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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在我国从教育大国逐步迈向教育强国的进程中，要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重视教

育质量，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当前，立德树人已成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与灵魂，而师德是教育工作者的灵魂。导师作

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过硬的道德品质对人才的培养有极大的影响，因此重视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至关重要。

师德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导师要在坚定的职业理想信念指引下，通过持续的理论素养、专业技能

学习和持续不断的实践，致力于追求职业荣誉感，强化职业责任感、使命感，提升自我实现需要的内驱力；学校要重视加强大学文

化建设，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不断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导师培养、遴选、监管和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为导师满足自

我实现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关键词：内外因；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内在机理 

 

引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研究生教育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教育督导评估作用，引导学位授予单位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国务院在《关于印发<全国专业学位

水平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新时代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第一标

准，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唯一标准。[1] 

日益扩大的研究生教育规模需要庞大的导师队伍予以支撑和

提供保障，导师队伍建设和管理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据统计，

考研报名人数从 2018 年的 238 万到增加至 2022 年的 457 万，录取

人数也呈逐年递增趋势。因此，导师“僧多粥少”问题在高校日益

突出，师德师风建设成为高校的主要认为之一，需要高度重视，而

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努力。一方面，导师是师德师风建设的自律主

体，是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也是推动师德师风长效良好发展的内

驱力，具体表现在要在职业理想树立、职业技能提升、职业作风建

设、职业声誉追求等方面下功夫，让“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成为

导师职业发展的最高追求和思想指引。另一方面，学校对导师的激

励、监督和保障机制，是外因，对内因起引导、管理和制约等作用，

是师德师风建设的外部条件。文章以地方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师德

师风建设为切入点，从内部和外部因素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进而探

讨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机理，为推动地方高校研究生导

师师德师风建设提供发展思路。 

一、背景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

为本。所谓师德，就是教师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养；师风，是教

师这个行业的风尚风气。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首要任务。

“传道”就是向学生传授有关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传授社会主义

的核心价值观，使学生能够正确看待宇宙人生，正确为人处世。 

几千年来，重视教师道德修养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把

“师德”作为为人师表的重要体现。导师良好的师德风尚有利于塑

造学生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利于以德施教、以德育

德，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为社会输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利于防范和抵制高校导

师师德失范，打造高素质导师队伍。导师作为研究生的第一责任人，

只有自身素质过硬，才能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力去指引学

生，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榜样和引路人，点燃学生求知的热情，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曾提到

“教育，就是毕业后把所有在大学学到的东西全都忘掉，留下的东

西就是大学所学到的”。这句话告诉我们，高等学校的本质就是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德是第一位，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一脉相承。 

大学之所以为大，根本在于学生之大、在于学术之大。学术视

野、学术氛围、学术气度、学术环境才是根本，对学校发展、学生

培养、学术成就产生根本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加强师德

建设的必要性，提出“要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

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3]。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低，不仅取决于导师专业理论水平，也与导师

的思想素质、高尚品德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作用密切相关。加强研究

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利于引导事前预防、规避和抵制师德失范问

题，利于引导导师将师德内化为价值追求、外化为行为自觉。因此，

要不断重视提升导师业务水平，重视提升职业道德修养，打造高素

质、有道德的导师队伍，为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当前，地方高校部分导师在思想政治、学术道德等方面违背职

业道德。因此，导师师德师风建设还需要继续努力。 

二、地方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的影响因素 
（一）职业理想模糊，职业责任感、使命感不强 

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导师队伍需要，导师资格评选条件松绑、评

选过程流于形式，日常的过程管理不足。一导师队伍层次不齐，且

存在“马太效应”，面对职业发展困境，倾向于封闭自己。部分新

晋导师，职业角色尚不清晰且需要时间转换，学业导师姑且称职，

人生导师重任难以胜任。二导师指导人数过多，导师团队作用难以

发挥，普遍存在对学生放养式管理和蜻蜓点水式指导，部分导师担

任行政职务，学生指导精力不足、质量堪忧。三学术权力有弱化趋

势、奖惩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使得导师职业认同感、荣誉感、价

值感不强。因资源分配等存在不公正等现象，普通导师积极性受挫，

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大打折扣，主动提升个人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的动力不足。 

（二）大学文化建设成效不显著，学术氛围不够浓厚 

大学是有精神的，成功的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办学理念和大

学精神，藉以振奋激励和凝聚人心。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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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此基础上，中

