书公司 ，
２０ １ ０ ： ２２ ９ ．

［ １０ ］ 何俊志 ， 任军锋 ， 朱德米编译 ．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曲 ］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

？± ，
２００７ ： ２５３

－

２５４ ．

山 ］ 陈向化 质的研巧方法与社会科学研巧地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 １幻 约翰 ？
Ｓ

？ 布鲁贝克 王绪承 等审 高等教育哲学的 ． 杭州 ： 浙江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 ２ ．

［ １３ ］ 裘克安 ． 牛津大学 ［Ｍ］ ．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
１ ９８ ６ ．８６ ．

口如 弗莱克斯纳 ． 英美德大学研巧曲］ ．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狂 ，
２００ １ ．２４０ ．

口引 阁光才． 大学的人文之旅——大学本科教育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重估 ［的 ． 北京 ：教

育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３ ３ ．

Ｕ引 刘献君． 发达国家博±生教育 中的创新人才培养 ［Ｍ］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
２ ０ １０ ： ９２

－

９３ ．

［ １ ７ ］ 读 ； ！马克 ？ 佩風 金尼 ？ 礼莱纳著 ；刘墙受 贺和风 ， 周艳辉译 ． 小趋势 ：决定未来大变革

的潜藏力量 ［Ｍ］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１

－

２ ．

［ １引 埃文 ？ 塞德曼著 ， 周海涛译 ． 质性研究中 的访谈 ：教育与化会科学研究者指南 ［Ｍ］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狂 ， ２００９ ：９
－巧 ．

［ １ ９ ］ 约憂夫 ？
Ａ

？ 马克斯威尔著 朱光明窜 质的研究设计 ：

一

种互动的取向 的］ ． 重庆 ： 重庆

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６７

－郎 ．

巧０ ］ 陈向耽 旅居者和
＂

外国人
＂
——留美中 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帕］ ． 北京 ：教育科

学出版化 ，
２００４ ．

巧 １ ］ 雅斯贝尔斯 ． 什么是教育 ［Ｍ］ ， 邹化泽 北京 ：生活 ？ 读书 ？ 新知Ｈ联书席 １９９ １ ： ３０ ．

巧２ ］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 国的影响 ［的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２ ： ２ ９ ．

二、 期刊类

山 乐江 ， 周光礼 导师制
＂

与
＂

老板制
＂
——

中外医学院校研巧生培养制度比较分析

［Ｊ］ ． 高等工程教育研巧 ２００８ 但 ） ： １ １ ７
－

１ １ ８ ，

［２ ］ 陈向耽
＂

质 的研巧
＂

中研究者的个人倾向 问题 ［Ｊ ］ ． 教育研巧 ，
１ ９９８ （ １ ） ： ２ １

－

２ ５ ．

閒 陈向耽 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 ？
位辕学生的个案调查 ［打 教育研究与实

验 ，
１ ９９６ （ １ ） ： ３ ５

－

４４ ．

［４］ 蔡琼 ， 吕改玲 ． 后喻文化背景下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和谐关系探讨 ［Ｊ］ ． 中 国高教研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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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２００８（３ ） ： ３ ９
－

４２ ．

［引 许迈进 ， 郑英稽 重反思 ＝ 重构研巧生培养中 的师生导学关系 口 ］ ． 教育发展研

究 ，
２０ （Ｔ７ （４ ） ： ７ ７ ．

脚 张静．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和谐关系研巧ｍ ． 中国高教研苑 ２００７㈱ ： ２ １ ．

饥 陈桂生 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的事态述评扣 ． 江苏大学学报偏教研巧版） ，
２００４ （３ ） ： ３９ ．

脚 洪恩强 胡天佑 ． 合作伙伴 ： 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的传统超越扣 ． 当代教育科

