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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指导质量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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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生导师指导质量提升应考虑实行研究生导师与副导师制度，落实导师遴选与考核机制，同时导师
要加强自身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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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虑实行研究生导师与副导师制度
我国研究生培养实行的导师负责制，基本上是一

个硕士生对应一个导师，而一个导师可以对应指导多
个学生，导师的职责、权利划分明确，但其弊端随着
招生的扩大日益显现。第一，专业领域的单一性，使
得指导的硕士生研究内容、研究方式易局限于其导师
的专业领域，学术思维封闭阻塞，学术传承关系单一，
学术视野不宽，很容易造成硕士生亦步亦趋的状态，
不能挖掘自身潜能，学术创新更加困难。第二，人格
特质的独特性。导师和硕士生的人格特质都具有独特
性，因而单对单的指导不一定相投。导师在学术领域
或许具有很高的造诣，但其性格特征可能在指导硕士
生方面本来就存在一定的障碍，而由单个导师负责的
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师生之间学术交流的渠道。
如果导师不愿主动跟学生交流，不善于引导，而学生
又是偏内向，不善于表达，那么即使导师水平再高，
硕士生天赋很强，由于缺少学术沟通因而成就也有限。
第三，单个导师指导精力有限。在整个培养研究生阶段，
导师除了指导任务，还担负着教学和科研的任务，许
多导师长期不在位，硕士生多处于放养的状态，更多
是依赖自主学习。随着研究生的扩招，导师指导的研
究生越来越多，更加分散导师有限的精力，导致培养
质量下滑。

为了克服上述弊端，应该加强硕士生导师团队的
建设。在导师团队中，确定一个主导师及若干副导师，
以不同性别、不同教龄、不同导师年限、不同职称、
不同性格特质进行优化组合，实现优势互补，确保导
师与导师之间、导师与学生之间能做到有效沟通指导。
导师团队建设对导师负责制来说，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导师指导质量的提升。研究发现，不
同性别、不同教龄、不同导师年限、不同专业的导师
胜任力有差异，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因而导师团队的
建设，可以注重引导每位导师在这同一平台体现自己
胜任力突出的一面，比如年轻导师在学术思维上更显
活跃，科研能力处于稳步上升的过程，与学生交流也
更注重平等自由，而教龄长的导师在职业道德和职业
品格方面更完美，专业基础更为深厚扎实，对年轻导
师起榜样作用。

二是有利于加强对硕士生的培养。硕士生导师团
队中有多个导师承担培养任务，并且是优化配置，对
于硕士生来来，每一个导师有不同的学术专长、不同
的性格特质，在自己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可以提供更有
效的指导。而且团体培养，可以集思广益，使得硕士
生可以从不同的导师学习优秀的特质。同时在与多个
导师的交流过程中，硕士生的潜质也更易被发现、挖
掘和发展。
二、落实导师遴选与考核机制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硕士生导师岗前培训、开展
业务活动、合理的遴选制度和考核评价制度对导师胜
任力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因此对于硕士生导师指导质
量的提升，主要也应从这几方面着手。

一是优化硕士生导师遴选制度。硕士生导师的遴
选制度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建议取消遴选制度，
目前导师评选主要依赖职称，而这种制度被认为会遗
漏一些没有高级职称却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他们具有
当导师的能力，却没有这种资历，而一些有指导资格
的导师却并不胜任职责。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一
定普遍。研究发现，对硕士生导师遴选制度熟悉的导
师其指导质量更好，而且 71% 的导师认为当前的遴选
制度较合理，有 25% 认为不太合理。这说明遴选制度
还是有必要存在，想成为硕士生导师必须了解导师遴
选制度，按照要求完备自身条件。另外针对现有导师
遴选制度存在的弊端，要做相应的改善，对具备硕士
生导师资格的教师可以破格使其成为导师。

二是建立有效的硕士生导师考核评价机制。遴选
制度是成为硕士生导师的入口关，而考核评价制度则
是强化过程管理，是保证硕士生导师胜任力的重要手
段。许多高校以遴选代替评价，许多教师取得导师资
格之后便缺乏发展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研究
生导师考核评价机制尤显重要。导师考核评价机制主
要可以从以下方面去设计 : 一是自评，硕士生导师就指
导研究生的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可以促进导师进行反
思和改进；二是互评，导师相互进行评价，可以起到相
互督促的作用；三是学生评，学生对其导师的指导效果
做出评价，对导师具有激励作用。
三、导师要加强自身素养的提升

提高硕士生导师的自身素养，外部环境和条件的
创设固然重要，但主要还是依靠硕士生导师的自主学
习意识和行动自觉。

第一，运用动态的管理手段。研究生的培养不是
大规模批量生产，而是精细化高标准的雕琢。这就要
求硕士生导师对学生的管理不能按照条框精致的管理，
而是针对每个研究生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进行动态的管理。

第二，丰富有效的指导方式。对于硕士生存在的
普遍问题，可以座谈讨论，进行团体指导；而对于个别
学生存在的单独问题，可以进行个人指导。个人指导
可以采取面对面方式、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
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因人因问题而异。

第三，引导积极的科研创新。首先硕士生导师要
适宜地传授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其次要传授自身的有
益经验；再次要引导学生增强对所学专业的尊崇，寻求
科研创新的切入点；最后要为硕士生提供科研创新的平
台，给予足够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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