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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学关系是高校最为普遍的人际关系之一，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导学关系

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形态，出现了“亲子”型、“师徒”型、“放养”型和“雇佣”型等导学关系。不

同形态的导学关系也催生出了不和谐的因素，造成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紧张。受我国传统伦理关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信条的影响，学生在与导师关系上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本文探讨了“雇佣”

型导学关系带来的学生情感无归属、导学沟通受阻以及学生合法权益未得到保障等负面作用，为建立健

康长远的研究生导学关系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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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at the postgraduate stag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large-scal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also presents more diversified forms, such as “parent-child” type, “men-
torship” type, “free-range” type and “employment” type.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mentoring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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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ship also give birth to the disharmonious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grad-
uate student and the tutor. With the credo of “One day as teacher, one life as father” in our tradi-
tional ethical relationship, students are in a naturally weak po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men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mployment” typ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such as students’ lack of emotional affiliation, obstructed communication and student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healthy and long-term 
mentoring relationship for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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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扩大，刺激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根据教育

部数据，截止 2024 年 1 月，我国已累计培养 1100 多万名研究生，2022 年在学研究生人数达 365 万。进

入新时代，全国 780 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输送了 60 多万名博士和 670 多万名硕士

[1]。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也带来了导师规模的扩大，2020 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指导教师数 48.28 万人，

是 2000 年的 5.4 倍[2]。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科研、就业、思想

负有全过程指导的责任，导学关系也是研究生阶段最常见的人际关系之一。研究生和导师数量的提升，

也使得导学关系出现更加多元的形态，不同形态的导学关系也催生出了不和谐的因素，造成研究生与导

师之间的关系紧张。 

2. 硕士研究生阶段“雇佣”型导学关系现状及“猎身机制”视角 

2.1. 硕士阶段导学关系类型及“雇佣”型导学关系 

1)“亲子”型导学关系 
许多导师信奉我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条，自觉做起了学生在校园的第一

监护人，把研究生当成子女，倾注爱心、呵护成长，指导学术、关心生活，他们会经常跟学生一起吃饭、

旅游、逛街、聊天，请学生到家里做客，甚至会代替父母，操持学生的终身大事和工作安排，跟学生建

立起亲密无间的良好关系[3]。 
2)“师徒”型导学关系 
在西方，学徒制甚为普遍，是主要的职业教育形式，比如木匠、鞋匠等生活类职业工种用学徒制培

养，雄辩家、法律家、书记员等行政工种也用学徒制培养。二战后，学徒制走向了重生之路，成为了现

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手段之一[4]。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择徒拜师几乎是所有文化艺术门类传承过

程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主要的传承方式。当代研究生学习生涯，导师作为“传道受业解惑”的角色，不仅

带领学生寻找有意义、有前景的研究方向，而且在为人处世、价值观念上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3)“放养”型导学关系 
部分导师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或者校外事业较多，日常事务比较繁忙，与学生的见面交流较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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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分派自己的博士生或者其他同事帮忙带学生。有研究生“戏言”，研究生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共计

见了三次导师：一次选导师、一次开题、一次毕业答辩。还有研究生除了日常见不到导师外，还要帮着

导师管理师弟师妹，指导同门看文献写论文等。 
4)“雇佣”型导学关系 
当下研究生培养模式，导师通过主持国家、地方政府课题或企业委托的课题获得科研经费资助，研

究生通过为导师完成科研任务获取一定的经济补贴，这已构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5]。当下一些研究生导

师通过自己校外创建公司或是利用一些代理机构，低成本的用自己的技术工人——那些他们指导的研究

生学生，去承接一些临时性的商业项目，或是送到某些公司去实习，也构成了和“猎身”或“劳力行”

相似的机制。 

2.2. “猎身机制”视角的介入 

学者项飚着眼于全球信息产业浪潮中的印度技术劳工，印度人开设咨询公司(Body Shops)，作者称之

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 IT 技术工人，然后根据客户项目需要把劳动力提供给客户，劳力行直接管理

技术工人，在猎身中，工人们与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雇主可以随意的裁撤他们。如果

雇主不再需要这些人，劳力行可以把这些人指派给另外雇主，或是“坐板凳”，坐板凳期间只有基本生

活费，没有工资[6]。 
与印度“劳力行”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学里的导师们与学生之间没有明确的合同约束，不受劳动法