学 ，
２０ １ １ （３ ） ： 巧－

１８ ．

［９］ 黎茂盛 ， 陈大飞． 合作型研巧生师生关系 ［Ｊ］ ． 人力资源管理 ，
２０ １０ 巧 ） ： ２８４

－

２８６ ．

［ １ ０ ］ 范红霞 ． 论
＂

同伴探索式师生关系模式
＂

［Ｊ ］ ． 教育研究 ，
２００ ３ （４） ： ４８

－

５２ ．

［山 王守纪 ， 杨兆化 Ｗ尊重为核也的现代师生关系及其建构ｍ ． 教育理论与实

践 ，
２ ０ １ ０

，
３０ 巧 ） ： ３４

－

３ ７ ．

［ １到 张酣 ． 如何处理研巧生与导师的关系 ［Ｊ］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２００７ （９ ） ： ２ １

－

２５ ．

叫 ］ 罗尧庶 曹海艳 孙跃东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的导师制度 巧涵、 困境及超越

［Ｊ］ ． 江苏高教 ． ２ ０ １ １ （３ ） ： ６５
－

６ ７ ．

［ １４］ 周光礼 ． 转型期中 国师生关系的重构 ： 变革及其规制 ［Ｊ］ ．２００７ （７） ： ４ １
－

４５ ，

口引 王根顺 ， 陈蕾 ．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高校合并历史经验的理性探析 ［ｎ ．２００６ （６ ） ： ３ ３
－

３ ５ ．

［ １ ６ ］ 方华梁 ， 李忠云．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和谐关系探析 ［Ｊ］ ． 当代教育论坛 ，
２００９ （３ ） ： ２９ ．

［ １ ７ ］ 王艳霞 李波 国外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对我国 的启示扣 ． 重庆科技学院学

报 ，
２０ １ １ 巧 ） ： １ ６２ ．

［ １引 陈世海 ． 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 ｌａＡ华中地区某高校为个案 ［Ｊ］ ． 青年探

索 ，
２００３ （６ ） ： ２８ ．

［ １ ９ ］ 高鹏 ， 李媛 ， 张伟倩 ． 关于导师与研巧生关系的调查和实证分析 ［Ｊ］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

管理 ，
２００７ （４） ： １４５ ．

［２０］ 廖济忠 ，
王敏 ． 对新型导生关系的探讨 ［Ｊ］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０ ５ （８） ： ５６
－前．

巧 １ ］ 毕鹤霞 ． 研巧生师生关系探讨 ［Ｊ］ ． 中 国研巧生 ，
２朋５（４） ： ４

－

５ ．

口引 许迈进 ， 郑英宿 ． 三重反思 ： 重构研究生培养中的师生导学关系 ［Ｊ］ ． 教育发展研巧 ，

２００７ （４） ： ７ ７
－

８０ ．

［２引 楼成礼 ， 郑庆規 ， 林玲 ． Ｗ人为本 ，
重构研究生教育的导学关系 ［Ｊ］ ． 教育发展研

究 ． ２００４ 化 ） ： ２８
－

２９ ．

［２４］ 糞丽 ， 李最 习黎 ． 硕±研究生与导师沟通的现状及对策ｍ ． 教育探索 ，
２００９做 ： １２８

－

１ ３０ ．

［２引 周谊 ， 叶峰． 论研巧生教育中的师生冲突 ［Ｊ］ ．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２００６ 巧 ） ： ９ ^

９４ ．

巧引 许克毅 ， 叶撤 唐龄 导师与研究生关系透析扣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２０００城 ： ５９

－

６０ ．

巧７ ］ 张爱秀 ． 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研巧 ； 交易和契约 ［Ｊ］ ．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 ，
２００６ （ １ ０ ） ： ６４

－

６８ ．

巧８ ］ 楼成礼 ， 孟现志． 研究生导师非权力性影响为与议 ［Ｊ］ ． 中 国高教研巧 ，
２００４ （ １ ０ ） ： ５ １

－

５２ ．

巧９ ］ 陈俊现 文化反哺视致中研巧生师生关系构建之思考 ［ ＪＧ ．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 ，
２０ １ ０

巧 ） ： ５ ６
—

５９ ．

巧的 张婷 ， 赵超 ． 导师与研巧生指导关系 的和谱度分析 ［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巧会科学

