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第 4 期
2008 年 12 月

Vol．27 No．4
Dec．2008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导师要则

杨 卫

关键词：导师要则；研究生；指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043（2008）04－0269-03

作者单位：310027 浙江大学

作者简介：杨 卫（195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大 学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今天主要想谈谈作为研究生导师所不能做的

一些事情，可称之为“十诫”，作为导师要则。
1 诫“光当老板”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读研究生的时

候，学生都称导师为老师。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读

书的时候，同学之间提到导师都称“boss”。 时下研究

生在网络文化等等影响下， 经常称呼自己的导师为

“老板”。 “老板”这个称呼有几重涵义：可以是爱称，
导师给学生提供科研资助，指导研究方向；可能是憎

称， 学生觉得导师让自己做各种事情； 也可以是戏

称，是导师不在场时同学之间的互相调侃。
但是，导师自己不应以老板自居。导师地位建立

在三个权威基础上： 学术权威、 道德权威和经济权

威。 导师在学术上站得高、看得远，在各方面能够为

学生争取到各种各样的资助， 支持学生的科学研究

工作，成为学生的楷模，这样才能建立起权威。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一个 “我教

你学”的过程。 研究生做科研应该有创新，其中的创

新点有些是学生自己悟出来的， 有些是在导师指导

下悟出来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导师和学生应该是互相探讨、互相促进的关系。

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认为

“一日为师，终生为友”更为贴切。 作为导师，最高的

境界不应该是“门徒满天下”，而应该是“桃李满天

下”。学术上很有成就，得到学界的尊敬，这都是比较

高的荣誉，但是最高的荣誉应该是“桃李满天下”，这

是导师自己内心世界能够得到最大满足的境界。
2 诫“尽做监工”

导师们应该做到帮助学生在学术方面尽快成

长，而不是整天监督学生每天做了什么事情，这样既

无益于学生的发展， 也无助于学生产出高水平的创

新性成果和培养高水平人才。所以要把学生当学生，
不能视为劳动力、下属。在学术上应该和学生互相探

讨，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因此，导师指导也应该是以

“激励”为主，“监督”为辅。在导师和一群学生所形成

的研究组中，也需要有和谐的学术生态，让大家自主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导师应该鼓励学生自主创新， 不能要求学生过

于循规蹈矩。 完全循规蹈矩的学生可能成就也不会

太高，而且要求学生完全循规蹈矩，可能会遭到学生

反感，引起师生关系紧张。
3 诫“漠不关心”

导师对学生漠不关心是一个极端， 但这种情况

目前也不少。 现在全国高校每个导师指导在校生平

均是 8 人左右，这个数字在全世界都算是高的。美国

的导师指导学生平均是 2~3 人，欧洲更少，台湾地

区、韩国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
中国有句古话：“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这

在每个导师指导学生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或许可以，
但人数多了以后就有一个规模化培养的问题。 导师

人均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增加， 容易导致导师精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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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对每个研究生可能不会都关注到，这样就会造成

一个问题：即个别学生或一批学生表现不是很好，影

响到导师、学科甚至整个学校的品牌，这就是个人发

展与集体品牌的关系。 所以还是应该给予学生足够

的关心。
再谈一下梯队结构化的喜与忧。 目前存在一种

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导师下面有教师团队：博士后

帮助带学生，博士后下面又有博士生，博士生带硕士

生，形成了一个梯队结构。 这种结构有好处，就是可

以带很多学生，学生的成果看起来很大。但是这种情

况也有负面效果， 就是导师和学生的指导关系已经

不大了 （可能到答辩的时候都不认识自己的学生）。
部分学生因没有得到导师及时的教导， 尚未养成学

术规范，为了达到毕业要求，可能出现论文抄袭等问

题，到时候就要遗憾终身了。所以说导师对学生的关

注很多时候影响到学生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每个导师在整个学术生涯可能培养很多个学

生， 每个学生对导师来说是诸多学生之一———one
of many。 但是对学生来说，在他研究生阶段这几年，
对他是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其中导师就是最重要

的，是领路人。
还要强调一下分类型关注与全过程关注问题。

要区分不同的学生：有的学生自主性很强，只要给

予一些指导和指点就可以；有的学生自主能力没有

完全培养好，这就需要全过程关注。 对于每个学生，
导师要体会他们不同的特点，针对不同的特点进行

关注。
4 诫“呵护过紧”

导师对学生关心的频次也需要把握。 对一个学

生，导师一个月关心一次和半个月关心一次，这个差

别可能很大，当然过多过频也未必合适。创新需要空

间，学习研究需要时间，所以导师需要留给学生必要

的时间和空间。
培养研究生的目的何在？ 培养研究生的目的并

不是为了完成某篇论文或者某个项目， 而是为了培

养他的研究能力。所以“呵护过紧”对培养能力不利。
需要在“呵护过紧”和“漠不关心”之间找一个平衡

点，这也是做导师的艺术。
我 们 希 望 培 养 的 学 生 具 有 多 样 性———造 就 品

格、促进创新。这就像某些体育项目中的规定动作与

自选动作。 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比例是需要掌握

的。对研究生来说，规定动作是基本的方法、学识，自

选动作是学生的发挥。这有一个过程，有的工作是熟

练性工作，做一段时间就会了；还有的工作是挑战性

工作。 培养学生应该从熟练性工作转为进行挑战性

工作。
怎样判断对学生是不是呵护过紧呢？有个表征：

小组会时学生不会讨论，学生不会提批评性、建设性

意见；或者是导师在场与导师不在场大不一样，导师

在场时学生不肯交流， 导师不在场时学生可以交流

得很好，这也是有问题的。应该是导师在不在场情况

都差不多，这样才说明导师掌握得比较适度。
5 诫“批评不停”

