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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研究生导师与学生
沟通方式方法问题

赵　燕

【提　要】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良好沟通�对提高教与学活动的成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处于主导地位的导师要从思想上重视�从态度、氛围等小处着手�从聆听、激励等处
做起�使师生的沟通既和谐又有效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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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与沟通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与人交往都是无
法避免的事情。在学校中�老师与学生的交流
与沟通更是频繁发生�成为人际关系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以往对师生沟通的研究也较多�
但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对导师与研究生交流与
沟通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一般是在谈到导师与
学生关系时有所涉及。毕竟研究生教育在我国
起步比较晚�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而已�导师与
研究生之间交流沟通也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
此方面的研究也就不曾成为热点。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生教
育的规模愈来愈大�从在校研究生的人数上来说�
现已位居世界前列�自1999年至2010年�研究
生招生人数增长了近9倍�① 可研究生导师数量与
水平的增长不可能在十年时间内实现同样翻番。研
究生师生比例的降低�导致学生与导师的沟通时间
大大缩短�因此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与学生进行
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提高沟通的效率�可以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对导师和学生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若沟通顺畅�师生都有良好的心情�能够
更深入地探讨问题�擦出思想的火花；若沟通
不顺畅�又不能及时解决�则对师生来说都是
很严重的损失�尤其对学生来讲�若因沟通问
题导致延期或不能毕业�对他们的一生都将产
生一定的影响。要避免此种损失�对师生来说
都要提高沟通的技巧�特别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导师更要从思想上重视�从态度、氛围等小处
着手�从聆听、激励等处做起�使师生的沟通
既和谐又有效地进行�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良
好效果�进而有力地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及我
国科学事业的兴旺发达。下面就从五个方面来
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提出宝贵意见。
一、建立平等沟通平台�营造
　　良好沟通氛围　　　　　

　　要打造一个健康、积极的沟通氛围�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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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在沟通过程中�导师是话
题与氛围的掌控者。导师在与学生的沟通中态
度很重要�平等地与学生对话�是营造良好沟
通氛围的基础�特别是对待刚入学的新生�平
等诚恳的态度能够很快地拉近陌生的距离。良
好的沟通氛围�有助于打消他们的种种顾虑�
使他们更好更快地敞开心扉�把自己对学习和
将来的打算和盘托出�使导师能够较好地了解
他们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他们的知识结构、
学习兴趣、能力特长等等�以便导师据此来为
研究生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使学生能够
尽快地进入到新的学习与研究阶段�为学生顺
利地完成学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若导师的态度冷淡�高高在上�居高临下�
甚至视学生为劳动力、下属�将无法使学生敞
开心扉�也无法从学生那里得到真实的反馈�
无法更多地了解学生的意见及对将来的打算�
甚至使双方产生误解�不仅没有达成有效沟通�
反而会导致恶性循环�导师的话学生不愿听�
学生的想法、意见导师听不进�这对师生双方
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
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事业上�都是损失。对学
生而言�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其事业的开始�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没有好的开始�对其
的打击将是惨重的。而对导师而言�沟通不畅�
使其教育教学的目的等都不能实现。

当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不愿与导师沟通�
甚至是怕见导师时�作为导师不能把责任都推
给学生�要反省自身。要常常进行换位思考�
即站在学生的立场去想一想�就能理解学生一
些。如果老师能够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站在学
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责怪
学生�那师生之间的距离很快就会拉近�师生
之间的感情、信任度也会提升不少�从而为建
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换
位思考是建立平等沟通平台与有效促进师生沟

通的一个基本条件。而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
于形成和谐的沟通氛围和学术生态�使学生能
够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挑战权威�勇
于创新�并且不仅仅拘泥于导师的观点�与导
师在学术上形成互相探讨、彼此促进、共同提

高的态势�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因此沟通需要
一个平等、客观的平台�需要平等、自由、积
极的沟通氛围。
二、因材施教�提高沟通效果
导师要在沟通中及时发现学生的进步与存