版 ） ， ２００９ （４ ） ： ９２
－

９４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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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１
］Ａｎ ｔｈｏｎｙ ｓ ．ＢＲＹＫ ．Ｃｏ ｎ ｔ ｅｘ ｔｕａ ｌＩ ｎｆ ｌ ｕ ｅｎｃ ｅ ｓｏｎＩ ｎｑｕ ｉ ｒ ｉ ｅ ｓｉ ｎ ｔ ｏＥｆｆ ｅ ｃ ｔ ｉ ｖ ｅＴｅ ａｃ ｈ ｉ ｎｇ

ａｎｄＴｈ ｅ ｉ ｒＩｍ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 ｉ ｎ呂Ｓ ｔｕｄ ｅｎｔＹｅ ａｒｎ ｉ ｎｇ ［ 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ｃ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Ｒｅｖ ｉ ｅｗ
，
２ ０ １ ２ （ １ ） ： ８ ３

－

１ ０ ６ ．

巧 ２ ］ 陈世海 ， 宋辉 ， 滕继果 ． 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一一Ｗ华中地区某高校为个案 ［Ｊ ］ ．

青年探索 ， ２ ００ ３ （ ６ ） ： ２９ ．

［ ３引 张静 ．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的和谐关系研巧 ［Ｊ ］ ． 中 国高教研荒 ２ ０ ０ ７（９ ） ： ２ ２ ．

［ ３ ４ ］ 杨燕 ． 文化视野下 中美师生关系 比较 ［ Ｊ ］ ． 基础教育参考 ，

２ ０ ０ ７（９ ） ：１ ９ ．

巧 ５ ］ ［美 ］理查德 ？ 斯科特 ． 比较制度分析的若干要素 ［ Ｊ ］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

２００ ７
 （ ７ ） ： ２

－

巧 ．

［ ３ ６ ］ 付八军 ． 论大学教师的社会职责 ［ Ｊ ］ ． 黒龙江高教研究 ，
２ ０ １ １（ １ ） ： １ ３ ．

［ ３ ７ ］ 刘敬连 ． 美 国哈佛大学教授招聘制度评析 ［ Ｊ ］ ． 世界教育信息 ，

２ ０ １ ２ （ １ ２ ） ：
２ ８ ，

巧 ８ ］ 刘超 ． 中 国大学 ： 历史 、 现状及其他 ［ Ｊ ］ ． 壮会科学论坛 ． ２ ０ ０ ９ （ ３ ） ： ４９ ７ ５ ．

巧 ９ ］ 顾海兵 ， 李 国胜 ． 院± 、 导师制度及其他 ［ Ｊ ］ ． 社会科学论坛 ． ２ ０ ０ ９ （ １ ０ ） ：６ ７
－

７ ７ ．

［４０ ］ 李莉 ． 社会学视阔下的牛津大学导师制 ［ Ｊ ］ ． 高教探索 ，
２００８ （ ５ ） ：３４

－

３ ６ ．

［４ １ ］ 张国攫． 培养精英的牛津大学 ［ Ｊ ］ ． 书屋 ，
２ ０ ０ ６ （ １ ０ ） ．

［４２ ］ 毛金德 ， 马凤岐 ． 研究生教育场域 ： 概念与框架 ［Ｊ ］ ． 高教探索 ，

２ ０ １ ５ （ １ ０ ） ： ２ ９ ３ ３ ．

［４ ３ ］ 周文辉 ，
王战军 ， 刘俊起 ， 李 明磊 ， 吴晓兵 ， 周玉清 ， 赵清华 ． 我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

一一基于在读研巧生的视角 ［ Ｊ ］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２ ０ １ ２
（ １ ２ ） ： ３４

－

４０ ．

［４４ ］ 张宿 ， 文晓巍 ． 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满意度模型实证分析一一基于华南地区 ６ 所研究

型大学的调查 ［Ｊ ］ ． 中 国高教研究 ，

２ ０ １ ４ （ ２ ） ： ６４
－閒 ．

［４引 郭英剑 ． 哈俩大学如何考核青年教师 ［ Ｊ ］ ． 教育旬刊 ，
２ ０ １ ３ （８ ） ： ６４ ．

［ ４引 鲍超 崔文孰 蔡勇强． 谈案例研巧 中 的规范化问题一一兼评 《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

