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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端人才日趋年轻化，时常
有“90后博导”之类的新闻引发热议。这些人
才虽然年轻，但已然有了“导师”身份。

与此同时，这些年轻导师与学生似乎
也越来越近，他们有着同一时代的喜好，穿
着、聊天也没有太大代沟，导师形象也不再
传统。

随之而来的，导师与研究生间的指导关
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谈起“导师”，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中国传
统的“老师”一词。古时，“老师”中的“老”有年
老资深之意，“师”则是指传授技艺的人。从这
个意义上说，师者似乎该有岁月沉淀的底蕴。
而“90后博导”所折射出的导师年轻化，则似
乎少了点“师”该有的老者韵味，缺了点“代”
的感觉。
《论语》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

今“老者为师”更多是被“长者为师”所替代。
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更像是先跑者引导后跑
者，他们不必是一代与一代的分割关系。

“师徒式”到“期望式”

在我国千年的师徒传统中，“拜师学艺”
是习得独家绝活儿的诀窍。这种方式适应了
“小作坊”、近地缘的传承关系，老师傅也能以
自身优势指引徒弟。但如今，诸多知识技艺不
再是高度封闭的单向传递，导生更需要合作
共赢，实现期望。

在这方面，加拿大研究生的“期望式”指
导有其可借鉴之处。

在七国集团（G7）中，2018年加拿大各级
教育中的国际生比例均高于美国、德国、日
本，其生源背景的差异也很大。2020年—
2021年，加拿大高校全职教师约 4.2万人，同

期美国高校全职教师则超过 72万人，加拿大
国内导师数量面临短缺。2020年底，加拿大近
79%的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如金融、教育、
医疗等，时代不断更新服务性行业的需求，不
再限于传统技艺传承。在国际化、导师短缺、
新市场需求等趋势下，加拿大探索了一条“期
望式”的导生指导途径。
“期望式”是导师与研究生间建立可行

期望、共同奋斗、主动进取的指导关系。当
然，这种“期望”不能违背国家和学校的基本
制度规范。

一是期望内容上观照“多样化”的福祉需
求。加拿大提倡人生引导、多样化需求，而非
仅限于学位。多伦多大学在其《导师指南》中
指出了“Supervision”与“Mentoring”的区别，
前者有层层监督之意，后者则侧重方向指导。
在学校实践层面，导师与研究生大致建立三
类期望内容———学术性、专业性与私人性。界
定“期望”其实也就是明确目标，不过这种目
标更具包容力，需要学生更加主动。

二是期望形式上留下可循“痕迹”。不同
于口头承诺，加拿大高校倾向于通过文本、电
子记录、事物标识等形式，记录导生期望的实
践痕迹。

具体而言，共包括四类“痕迹”。期望协
议，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官网提供了“期望模
板”，鼓励师生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时间进
度表，将课程、例会、开题、成果提交日期等进
度明确下来，化为可视文稿；过程互动记录，
以文本或电子等载体记录日常有关的交流、
反馈等；阶段性进度报告，定期对研究进度进
行总结并提交。留下“痕迹”既提供了一种改
进证据，也是一种督促。

三是以“沟通”为纽带进行实施。不同于
制度强制力，“期望”源于导生共识，它是建立

在相互沟通基础上所生成的规范力。在这一
点上，加拿大高校普遍建议导师与研究生尽
早进行期望沟通，如卡尔加里大学设计了“期
望检查表”，供导生逐条反思是否进行了相应
交流并达成共识。另外，他们还注重以一对
一、合作小组、会议等方式定期会面。

四是在期望的标准上回归“专业化”。导
生的期望共识并非是业余和杂乱的，而是旨
在更好地促进学生智力、学术、社会性等的发
展。其标准要以回归专业化为指引，涉及关系
专业化、行为专业化、运作模式专业化等。如
西安大略大学、渥太华大学等高校均强调导
生之间要发展学术与专业的期望关系，而不
能是老板、员工等非正当关系。

在“期望式”下，导师不必对研究生层层
监督、面面俱到，研究生也不能等着接受指
点，而是需要主动进取。

探索符合国情的研究生指导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在应对生源差异化、导
师精力有限等问题上，照搬“期望式”模式并
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是导师指导研究生应
有的样子，但该模式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我国传统的“师徒式”在一对少、
近距离帮扶和人文关怀等方面有明显优势。
为此，我们应该探索现代理念的中国式研究
生指导之路。

在我国，延续千年的中华文明是现代指
导方式的重要基因，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指
导也不能脱离中华本土的文化、精神、情怀
等，而要继承“师徒”传统中美好的品质。年
轻导师应当继承“老师傅”的优良传统，并以
此为基础，吸纳“期望式”中合作、主动等指
导特色。