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 “导” 学�根据每
个学生的需要与特点来进行教学指导是最理想

的�也是每个学生想要的。因材施教是导师指导
学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针对学生的不同需
要与特点�才能在沟通中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

导师的指导应该是启发与激励为主�督促
检查为辅�没有针对性的指导�说得再多也不
能形成有效的沟通。那种仅凭个人主观意识的
表达方式�既忽略学生的感受和需要�也不注
意语言、语气�所做指导和所发议论容易变成
命令、指责等的 “你向信息”�如导师对学生
说：“你怎么还没做完这个！” 这易使学生产生
反感、抗拒的情绪。结果是导师很累�学生也
很累�但是白辛苦�既无助于学生做出创新性
成果�也无益于学生今后的发展。如果导师用
“我向信息” 来表达�和 “你向信息” 相对的�
上面一句话可改为 “我认为你是能够完成的！
还有什么困难？”① 特别是在人多的场合�给学
生留有余地�使学生感到导师的尊重与信任�
对导师的意见也就易于接受。因此�导师应在
沟通中多用 “我向信息”�而少用 “你向信息”�
特别是对比较敏感的学生�尤其应多加注意。

导师要了解学生�不但要了解学生的学习
水平�而且要了解学生的性格�对不同性格的
学生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才能取得良好的沟
通效果。对待比较成熟、自主性较强的学生�
只要给予一些必要的指导和指点就能使之融会

贯通；对待不够成熟、自主性稍弱的学生�就
需要给予较多的关注；有的学生准备做学问而
又确实有这个能力�就应当在学术上对其严格
要求�倾心指导�而对为了在其它方面谋发展
的学生而言�应该帮助其完善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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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来进入社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按照马斯
洛的 “基本需求层次” 理论�我们人类行为的
内在原因与动机是人的需要。他认为人类的需
要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
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们在满足
了基本的生理上的需求�包括衣食、住房、基
本生活保障、性欲等后�对其他的需求是多样
和变化的。从研究生教育的角度来看�学生最
主要的应是学业上的进步与自我实现的需求�
如果没有达到这一需求的最高层次�学校和导
师的教育教学是难以取得学生的好评的。因此�
导师在与学生的沟通交往过程中�既尊重学生
的志趣与爱好�又要在学习等各方面严格要求
学生�使师生双方的力量能够拧成一股绳�共
同努力在学习与科研等各方面取得成绩。

总之�人的能力大小各有不同�人的志趣
爱好各有所异�导师只有在与学生进行良好沟
通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入地了解学生�才能够
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调动起学生学习思考的
积极性和完善能力的兴趣�避免主观盲目地督
促�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拓宽沟通渠道�及时沟通信息
时间对于沟通双方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现在由于研究生扩招�师生比下降了很多�导
师指导的学生数量过多�与学生沟通的时间受
到挤压�例如某院校一名导师在2004年～2006
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50名�博士研究生10名。
如果简单地计算�全年工作日 （不考虑寒暑假）
平均分别指导每位研究生的时间4天／年�这里
还没有考虑这位导师的其他工作内容。① 也有的
导师只顾忙于自己的事情�敷衍学生�与学生
实际上是 “零沟通”�对学生没有实际的指导与
帮助�学生必然有意见�甚至要求换导师的事
也确实存在。

与学生 “零沟通” 的导师毕竟很少�但有
的导师确实比较忙�而且越是高水平的导师越
是繁忙�不仅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
而且承担了繁重的科研任务以及行政事务�被
各种各样的事务所缠绕�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

时间被挤压。这样的导师可注意发挥高年级学
生的作用�加强学生之间及硕、博士生间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及团队意
识。同时�应鼓励与支持研究生向其他老师请
教�有些老师特别是年轻的老师�还没有当导
师或刚当导师�学生少�时间相对宽松�也愿
意与学生沟通交往�导师不应有门户之见�应
为此铺路搭桥�使学生能有更多的交往选择。