的管辖范围，但是导师通过学生毕业论文通过与否进行对学生的实际控制，进而可以利用这些近乎免费

的劳动力，从某种角度上看，学生像是导师们的雇员，而中国的大学里，也的确有很多学生称呼自己的

老师为“老板”，这个称呼的形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来自教育行政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的学术研

究资源与巨大经济利益源源不断地涌入高等学校当中，大学成为资本密集型场域，教师也拥有了获取更

多资源与利益的可能，导师、研究生也逐渐形成“雇佣”式合作[7]。 

3. 硕士研究生阶段“雇佣”型导学关系正负面作用机制 

3.1. “雇佣”型导学关系正面作用机制 

1) 增加学生读研期间收入，减轻经济压力 
课题研究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完成这个过程，被分为不同的环节，从前到后依次

是申报、立项、开题、实施和结题。导师申报科研项目成功后，学生协助导师收集资料、做实验收集数

据等，最后顺利结项。课题里劳务费这部分就是用来给参与课题的研究生发工资的，工资的多少虽然在

课题预算里有说明，但是实际发放的多少要看导师。 
研究生作为学生，获取收入的固定途径是国家每月补贴，对于家境一般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的科研

项目劳务费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硕士生活费、科研费有了着落，学生可以拥有更多的学习和科研

时间。 
2) 增加科研项目学习机会，提升个人科研能力 
首先，在跟随导师做科研项目的全过程中，可以培养和提高研究生逻辑思维能力。提出研究选题时，

通过比较、分析他人的研究与自己研究的异同点，从而提出有所超越的创新性选题；在资料处理中，运

用集中法，通过汇总资料，从中发现新问题、新关系或新规律；在解决问题、提出方案时，通过扩散发

现法，发散思维去诱发新设想、新方案。其次，学习基本的理论研究方法，培养分析思维能力，通过归

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方法，得出新观点、新方法，从而锻炼逻辑思维能力。最后，通过对特定案例进行

学习、分析，更好地掌握案例中所体现的科学思维方法或者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从而使自身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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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得到改进和提高。 
其次，跟随导师做科研项目的过程中，每位研究生得到的提升也不相同。一些价值比较低的事情是：

按老师的安排执行任务——做实验、查资料等等，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可替代性也很强；价值中等的

事情：在老师安排的基础上做一定拓宽和延伸——分析数据、做小的技术改进、撰写项目书草稿等等；

价值较高的事情：相对独立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实现、帮助老师指导和培养新生、申请到项目经费等等。

导师也会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学习力把学生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最后，导师也会引领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帮助学生爱上科研。在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导师也会让学

生逐步认识到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尽可能地将科研的本真面目呈现给学生，学生逐渐理解科研的本质

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不是将科研简单地认为是枯燥、无聊、寂寞的代名词。 
3) 增强研究生社会实践，为就业打下基础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认为，硕士生教育应重点培养学生解决当代社会、经济

和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硕士研究生在读阶段，部分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时，误认为自

己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匹配的，高估了自己的实践胜任力。 
硕士研究生就读期间，学生能够获得跟随导师做科研、公司实习等机会，既能够通过参与团队项

目和合作活动，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成功案例的累计，

可以增强自身的信心和自我认知，为未来的就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例如，经过多年探索，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结合节水农业相关专业特色，整合原有科研资源，建设了相对独立、多学科共享的作物高效

用水科研试验研究平台[8]，在该平台下，研究生可以进行课程研讨和论文写作，既能提高科研能力，

也能提升实践能力。导师将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传授、教导给学生后，学生能够更快更好地走上

工作岗位。 

3.2. “雇佣”型导学关系负面作用机制 

1) 学生处下位，无有效沟通机制 
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期间，导师和研究生的人际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导师是硕士研究

生在日常生活和科研活动中最常接触的人之一，导师也在硕士研究生学业生涯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紧张、爆发冲突的现象屡见不鲜，研究生因不堪导学关系冲突而引发心