不要不断地批评学生。 自信是学生很重要的品

质，千万不要剥夺他们的自信。屡屡的心理挫折会使

学生无措手足。偶尔一次严厉的批评是必须的，但是

经常的批评是有问题的。 导师和学生在学识上并不

站在同一高度， 但师生在学识上的不平衡不应该演

化为“滥用话语权”。这会引起创新意识的泯灭，会引

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与师生关系紧张。
实际上研究生、 导师、 培养环境的利益是一致

的。 学生有好的创新性成果，导师有荣誉感；同样导

师的学术地位提高，学生也会有荣誉感。对学校来说

也一样，学生培养得好，科研成果丰富，也关系到学

校的利益。
过度批评还会造成过度批判的学风与文风。 蔑

视权威的目的不是为了蔑视权威， 不是为了单纯批

判，或者依靠批评成名。 批判是为了对新领域、新问

题的深入思考。
6 诫“处事不公”

应注意导师处事不公的问题。 导师断错一事便

会挫伤一个学生的积极性。 比如研究生培养机制改

革以来，导师可以给学生一定的资助，但是切忌将学

生待遇过度量化，导致学生的不平衡。
导师也不要把学生分成不同的亲疏等级。 这样

容易造成学生或不信任导师，或奉承之风盛行。如果

在学生中养成这样的风气，就很难出成果了。
7 诫“用心不专”

导师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专注的， 但是中间

过程由于受其他事务的干扰，容易分散精力。所以我

想提醒年轻导师不要丧失“学术前行”的精神支柱，
在逐鹿学术前沿时不要盲目跟风。 导师自己如果对

某一学术领域不够了解，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研究，
对学生的指导就不会很中肯。

研究中还要注意根与枝的关系， 磨刀与砍柴的

关系。需要时刻把握研究方向，准确区分研究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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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和次要问题。对年轻的导师而言，年轻时要打

好学术底子，阅历深厚后再做战略科学家。
8 诫“治学不实”

前段时间，美国 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蛳
tion）的项目申请不命中率达到了 90%，评审通过的

只有极少项目。申请项目基金具有了“博彩”效应。因

此申请人尽量将申请材料做得完满， 不断制造一些

新 概 念 ， 导 致 了 浮 夸 ， 申 请 材 料 成 了 一 个 “good
story”，但是离实现却差很远。

30 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硬”科学与“软”科学

的概念。什么是硬科学和软科学呢？可以完全被验证

的是“硬”科学，其他无法完全验证的都是“软”科学。
这样说来广义相对论，基于广义相对论的超弦理论，
以及基于超弦理论发展的其他理论都已经不能算是

硬科学。 现在的科学 90%都已经是“软”科学了。 并

不是说“软”科学就不好，但治学需要尽可能的“实”，
但是不可能完全“实”，需要从一个学者的良心上说：
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实”了。

人脑具有“造概念”与“逻辑批判”两重功能。“造

概念”太强会变成空想者，“逻辑批判”太强则没有创

新，这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借用胡适的话就是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
9 诫“逐末忘本”

学 生 在 研 究 中 容 易 犯 的 一 个 错 误 是 Tangent
Off，走死胡同（或者说是刀不快，光砍枝蔓）。 研究中

遇上问题后抓住不放， 结果把原来的研究目的丢开

了。过度追求细节会导致丧失研究方向，容易做的东

西先做，不太重要的东西做了很多，真正的研究内容

却忘记了。
这和导师判断力以及价值观有关系。 导师需要

帮助学生确立“什么是重要的”这个观念，认准以后

往下走，不要过多理会细节。当然也有可能出来一个

细节是重要的、可以出成果的，这就需要导师的判断

力，也要让学生具有这样的判断力：做大事，顶天立

地，原始创新。
10 诫“快速扩张”

年轻导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和其他研究

组攀比学生数，喜欢多招学生。 这样加速度过快、惯

性过大，结果无力驾驭。因为年轻导师在初始阶段往

往还不知道如何指导这么多的学生， 也往往不知道

如何获得科研项目来支持这些学生的研究； 同时年

轻导师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招到最好的学生。 年轻

导师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还在攻坚阶段， 过早分散

精力会导致成就不高。
所以我建议年轻导师在刚刚起步阶段指导三

四名学生就足够了。 到自己视野比较开阔、可以触

类旁通、科研经费也比较充足的时候，再来指导更

多的学生。
（本文摘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 年第 7 期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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