导师也应支持学生多参与学术交流�使研
究生有机会参加全国性与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以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使他们了解其他高校
或导师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为导师搜集有价值
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参考信息。

现在导师培养研究生�在日常口语中常常
表述为 “带学生”�这表现了我国研究生与导师
的密切关系�表明导师的言谈举止、道德品质
等对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师生之间
语言的沟通与交流还是必不可少的。导师应以
身作则�争取更多的时间与学生交流�如可利
用午餐时间进行午餐聚会�边吃边进行交流；
也可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电子交流工具�如短信、
E-mail及 QQ 等通讯工具�及时和学生进行沟
通与交流�了解学生学业的进展情况。同时也
应关心学生的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及时督促
学生们进行必要的体检�以化解可能出现的健
康风险。

导师心里有学生�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也
要常常表达出来�既是与学生进行了交流与沟
通�也能够从学生的言谈举止中及时了解其学
习生活动态�研究生们毕竟是年轻人�有时容
易冲动不够冷静�只有做到有备无患�才能够
及时化解矛盾�不使小事演变成大事�以便把
矛盾激化的风险减少到最低。
四、聆听与反馈�取得
　　良好沟通效果　 　

　　 “沟通首先是聆听的艺术。”② 倾听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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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声�是导师与学生进行良好沟通的开端。
有时学生的问题外人听起来并不严重�但在学
生个人心里却成为翻不过去的大山�尤其是与
别的老师、或同门师兄弟等闹了矛盾时�导师
的及时疏导�也许是几句话就能使他们消除心
中的块垒�铲除心里的大山。有时候学生并不
是真的向导师要求什么或要导师解决什么具体

的问题�只是向导师倾诉一下�问题就得到缓
解或解决。导师与学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时�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有时导师的聆听
就是学生最需要的。此时要求导师要听后即忘
掉�不向其他人传播�以尊重保护学生的隐私。

研究生与大学生相比�思想更成熟�对各
种事物大都有自己的看法。导师应善于从学生
的言谈之中发现他们的真实想法�“听话听音”。
有的学生不好意思直接反驳导师的见解或当面

提出批评意见�从东方人的性格来说�提意见
时的表达也总是比较委婉。因此�要想了解某
个学生的真实想法�还应尽量地与之单独进行
对话�给学生充分表达的机会。对于学生委婉
的表达�导师亦应肯定与鼓励�以使学生能够
摆脱各种顾虑�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勇于思
考�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要求。
这是学生做出创新成果的第一步。

导师积极主动地听取学生的意见与见解�
无论学生所提意见正确与否�导师都应给予及
时的反馈。学生作为年轻人思维更加活跃�更
易接受新鲜事物�导师在与之沟通交往过程中�
虚心、耐心倾听�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会
在教学与科研等方面都有所收获�这些收获�
又会在与学生的沟通中反馈给他们�这使得师
生之间互相促进�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倾听
与反馈�是师生取得良好沟通效果的必由之路。
五、良好沟通�和谐关系的基石
从中外研究生教育史看�导师与研究生之

间的师生关系往往较之其他的师生关系更为密

切�并且常常成为事业上的合作者�在科学事
业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例如去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的获得者�他们就是从师生关系逐步发展