了 ？
位辕学生的个案调查 》 ［Ｊ ］ ． 上海教育科研 ，

２ ０ １ ２（ ７ ） ： ４４
－

４７ ．

［ ４ ７ ］ 周文辉等 ． 我国高校研巧生与导师关系现状调查 ［ Ｊ ］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
２ ０ １ ０ （ ９ ） ： ９ ，

［４引 林伟连 ， 吴克象 ． 研究生教育 中师生关系要突 出
＂

导学关系
＂

［Ｊ ］ ．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 ，
２ ０ ０３ （巧 ： ２６ ．

Ｓ、 学位论文类

［ １ ］ 王佩贞 ． 研究生眼中 的师生关系 巧 ］ ． 南京 ： 苏州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０ ．

［ ２ ］ 支爱玲． 教学 中建构合作型师生关系 的思考 ［扣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０ ２ ．

［ ３ ］ 卢文文 ． 交往视野下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 中 ］ ． 武汉 ： 中南民族大学学位论

文
，

２ ０ １ ０ ．

［４ ］ 朱莉 ． 研究生师生关系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类专业为例 阳 ］ ．

武汉 ： 华 中农业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１ ．

［引 徐娜 ． 高校研究生导师指导方式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 巧 ］ ． 重庆 ： 西南大学学位论

文 ，
２ ００ ７ ；５ ６ ．

［ ６ ］ 王卓然 ． 新制度主义视阔下本科生导师制制度建设探究 ［Ｄ ］ ． 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学位论

文 ，
２ ０ １ ３ ．

［ ７ ］ 尹晓东 ． 博±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影响 因素研巧一一基于重庆五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 Ｄ ］ ．

重庆 ： 西南大学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４ ．

［引 王茜 ． 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造力 的影响研究 巧 ］ ． 北京 ： 中 国科技大学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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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２ ０ １ ３ ．

［９ ］ 廖萍． 哈佛大学博±生导师制度研制Ｄ］ ． 天津 ： 天津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２０ １ ５ ．

［ １ ０ ］ 张凌云． 德国与美国博±生培养模式研究巧 ］ ． 武巧 ： 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 ２０ １０ ．

［ １ １ ］ 刘彦彥 ． 高校研巧生导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巧 ［Ｄ ］ ． 济南 ： 青岛大学学位论文 ，
２００９ ．

［创 张国橡 我国贯通式博±生培养模式的研巧的 ．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学位论文． ２００８ ．

［ １ ３ ］ 习黎 硕±研巧生与导师沟通现状调查及其改善策略探析 巧 ］ ． 重庆 ： 重庆大学学位论

文 ． ２ ００８ ．

四 、 报纸类

［ １ ］ 郑晋鸣 ． 导师怎能变
＂

老板
＂

阳］ ． 光明 日报 ，
２００７

－

７
－

１ ８ ．

巧 ］ 别敦荣 ． 研巧生教育亟需
＂

由胖变壮
＂

防］ ． 中国教育报 ２０ １４
－

１０
－

２２似 ．

［３ ］ 高說． 把发展重点 引 导到提高质量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读 《学位与研巧生教育发

展
＂

千Ｈ五
＂

规划 》 附 ． 中国教育报 ，
２０ １ ７

－

１
－

２ １似 ．

［４］ 陈叶軍 研究生教育 ： 从管理到治理的 ． 中国社会科学报 ，
２０ １４

－

３
－

２８似 ．

五、 辞书类

［ １ ］ 秦惠 民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 ［Ｓ ］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化 ，
１ ９９４ ： ２４ １ ．

凹 中 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 ［Ｚ ］ ． 北京 ：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
１ ９８５ ： ２ ０ ．

閒 顾明远等． 教育大辞典 ［ＺＬ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１ ） ： １ ０３

－

１０４ ．

［４ ］ 谢安邦 ． 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报告研巧 ［幻 ． 上海 ： 中 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