比如在目标的设定上，导师与研究生的
第一属性是“人”，“师生”属性是后天产生的。
现代指导方式要以人的福祉为先，除了素质
与能力的业务指导外，也不能忘记人的多样
需求与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的福祉”观应是
双向的，在导生交往中，要看到彼此的情感、
幸福、尊重等“人”的期望，而不是简单的训
诫、完成任务等“师生”教条的期望。

同时，要以不断“发展”为引擎。“发展”
意味着向美好状态前进，这是导师与研究生
指导关系的内在动力。在这方面，我们既没
有必要苛求有一位无所不能、绝对优势的
“师”存在，也不需要有一位处处弱势、被动
等待的“生”存在。即使“90后博导”没有老师
傅的经验视野，但只要在某个领域能与学生
产生合理发展的可能，就可以形成指导关
系，甚至合作共赢。只要能朝着目标发展，导
生之间指导可以是多样的。当然，这也需要
学生更有主动性。

此外，在当下的导生指导关系中，“小作
坊”的方式显然已经力不从心，而是需要打造
出一套共识体系。在此共识下，师生之间能自
我约束，相互提醒，不过要减少通过明文规定
形式建立共识，而是尽可能基于日常的规范、
默契，形成一种文化生态。

当然，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
师要在特定方面给出约束，树立权威，研究生
要主动进取，有责任感，发挥自身优势。双方
也不能离开基本的伦理情感关怀，以免成为
精致的功利主义者。有了尊重、感恩的导生指
导关系，才能产生更多认同感，也才能有源远
流长的传承。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中国乡土教育研

究中心）

最近，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发表的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全球 40%的博士生
和 28%的硕士生曾就学业压力造成的
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研究生罹患抑
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出 6
倍之多。

众所周知，抑郁和焦虑会降低研究
生的生产能力与效率，严重的还会导致
其无法正常学习与科研，甚至发生悲剧。
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国际冲突热
点频发、经济发展态势不明朗，这势必会
迅速传导至研究生教育领域，进一步增
加全球范围内研究生的压力水平。

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在全球范围
内的作用也不断凸显，主要发达国家均
把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与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因此，如果研究生普遍面临
较大的心理压力，显然会削弱研究生教
育对国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国研究生个体的心理压力
水平如何？

笔者所在的团队通过调查发现，有
超过一半的研究生自我感知的心理压力
程度比较高。其中，11.2%的样本认为自
己当前心理压力非常大。这和国际上的
情况是相似的，我国的研究生心理压力
也在一个较高水平。而且，我们的数据还
显示，博士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
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压力，这也和《自然》
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既然我国研究生的心理压力处于较
高水平，就有必要分析哪些因素会导致
这种情况发生，进而在保障研究生教育
培养质量的情况下，通过有效措施降低
我国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水平。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导师
负责制。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
任人，对研究生的学业、科研、就业、思想
等负有全过程指导的责任。2018年，教
育部出台《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
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提出了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包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
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
实践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
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优化研
究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生人文关怀
等七项内容，更强调了导师对于研究生
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在现实的培养
过程中，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相处并不
都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时导学关系困
扰也会成为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源之一。
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导学关系与导师
指导行为对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影响。

经过研究，笔者的团队有了如下几
个发现。首先，将学生当朋友的导师所指导的研究
生，其心理压力明显更低，这也印证了中华民族优良
传统———“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其次，导师对学生在
生活方面的关心有助于降低研究生的心理压力。这
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传
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正确性，说明导师不
仅要将学生当学徒教手艺，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承
担起父母的职责，像父母一样关爱学生的方方面面。
最后，导师如果为学生构建社交网络，也可以显著降
低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将对
毕业生的持续关心形容为“扶上马，送一程”。而导师
帮助学生构建社交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此类，
有助于研究生未来的长期职业发展。

基于上述发现，笔者建议构建中国式导学关系，
以缓解目前研究生较为普遍的心理压力。

已有研究认为，和谐的导学关系可能会被短期
功利主义所严重侵蚀，进而蜕变为压迫关系、雇佣
关系、从属关系、疏离关系，由此导致本应成为良师
益友的导师反而成为研究生的压力源。因此，将导
师称为“老板”的现象需要重新被审视甚至被纠正，
进而倡导建立良师益友型的导学关系，降低研究生
的心理压力。这有利于在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的同
时正本清源，确立更加具有人情味和道德元素的导
学关系。

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导师立德树人的作用。导师
因其在导学关系中的先赋权威地位，对研究生具有
强烈的影响力，这就要求其必须在对学生进行指导
的过程中，始终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将培育研究生
成长成才作为一切指导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不能仅限于学习、工作与科
研，导师还必须加强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观
塑造、关心研究生未来职业发展等问题。

