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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思东：以研究生为例。过去的师
生关系中，有一句经典名言“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师徒制的师生关系，有从属
的特点，这并不可取。如果这句话还有
可取之处，那就是为师的责任，要像父
母般承担起对孩子教育、成长的责任。

师生关系还有一种理解——— 一条
战壕的战友。即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组成
部分，大家共同维护学术共同体。师生
关系有阶段性引领，在某个领域教师暂
时超过学生；也有共同成长，如共同攻
克难题，教师伴随着学生成长而成长。
明确了这两点，就为处理新时代师生关
系奠定了基本准绳，而不是动辄老死不
相往来，或“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般要求
学生从属于教师。

王学斌：我觉得，一份有温度的师
生关系是纯粹的、相互欣赏和为对方
着想的关系。教师不是“老板”，学生不
是“打工仔”“打工妹”，两者不是雇佣
关系。其实，我理解的教师角色应该与
父母、兄长的角色类似，既能在生活上
帮助学生，又能起到思想引领和知识引
导作用。同时，教师应保持适度的威严，
明确师生间的距离，不能越界；而且，学
生对老师应保持尊敬的态度，虚心向老
师请教。

钱锋：当前，我国高校中师生关系
的主流其实就是一种健康、有温度的师
生关系。

从我的经历来看，当前的师生关系
首先是和谐、健康的。这体现在高校都
是将教书育人作为学校的第一要务，并
将其放在了各项工作的中心位置，学生
也本着到校园中学习知识的初衷，对自
己的教师普遍十分尊重。更重要的是，
教师也都能做到真心关爱学生，甚至将
学生看成自己的子女来培养、教育，除
了教授其相关的知识外，更从德智体美
劳等多方面教授其怎样做人。

这样的教育关系，就是我心目中比
较理想化的师生关系。

问题二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但无论是
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如父子”，还是如今
倡导的“师生平等”，其核心都是倡导在
教师和学生中间，建立一种符合彼此定
位的健康关系，您觉得在目前的教育环
境下，师生之间健康、有温度的关系应
该是怎样的？

熊思东：目前，师生关系存在三个杂
音。第一，严重违反师德，如性侵、骚扰、体
罚学生。第二，把学生当作简单的劳动力，
导师以“老板”自居。第三，不管不顾学生
的存在，丧失教师的基本职责。

其原因有三方面：
首先，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

上还有缺口，这也是近几年来将违背师
德、师风作为红线、一票否决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执行相关制度上，高校一手
硬、一手软。所谓硬，表现在对教学、科研
的政策制定上，如非升即走。所谓软，表现
在处理过程中偏软，特别是在违反师德、
师风现象的处理过程中，将其与学校荣
誉、声誉联系在一起，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三，对于新情况研究不够，应对措
施不合理。虽然性骚扰过去也存在，但不
像现在这么多。出现新情况高校研究不
彻底，相应地表现措施制定的不及时、不
合理。

王立峰：我认为近些年曝出的师生关
系事件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所有的师生
关系都出了问题。现在自媒体和媒体的传

播力度比之前强了很多，所以极个别事件
也会引起较高社会关注度。但据我了解，
这些极端的案例还是极少数的。

对于“老板”这个称呼，实际上并不一
定像社会公众想象的称呼一声“老板”就
意味着师生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其中有
一点调侃的意味。这个称呼的一个背景
是，国外导师培养学生需要出很大一笔
钱、导师可以决定学生的去留等。近些年，
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在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老板”这一略带调侃的称呼就
从国外传到了国内。但我认为不管是国内
导师还是国外导师，其带学生的初衷都是
想把学生培养成优秀的人才。

钱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
先要区分何谓主流，何谓杂音。根据教育
部公布的数字，2018 年，我国大学生在校
人数已经达到了 3700 万人，全世界第一。
近 10 年来，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数也增加 2
倍多。在如此庞大的师生群体基数面前，
偶尔出现某位老师处理不好与学生的关
系，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公众和社会媒
体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是可以理解

的，但并不能因为这份关注，就对于某些师
生关系中的偶发事件进行过分解读。尤其
是在自媒体发达的当下，这些行为很容易
被放大，并给社会公众带来某些误导。老实
说，某些炒作此类话题的媒体，如果被问及
究竟知道多少起类似事件，相信它们也很
难举出更多的实例。然而，他们的这些言论
却很有可能在社会中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
冷静，相信我们的高校主流是很好的，并对
此保持一种宽容、平和的态度。

王训练：在教师与学生的相处中，正常
的关心和交流是必要的。但师生相处过程
中，一些底线还是要守住，要注意回避一些
敏感的时间和场所，避免一些容易引起误会
的行为。事实上，有些底线不论是不是师生
间的交往，都应该遵守。

当前存在的一些师生关系问题，据
我所知是极少数，绝不是普遍现象。这些
极少数现象影响极为恶劣，有时还可能
会在尚未明确事情真相时被媒体舆论夸
大或扭曲，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整体来
讲，大多数高校内，师生相处的氛围是很
好的。

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为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勾
勒出一幅崭新蓝图。

作为我国首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
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定位于全
局性、战略性、指导性。然而，这并未影响它对特
定领域乃至于个体的关注。比如在一流人才培养
这一具体领域，该战略就做出了详细规划。

然而，任何规划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个个
体的努力。在一流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教师与学
生的共同推进必不可少。这就要求师生之间必须
保持良好且有温度的关系。那么，在校园中，我们
的师生关系“温度”如何呢？在新思想、新技术不
断涌现的今天，这份关系是否还一如从前？

