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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导师制度浅谈如何发挥导师“科研育人”体系中的作用 
王慧娣 1 王晨 1  闫国栋 1 

（吉林大学 建设工程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导师是“科研育人体系”的领路人，导师制度能否切实贯彻、能否正确运用将关系到研究生个人今后的人生走向和该群

体的培养质量。目前，我国的导师制度在条例方面臻至完善，但是在如何结合结合实际情况运用，尤其是如何将制度手段引入到“科

研育人”体系中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本文立足于“科研育人体系”，细化明确导师责任、精准定位导师职能，并通过对比中外导师制

度，挖掘我国现行导师制度的缺陷，就不足之处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力求从导师制度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科研育

人”体系与研究生教育的有机结合，完成从制度到应用的桥梁建设。 
 

1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要求赋予“科研育人”新意义 

研究生是我国需要重点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担负着建设国

家的重任。近年来，伴随我国实施研究生教育改革进入了快速

发展时期，在竞争激励程度、录取难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与高校

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的双重加持下，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总体

呈现增长的趋势，并且增长幅度趋于加快，2018 年达到 238 万

人，较 2017 年增幅 18.4%。在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深造成为

许多学生会选择的路径。国内升学比例排名前十的高校有超过

40%的学生都选择了继续升学深造[1]。 

表 1 国内升学比例前十高校 

学校 清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国内升学率 54.2% 50.69% 48.89% 44.68% 43.35% 

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东北大学 吉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国内升学率 43.33% 43.09% 42.1% 41.78% 40.84% 

由于教育建设发展速度相对于招生容纳速度来说略有迟

滞，研究生教育质量呈现下滑趋势。从研究生的培养意义来看，

质量下滑必然会导致我国教育事业的迟滞。因此，为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书写教育的“奋进之笔”，教育部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发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实施纲要》最核心内容是包括科研等是各方面在内的“十

大育人”体系及其实施的内容载体和路径方法。贯彻落实科研

育人体系的基本要求，有助于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打下

坚实基础。在“科研育人”体系中，《实施纲要》强调，应发挥

科研育人功能，优化科研环节和程序，完善科研评价标准，构

建集教育、预防、监督、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健全优

秀成果评选推广机制，实施科研创新团队培育支持计划、科教

协同育人计划、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计划，培养选树一批科研

育人示范项目、示范团队[2]。 

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主体，在“科研育人”

的“科研”和“育人”模块均居于关键地位。“科研育人”因其

概念的概念复合性而具有十分深刻的科学内涵。“科研育人”由

“科研”和“育人”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在科研人才的培养的

同时侧重人格的养成、品格的塑造和素养的提升，二者缺一不

可。由此可见，“科研育人”是一种育人理念、育人方法和育人

过程，在有目标、有责任、有意识的教育引导行为下，贯穿于

研究生科研、学习和生活的各个环节，遵循教育和人的发展规

律，在关注研究生科研进程的同时不乏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

和连续性的重视，结合科研过程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科研之中，最大程度上发挥“科研