２００５ 学术年会论文集 ， ２００５ ： ％—

３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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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访谈邀请函

您好 ；

我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育学原理专业 ２０ １４ 级硕±研究生 ，

正在做
一

份主题为
＂

研巧生师生关系的研究
＂

的研巧 ， 本次研究内容主要嫂及硕

±研究生在读期间与导师的师生关系现状、 主要存在的问题化及对策研究 。 为了

真实还原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师生关系的生覆状况 ， 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能够进行深

度访谈 ， 真诚邀请您加入 。 非常感谢您分享关于这个话题的故事及感悟 ， 希望通

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 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助益 ， 能够为改进高校工作 ！Ｍ及为同类研

究提供有益补充 。

作为研巧者 ， 本人会最大程度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 ， 在成文期间也会和您巧

持沟通 ， 论文发表前亦会请您校检 。 所 Ｗ请您对隐私保护方面的问题放也 ！

再次感谢您的理解和鼎力支持 ， 相信有您的加入 ， 会使得本次研窥更加丰富 ，

最后祝您学习工作顺利 ， 谢谢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王伟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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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 部分访谈提纲

学生访谈提钢
—

、 基本情况

１ 、 您的基本情况

？是否有过工作过 ？ 如果有 ， 工作过几年 ？

？当初为件么选择跨专业考研呢 ？ 期待在研究生期间有哪些改变 ？

？你选择导师时 ， 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 例如学术水平、 科学道德、 科研态度 、 对学生

关也程度等等 。

２ 、 您导师的基本情况

年齡 ：职称 ：行政任职 ：社会兼职 ：导师带的学生数 ：

二、 具体情况 （事件的起因 、 过程、 结果 ）

１ 、 对师生关系的评化 你是如何评价你和导师之间的关系的 ？

２ 、 对你现在的导师了解吗 ？你主要了解导师哪些方面呢 ？

３ 、 你认为导师在哪些方面对你影响比较大 ？ 说说你和导师之间印象最深的事 。

４ 、 导师对你们管得严格 （多 ） 吗 ？ 主要管哪些方面呢 ？

５ 、 你觉得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 ？

６ 、 矛盾 问風你和导师是否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摩擦 ？ 如果有 ， 事情是由什么原因 引起

的 ？ 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 导师如何反应 ？

７ 、 变化问题 ：从师生关系确立到现在 ， 你觉得你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域者说你对导师的认识）

是否发生过变化 ？ 如果有 ， 变化是怎样的 ， 是由什么 引起的 ？

８ 、 你认为你和导师之间的师生关系对你的学习 、 生活有影响吗 ？

９ 、 请问你和导师平均多久见
一

次面 ？ 你觉得这个频率可Ｗ吗 ？ 为什么 ？ 若不可此 理想的

频率是 ？

１ ０ 、 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善师生关系 ？

１ １ 、 你平时接受的指导的形式是 ？ 你认为这种指导方式效果如何 ？ 为什么 ？

１ ２ 、 你认为导师带的研巧生数会影响到导师对你的指导效果吗 ？ 具体影响哪些方面 ？

１ ３ 、 你对导师的指导方式和指导效果有什么看法 ？

１ ４ 、 你也 目 中理想的导师是怎样的 ？ 你认为理想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

１ ５ 、 关于选导师或者师生关系方面 ， 你有什么建议给学弟学妹呢 ？

导师访谈提巧

１ ． 平时您对 自 己的学生管得严格吗 ？ 主要管哪整方面 ？ 效果如何 ？

２ ． 您如何评价您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 您与您的学生之间有什么 印象深刻的事情 ？

３ ． 您认为师生之间除了学业关系是否应该有其他方面的沟通 ？ 学习之余 ， 您有组织过相关

活动来增进与学生么间的感情吗 ？

４ ． 在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与研巧生发生摩擦的经历 ？ 如果有 ， 主要是由什

么原因 引起的 ， 您通常是如何处理的 ？

５ ． 您认为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 当前导师面临的主要压力和困难有哪些 ？

６ ． 您认为当前导师和研巧生么间哪些方面做的不太好 ？ 普遍存在的 问题有哪些 ？ 您是如

何看待和评价 ？

７ ． 您认为导师对研巧生的培养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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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您欣赏什么样的学生 ？