对此，每天身处校园的高教界代表委员有
话要说。

采访对象

李言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
熊思东：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
钱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
王训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
王立峰：全国人大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王学斌：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大学教授

李言荣：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
老师，如果在你启蒙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好老
师，那会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他会帮助你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进而影响你的一生。

实际上，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老
师、学生在知识储备上并不比西方国家少，
但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就是欧美国家的高
校老师会发自内心地关心学生，经常主动询
问学生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听懂没
有。他们不只是口头上说“May I help you”，
只要学生有问题找到他们，他们就会不厌其

烦地提供帮助。
说实话，现在我们很多老师都是给学生

上完课后就走人，尤其是有新校区的高校，
老师要匆匆忙忙地在不同校区之间奔波，跟
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少。而且，现在往往是上
基础课的新生在新校区，而此时的学生是最
需要关爱、指导的，也是问问题最多的，但老
师与他们交流得太少了，辅导员也不一定都
住到学生宿舍里。

所以我觉得，与我 40 年前上大学时相
比，如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确实不如以前那

么紧密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也要少很多。当
时，一方面是因为学生少，老师的工作也很
专注，分心的事少。另一方面，也没有新校
区，老师就住在学校，大家上完课就围着老
师提问，久久不愿离开，互动既自然又亲密。

王学斌：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大学，那
时的师生之间关系比较和谐、温馨。老师愿意
接近学生，学生愿意向老师请教。本科期间，老
师与学生之间似乎没有隔代感。我的研究生导
师李东风与研究生之间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即便是毕业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到母校，
我依然对老师们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当然，
这可能与当时学生少，师生接触多，以及学生
群体素质相对较高有关。

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发现师生关
系比原来疏远了。也许是因为如今处在网络
信息时代，学生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再依靠面
对面的沟通，导致师生之间交流变少。另一
方面的原因，则是一些师生关系受商业社会
的影响，导致其关系不再单纯，而可能掺杂
功利性、目的性与利己性。

问题一 与您求学或工作初期相比，如今的高等教育整体环境无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种高
技术的涌入，使教育变得更加便捷与“网络化”。您认为这种教育整体环境的改变，是否对当前的师生关系
也带来了一些影响？

问题三 不可否认，当前高校的师生关系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某些因师生关系处
理不当所导致的偶发事件，也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不能盲目
夸大其严重性，但也应该正视其存在，并努力加以避免。对此，您怎么看？

李言荣：我觉得，要想让高校师生之间的关
系变得更有温度，老师和学生一定要面对面、点
对点，多互动、多交流。

一是课堂上，老师一定要跟学生互动起来，
比如四川大学改造了教室，作“探究式—小班
化”教学，课堂气氛很活跃，老师和学生之间就
更加熟悉。二是课外，辅导员、班主任以及专业
老师要增加与学生的接触时间，把更多精力花
在学生身上。接触得多，自然就会促进师生间的
亲密关系，学生也自然会更加尊敬老师。

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花精力与学生交流，
那是不对的。其实，要求师生之间多交流，并不
是要求所有教授一定要给学生上多长时间的
课，而是他们要尽量每周抽出一定的时间与学
生在一起，尤其是本科生。

另外，一些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即使因为
年纪大或者其他原因，给学生上课少，也一定要
与学生有定期互动，比如每周可以有 2～3 小时
的 office hours 开放时间给学生作专业指导、人
生指导等。

可以说，没有差学生，只有差老师。

王训练：从高校层面来讲，学校要对教师设
立基本的规章制度和约束。教师传道授业，其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因此，
教师言传身教，其自身首先就要守规矩、守住底
线。

在约束教师行为的同时，学校更要成为教
师坚强的后盾，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让教师能
够大胆负责。这对于中国人才的培养、科研潜力
的提高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教师不能
够受到尊重，就很难推动教育进步、培养优秀人
才。

此外，应该建立起良好的退出机制，给予学
生退出学位竞争的选择。让学生正确面对无法
取得学位的事实，不应以拿不到学位为耻。在学
位学历的观念上，我们的社会还需更加开放、更
加多样化、更加宽容、更加理性对待。拿学位是
人生一个阶段任务。拿不到学位不意味着永远
拿不到学位，拿不到这一个专业的学位不意味
着拿不到其它专业的学位，做不了科学家不意
味着做不了总工程师。在国外，学生完不成学业
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王学斌：我认为应该从四个层面作出改变。
首先是社会层面。全社会应该推行“尊师重

教”的理念，倡导全社会关注教育、关爱教师、关
心学生。关爱教师的同时，不仅应关心其教育活
动，还应关心他们的工作环境、生活状况和生存
状态；而在关心学生学习的同时，更应该关心他
们的思想心灵、家庭状况和成长环境。媒体不应
过于渲染个别低素质教师的言行，尤其不能在
报道这类事件时以偏概全，令整个教师群体蒙
羞。

其次是学校层面。学校应该大力宣扬正面
典型，树立师德师风典型；在学生教育全过程倡
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师道尊严”，维
护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把师德评估作为学校
聘任教师的专项指标，对骚扰学生的教师中的
败类给予严厉惩处或开除，维护学生利益；构建
师生交流的平台和通道，如文体活动、教学与学
习研讨、师生交心制等，增加师生联络的机会。

第三是教师层面。教师自身应严守道德底线，
时刻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要求规范自己，为人
师表、率先垂范，时刻为学生的发展和未来着想，
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让关心爱护学生健康
成长成为每一位教师的自觉行为。

第四是学生层面。学生要学会感恩，尊敬师
长；定期或不定期接受社会道德、心理健康等咨
询，学习与教师相处的基本礼仪。

问题四 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想让高校师生
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您觉得高校和社会
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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