为合作关系的�这可以说是师生沟通协作成功
的经典范例。

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研
究生不断沟通的过程。2008年～2009年在对我
院已毕业研究生进行回访的过程中�我听到毕
业生们说得最多的是导师�他们对导师与学校
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与导师的沟通交流过程
中的点点滴滴他们都牢记在心。导师一生中也
许培养了许多名学生�每个学生只是这其中的
十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但是对每个学
生而言�几年的研究生生涯是他人生中的一段
重要经历�而导师就是这段人生经历中非常重
要的人�是其学术生涯的领路者�导师对他们
的教诲、为其发展做出的努力�使之终生受益。
导师给学生提供发挥和施展才能的舞台�通过
多种渠道的交流与沟通�使学生不仅学会运用
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能够掌握沟
通的技巧�提高与人交往的能力。美国著名的
激励大师戴尔·卡耐基曾指出：一个人的成功
15％靠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还有85％决定于
其处世技巧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① 因此�导
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沟通与交往能力�并
从培养学生的演讲与表达能力开始�为学生今
后事业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堂是导师与学生交流沟通最多的地方�
导师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主要在这里传授给
学生。课堂教学方式多样化是研究生教学的特
点�如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等。但单一的
讲授式�不太受研究生们的欢迎。常有学生抱
怨说研究生阶段所学不多�与大学时代相比�
感到收获很少�没有什么进步�对研究生学业
很失望�这固然与导师的学术水平有关�但与
表达与沟通的技巧及 “一言堂” 式的传统教学
方式也相关。因此�导师在课堂教学上要避免
“一言堂” 式的讲授�应带着问题来�与学生们
以平等身份进行学术探讨与交流�应多鼓励学
生课堂上多提问与发言�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见
解�对言之有理的看法就要肯定�而不管自己
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更要能够听进学生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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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意见�即对学生的意见有自己的评价�而
不是简单地给予否定；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学习
与研究�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逐
步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这样会使研究生们有
成就感�会感到几年来跟随导师的学习生活是
非常有收获的�是非常值得的。

研究生的课堂教学特别是博士生的课堂教

学�应以研讨课为主。研究生的学习与以前的
学习相比已有质的变化�从单纯的吸收知识要
逐步过渡到贡献知识�导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应
体现在指导上。研讨课上�要求导师主要承担
起召集人、主持人、主要材料搜集人和总结评
议人的角色�实际上是起到组织与沟通的作用。
例如钱学森先生的导师冯·卡门教授授课即是
如此�他每周要求一名学生做40分钟左右的学
术报告�大家再围绕此主题进行一个多小时的
讨论�最后再由他做15分钟左右的小结。①在这
里�研究生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要主动
地利用知识进行研究和探索�并要有所发挥和
创新�只重复已有的成果是行不通的。虽然两
个多小时的课时间不是很长�但大部分时间是
学生们在讲�导师在听�师生之间展开平等的
探讨。这就要求学生在下面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不仅对学生们知识储备等方面是一种很好的

考察�而且对他们的演讲与表达能力也是很好
的锻炼。在讨论过程中�有益于新的思想、新
的方法的提出与发现�有益于提高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

导师在这种研讨课上虽然不是主讲人�但

是一点不比主讲人轻松�课前的准备从资料的
搜集到主题的确定�导师都要参与指导�课堂
上不仅要调动大家畅所欲言�而且要引导大家
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总结发言�体现出导
师的专业水平�导师的沟通协调能力也得到充
分的发挥与施展。此类课的重点不在某个知识
内容的传授上�而是在课内师生们的交流与沟
通上�互相交流沟通的程度越高越深入�表明
该课程就越成功。每个学生都要参与其中�学
生发言的力度与水准成为评判其课程成绩的重

要指标�学生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一样是非
常重要的。冯·卡门先生培养出了一批像钱学
森这样的优秀人才�应该说他的授课方法是非
常值得借鉴的。

总之�良好的沟通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
基石与起点�而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攀登事业高
峰的重要阶梯。在古代�有孔子与弟子们之间
的良好沟通令人羡慕�在现代�也有许多师生
之间的佳话在传颂。师生之间以诚相待、互相
尊重、讲究沟通技巧�可以使师生间的交往与
沟通达到对双方来说都非常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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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y and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utor and Postgraduate

Zhao Y an
Abstract：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utor and postgradua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tutor who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communication f rom mind�pay attention to attitude and atmos-
phere�and engage himself in listening and encouraging�so that there is a harmonious and ef-
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Key words： tutor；postgraduate；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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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燕：浅议研究生导师与学生沟通方式方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