理危机甚至自杀的事件频发[9]，部分硕士生认为因导师较少参与指导工作而感到导学关系淡漠，另一方

面，还有研究生认为自己与导师的关系仅靠科研利益在维持[10]。 
“雇佣”型导学关系中，导师作为“公司”老板，学生作为员工，具有天然的上下级关系，硕士生

处于下位。在上下级地位等级分明的情况下，学生对于某些事件的看法或者反馈都是隐藏的，不会表露

或者说表露后也得不到认可和回复，如华中农业大学导师黄某某学术不端，在指导学生失职失责、言语

不当、敷衍教学等问题，学生走投无路沟通无门，只能借助现代媒体平台，引发大众关注与讨论，最终

获得了公正的结果。诸如此类的导学沟通问题就严重阻碍了导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交流。 
2) 情感无归属，难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 
尊师重道、亲师重道、爱师重道，硕士研究生阶段良好的导学关系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极其幸运的

事，也会激励和引导学生爱上科研和沉浸研究。但在现今高校，导学关系并不全然如同我们所提倡的那

样和谐，而似乎更多的变成了一种“买卖教育”的形式，维系导学之间关系的不是教授之恩，育才之情，

而是利益的平衡，这其中甚至夹杂着无数的淡漠甚至对立与冲突[11]。某同学经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一所知

名师范院校，其导师除了学校的工作外，还利用职务之便成立了一所商业公司，其师门所有的学生必须

按照公司上班打卡进行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值班，每学期劳务报酬仅有两千元。期间也不乏师姐师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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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沟通交流，但是迫于毕业和学习压力，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学生们对于该导师的评价不再是一个

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而是一个充满了铜臭的商人。 
另一方面，导师基于极度推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教育理念，强调导师的权威性和主宰地

位，忽视甚至漠视研究生的人格独立性[12]。导师将研究生视为廉价劳动力，驱使研究生为自己承接的科

研项目“打工”，并给付一定的劳动报酬甚至无劳动报酬，严重阻碍了尊师重教的风气形成。 
3) 劳动无保障，无法律保护 
研究生和导师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不受劳动法规的约束，也不存在劳务关系。在学生与导师产生劳

动报酬纠纷时，从法理上讲，研究生向导师索取工资和加班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研究生取得的报酬

更多的是通过二者的口头协定或行业惯例，受导师个人意志的影响。因此当学生感受到自己受到不公平

待遇时，无法拿取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理权益，只能靠导师的自律与良知来保障学生的权益。某双

一流大学下面研究室导师利用职务开设了一家售卖当地特产的公司，该导师为了节约用工成本，安排其

所带研究生在自己公司值班，学生迫于毕业压力，敢怒不敢言，只能被动接受导师的安排。 

4. 应对硕士研究生阶段“雇佣”型导学关系负面作用的策略 

4.1. 构建导学匹配制度，避免盲目选导师 

学校、学院可以组织开展师兄师姐交流会，引导新生了解导师研究方向及为人处世的风格，除却研

究方向一致外，还需了解导师的性格，避免出现盲目“拜师”，却因为性格不合而产生矛盾。同时，学

院可以开展师生见面会、恳谈会，导师在选择学生之前也应该了解学生的基本信息、性格特征等，在相

互了解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带的学生。导学匹配制度的逐步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导学之间的摩擦，

降低学生压力过大更换导师的风险。 

4.2. 开展导学活动，增强导学情感链接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能够大大降低沟通成本，导师与学生之间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沟通不畅。“一

片草坪，几首老歌，漫谈人生，让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瞬时拉近。”在教师节举办“师生夜话”活动已

成为清华导学文化的新风尚。该活动紧密把握教师节和研究生新生入学等节点，将导学活动延伸到课堂

和实验室之外，将师生交流会与草坪音乐节结合，为师生交流创造了轻松愉悦的氛围环境，让导师和学

生的心灵贴近情感共鸣。华东理工大学 2023 年开展了导学羽毛球比赛、师生组消防演练，在激烈的比赛

中拉进师生关系。 

4.3. 加强学校保护，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学校学院成立专门导师管理会，明确导师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包括不得布置与完成学位论

文无关的任务。当学生质疑导师布置给自己的任务属于导师的私活，而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时，有权向

导师管理会进行举报、投诉，导师管理会要受理学生的举报、投诉，并进行独立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

作出处理。对于学校、导师的不合理处理，学生有权申诉，对于这些申诉学校也需认真对待。 

5. 结语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顶端，是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也是国家人才发展的重要

支柱。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既要指导研究生的学术发展和科研工作，也

要积极关注研究生的个人成长和思想动态。构建良好的导学关系，既符合新时代国家对高校研究生培养

的期许，也符合广大人民对高等教育的追求与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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