９ ． 您理想中 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１ ０ ． 事情的起因 、 过程、 感想 （为什么 同意 ？ 如何看待这件事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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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曾经无数次想到 自 己此刻的也瞎 ， 因为 ， 提笔写到这里也就意味着整个论文

的写作告
一

段落 ， 研究生的生活也即将画上句号 。 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 好像又无

从下笔 ， 好像这不是个结束 ， 而是
一个开始 。 经历了几番波折 ， 终于把论文的完

整稿拿出来的时候 ， 那种紧张略带兴奋 、 不舍混杂着些许憧憬的情绪确实难 Ｗ言

表 。 说这不是一个结束 ， 是因为初来师大的情景就像昨天 ， 历历在 目 。 说这不是

一

个结束 ， 是因为对于这个学科而言 ， 好像 自 己才刚刚入口 ， 打开
一

个新世界的

大口 。 这
一

方面是因为 自 己学艺不精 ， 确实还有许多进步之处 ； 另
一

方面 ， 是因

为 自 己也中还有
一丝欣慰 。 欣慰的是 ， 这样的一种视角 、

一

口学科 ， 幻化成了一

种习惯 、

一

种思维 ， 甚至一种情结去看待人和事 。 对作为个体的 自 己来讲 ， 自我

的丰富和继续更新的冲动在这个结束的时刻好像才正式开始 ， 这样想来何尝不是

一

种幸运 。

感谢我的导师马和民老师 ，

一方面感谢导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 的循循善诱 ，

另
一方面也感谢导师带领我打开

＂

新世界
＂

的大口 。 当然 ， 除了学术上的引导 ， 马

老师在生活上的言传身教也时刻影响着我 ， 相信送些为人处世之道将让我受益终

生 。 感谢一直关也爱护我们的师母黄平女± ， 严慈相济的师母给了我们很多湿暖

和关怀 。 这样的师母既是淳淳教导我们的长辈 ， 又是可Ｗ谈也畅聊的朋友 。

感谢教导过我的教育学系的老师们 ， 教育学系作为一个大家庭给了我们一个

载梦的港湾 。 谢谢你们给予我的启迪 ， 感谢马庆发老师在访谈时给予我的启发与

指导 ， 感谢周勇老师在预答辩时候给我提出 的诸多建议 。 同时感谢在教学系走出

去的两位亦师亦友的师姐一陈群和魏莉莉两位师姐 ， 感谢她们专程来参加预答

辩并给与我启发 。

感谢我的两位同 口徐丽、 罗时燕 ， 感谢你们Ｈ年的陪伴和激励 ， 相信那些并

肩作战的 日子让我们都长出 了错甲 ； 感谢我的师兄弟姐妹们 ， 感谢周益斌师兄 、

王东师兄 、 张红霞师姐、 獅义峰师兄 、 李晓师兄 、 曾祥霖师兄、 戴国立师兄 、 陈

诚师姐 、 王德胜师弟 、 王新林师妹、 杨彥星师妹和姚
一

洁师妹等众师兄弟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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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陪伴 ， 感谢大家在这段历程中对我的包容 、 鼓励和帮巧 。

感谢我的朋友们 ， 孙雅文、 宋一婷 、 王文洁 ， 感谢你们的朝夕相伴 ， 那些相

互扶持的 日子想起来总是闪着柔光。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 感谢我的妈妈在我人生决定的十字路 口鼓励我坚定的选

择 自 己想要的去追逐 ， 感谢我的爸爸努力擇起
一个家 ， 也感谢我尚未成人的弟弟 ，

他的调皮和懂事让我体会作为长姐的责任 。

最后 ， 希望我们都能够
＂

不忘初也 ， 不畏将来
＂

。 因为 ，

＂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

我们面前什么都有 。

＂

王 伟

２０ １ ７ 年 ４ 月 ３ ０ 日

于文科大楼 １ ０２５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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