育人”的持久影响力，在提高学生科研能力水平的同时，也提

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素质修养，建立师生学术共同体[3]。 

首先，导师在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和创新创造能力上负有

首要责任。一是导师负有培养研究生认知思辨能力的责任，从

指导正确认识科研行为开始，掌握进行系统调查分析的能力和

学术探究的基本方法，包括大量的文献检索的消化、整理和综

述，直到能做科研、会做科研，帮助学生树立科研理想，坚定

科研信心。二是导师负有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责任，循

循善诱，引导学生通过思维逻辑和经验素养，提出科研问题，

以已知求未知，以常规探特殊，帮助学生提升洞察事物本质和

探寻事物间联系的能力，从而让学生达到科研的最终目的——

在原有的科学水平上实现成果创新，如发现新现象或提出新假

说。 

其次，导师在塑造研究生思想品质和学术道德修养上负有

首要责任。一是导师负有塑造研究生科研精神的责任。科学研

究具有枯燥长期和繁琐复杂的工作性质，科研精神是一种非智

力因素支撑，意味着研究生具备强大的独立性和意志力来调节

情绪认知和平衡外界干扰，在探索步履中理性面对成功与荣誉，

平和面对挫折和失败。只有拥有勤恳踏实、认真细致、艰苦奋

斗、的坚韧不拔科研态度和意志品质的研究生才能得到严谨的

成果。二是导师负有塑造研究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责任。“科研

育人”的使命不仅是为了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培养

具有高水平科研道德的人才。我国科研领域一些诸如学术造假、

近亲繁殖的思想风气，严重腐蚀了高品格科研队伍建设与发展，

只有将“科研”同“育人育德”紧密结合，才能推进物质成果

和精神文明成果双发展。在新形势新时代下，更需要导师以身

作则，发挥带头作用，严格遵循科研道德，引导研究生以科学

报国为理想信念，自觉自愿将自身的科学理想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结合，追求真理、坚定理想信念，将个人的发展前途同

中华民族振兴结合，以社会进步和发展为己任，增强为人民谋

幸福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以引导“科研育人”体系向

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2发挥导师制度在“科研育人”体系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新时

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的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4]，足

以见到国家对学生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这就需要我们要抓住

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

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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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不断使教育事业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研究生的思想中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宏图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是要求我们从宏观调控和微观个人双方

面重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导师机制角度探寻我国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改革的良丹妙药。 

我国现行导师制度包括遴选制度、评价制度、学术制度和

教学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导师制度在教育理念、

职能风格上仍然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对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推动发展。我国具有特殊而复杂的导师遴

选制度，仍未建立系统健全的评价制度，学术制度和教学制度

上和欧美国家既一脉相承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科研育人”体

系是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一个分支，如何发挥导师

在该体系中的首要责任是改革的一大难点。以下就中外导师制

度的差异，浅谈理应如何最大化发挥导师制度的作用。 

（1）取消遴选制度，加强导师岗位化。 

（2）建立导师团队指导模式，由单一职能向全职态转化。 

（3）制定政策，实施评价制度。教育具有社会本质，评价

制度亦具有其社会性。 

（4）本土化应用学术制度和教学制度。大学的研究型和教

学型功能存在的差异使得教学制度和学术制度是互有不同又相

互依存的关系，教学制度最能直观体现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学术制度则是学术界探讨的根本性问题[6]。 

对此，我国应坚持以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为导向，设立讲

座制为核心、习明纳模式为基础的相关研究所机制，形成不受

国家监督和世俗限制的自由学术[7]。但是，追求学术自由并不意

味着要抛弃现代学术官僚制的特征，国家在学术体制的构成、

学术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学术晋级标准的确立方面仍具有宏观

调控的核心作用，同时针对出现的制度弊端不断反思和进取，

结合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尝试创建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

密不可分的教授终身制度以及一系列匿名评议、审阅等制度和

独特的院系结构[6]，排斥学术近亲繁殖现象，力求强化学术共同

体制度的力量，力保学术质量和学术公正。 

3结论与建议 

与欧美等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导师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

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并扩大，成为我国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挡在如何实现导师在

“科研育人”体系中首要任务的拦路虎。若从根源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意识到我国研究生教育基本国情与研究生教育的导向

的矛盾——即教育的发展速度跟不上容量扩大速度的矛盾、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矛盾。

若不能认识到这一根本问题，从改革导师制度角度来发挥导师

在“科研育人”体系中首要责任，进而提升我国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水平的理想则无异于纸上谈兵。在新的形势下，对包括

遴选制度、评价制度、学术制度和教学制度在内的导师制度俨

然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庞大工程。要完成好这件事，高等院校

和社会各界需要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教育的重要精神，共

同努力，积极配合。同时，在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为

根本保证的前提下，国家政策的导向显得尤为重要，将导师的

首要指导意义重视起来，强调将“育人”寓于“科研”，以“科

研”带动“育人”，这也需要教育部、高校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密

切配合，寻求配合的平衡点，合力各方，共创教育事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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