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到: “大学：楼，气，

个都不能少。”大气，是指一个学校的学术视野、学术氛围、学术

气度、学术环境，就是它的校风、学风。大气不仅是一所学校风貌

的反映，更重要地是会对一所学校的发展、学生的培养、学术的成

就产生根本性影响。 

当前，地方高校虽重视大学文化建设，但是没能建成强有力的

大学文化风貌，大学文化的凝聚作用无从发挥。实际上，“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内部驱动力，那就是软文化基础，

学校层面即为尊师重教、崇尚学术的大学文化，导师层面为高度的

职业认同和职业荣誉感驱动下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能力提升。 

（三）学校人才评价体系和导师师德师风管理机制不尽完善 

“成果导向”下的地方高校普遍以申请国家级等重大项目和课

题、发表高级别论文等为主要评价标准和奖惩依据，激励作用非常

明显。而部分学科难以在课题和论文上取得太多突出成绩，现行机

制成为无形压力和阻力。部分导师也会受自身能力不足和外界评价

等影响，懈于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 

“结果导向”的导师考核制度下，高校疏于对导师对日常工作

情况的监测与监督，学生问题反馈机制和渠道不尽健全和畅通，导

师指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难及时发现与应对。因此，部分导师思想

意志上麻痹松懈，出现一些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而学校只能事后

干预和处理。此外，受“结果导向”人才评价和考评机制刺激，学

术不端等职业道德问题频频出现。 

三、地方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机理探讨 
（一）导师层面 

研究生导师的自律是影响师德师风的内因，是形成良好师德师

风氛围的本源与动力，健全师德师风长效机制，构建高校导师师德

师风的自律机制是首要一环。一是主动加强个人修养的提升，不断

加强学习理论，始终牢固树立立德树人意识，坚定理想信念，树立

远大的职业职业理想，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强化

职业责任心、职业态度。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是修炼师德师风

的必要途径和根本方法。研究生导师要不断地学习有关教育的法制

法规、重要论述、教育知识、教育技能等，夯实自己从事人生导师

和学业导师的基本理论素养。二是切实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提升职业技能，只有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切实用于指导实践，才能

实现导师的基本职责，才能彰显立德修身、立德育人效果和成果。

因此，导师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理论与实践在相互作用下

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三加强对研究生学术指导的同时，注重对学生

的人文关怀，不做违反职业道德、学术道德等的事情，重视与学生

建立和谐健康的师生关系，在学习和立德、教书、指导、研究等实

践过程中，做到“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

务社会、为人师表”，努力达到“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其身正，

不令而行”的境界[1]。 

总之，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导师要始终坚持教书与育

人、言传与身教、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

一，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

都要不断主动精进职业理想、职业技能、职业态度、职业良心、职

业责任心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达成自我实现需要的重要内容，通

过不断的学习和精进，才能将研究生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和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的全方位、全过程。 

（二）学校层面 

师德师风建设是学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一场持久战、攻坚

战，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2]。作为导师耐以生存的载体，高校要

从多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导师培养、遴选、管理等一系列体制机制，

为锻造高素质导师队伍夯实基础。一要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建设，营

造学校尊师重道、崇尚学术的文化氛围，让浓厚的大学文化氛围为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进而提升学生的大学认同

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大学文化作为软文化，对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老师的潜心任教都能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影

响。二深入推动人才评价体系的不断优化和改革，让不同学科、不

同类型的教师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让学术权力成为高

校的一股强劲力量，不断发挥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的科学评价体系[3]，师德是对导师遴

选、招生、评优评先、考核的第一评价标准，具有“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作用，科学健全的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评价机制，是打造优

质导师队伍，是导师队伍良性发展的重要环节。三强化导师师德师

风正面激励和榜样示范作用的宣传工作，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

用，传播新时代导师新形象，展示优秀导师风采，弘扬高尚师德师

风，营造尊师重教、师德风尚良好氛围。四建立健全过程监督和管

理机制，严格导师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要求导师

注重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明确导师师德“禁行行为”和惩处办法，

开展年度履行情况督查和检查，实行导师师德师风行为报告制度，

建立健全师德失范行为受理与调查处理机制和师德违规查处通报

制度。五合理运用导师师德师风评价结果，完善表彰奖励及管理办

法，健全师德师风激励机制，形成良性的持久推动力。 

总之，重视和不断加强导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是学校发展的命

脉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也是检验高校立德树人成效的关

键指标，师德师风建设需要从内外等多方面、持续性努力，不仅要

激发研究生导师勇于、乐于追求自我实现的内驱力，而且要善于加

强学习，用自己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引导、指引学生成长成才；通过

建立健全机制和体制，为导师和学生的职业发展和求学之路保驾护

航，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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