此外，还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萃取更多构建和
谐导学关系的元素。既然“良师益友”“扶上马，送一
程”均有助于显著降低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水平，可
以预见我国传统文化中有更多有助于构建和谐导
学关系的宝藏。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和政
策制定者应该去探索、挖掘、提炼、应用、推广中华
民族优秀的师生与导学观念，进而构建并形成中国
式的导学关系。

相信中国式的导学关系将为全球研究生心理压
力的缓解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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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不再“老”，研究生该如何指导
姻时广军

对于过去的一年，美国学界普遍认

为，疫情大流行改变了传统大学的面

貌，但高学位的价值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人们同样认为高等教育可

以为学生的生活和未来增加价值，进而

对高校的期望更高。

回望 2022：坎坷中前行的美国高等教育
姻郭英剑

2022 年是美国高校逐渐走出疫情大流
行的阴霾、逐步恢复常态的第一年。在过去
的一年中，美国高校在坎坷中前行，持续不
断地适应着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不
断变化的学生需求。一年来，有欣喜也有失
望，各种事件不断，但总体上看高校内外都
在努力重拾对高等教育的信心。

我将通过梳理美国高等教育一些重要
数据以及这一年中所发生的大事，择要回顾
一下即将过去的 2022年。

入学率有升有降

据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研究中心
（NSCRC）的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美国研
究生入学人数继续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势
头，今年秋季的入学率在去年增长 2.7%的基
础上，又增长了 2.1%。但今年本科生的入学
率比去年下降了 2.6%，而且近两年入学总人
数加起来下降了 7.8%。

本科生入学人数的下降自然令期望逐
步恢复正常的高等教育领导者感到失望，但
仔细审视统计数据，人们也发现名校的入学
率在增加。

统计数据表明，在四年制大学中，名校
的入学率增加了 3.1%。众所周知，名校的入
学要求相对更加严格，淘汰率也很高。但今
年的一个亮点是，越是名校，录取率越低，学
生的申请人数与入学率越高；反之，学生的
入学率越低。

以哈佛大学为例。多年来，哈佛的本科
生录取率持续下降，今年尤甚。根据该校的
统计，今年共有 61220 名学生申请，但只有
1954名学生最终被录取，录取率仅为 3.2%。
相比之下，去年的申请者为 57435 名，录取
率为 3.4%。事实上，今年是哈佛历史上录取
率最低的一年。

这一事实告诉高等教育界，把学校办好
是第一要义。中国古人所说“良禽择木而栖”
“凤栖梧桐”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好的学校，
学生自然会蜂拥而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追求也会更加强烈，名
校效应自然愈发明显。

标准化考试或取消或恢复

在美国，标准化考试主要是指 SAT（学
术能力评估考试）和 ACT（美国大学入学考
试），是过去高中生申请大学的入门考试。在
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无法开展线下的课堂
测试，加之人们对于标准化有着众说纷纭的
认识与见解，导致很多高校都不再对申请者
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更有许多高校（特别是
加州大学系统）直接废除了将传统的标准化
考试作为录取标准的规定。

2020年 5月，加州大学宣布经该校董事
会一致投票决定，不再要求将 ACT和 SAT
作为入学申请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学
生申请的是加州大学系统的学校，则无须再

提交 ACT 或 SAT 成绩。根据董事会的说
法，他们作此决定是希望为学生创造一个更
公平的录取环境。他们认为，摆脱当前标准
化的测试模式，将使学生的申请得到更加公
平的评估。

目前，美国已有 1700多所高校在申请
2023年秋季入学时，不再要求学生提交 SAT
和 ACT成绩。

然而，与此同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
（MIT）和乔治城大学等在内的一些大学，
却在今年开始重新要求申请者提交标准化
考试成绩。在它们看来，标准化考试是一个
更公平的标准，特别是对于那些资源贫乏
的高中学生而言，考得好就有可能上一所
好大学。

2020年，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麻省
理工学院招生办主任施密尔曾宣布该校不
再要求 SAT成绩，但最近施密尔宣布恢复
SAT与 ACT作为MIT的入学要求。其背后
的原因是，标准化考试可以使录取政策更加
公平和透明，如有缺失，则有可能造成教育
不平等，也难以预测学生在 MIT能否获得
成功。

是否采用标准化考试一直是学术界争
论的一个焦点，而且不论是倡导取消者还是
采纳者，或者如今要恢复者，都认为自己的
主张更加追求平等。孰是孰非，难有定论，但
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为所有
学生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机遇。

哪些专业与技能更受欢迎

从今年的统计情况看，美国学生的专业
选择有一些变化。由于美国高校是到大二后
才开始选择专业，因此，统计中包含了 2021
年及以前入学的学生情况。

统计表明，下列专业的受欢迎程度在持
续增加。

商科、医疗保健和文科仍然是四年制和
两年制大学生最常选的本科专业。

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这两个专业在四
年制大学中都出现了同比入学率最大增幅
（分别为 3%和 4.8%）。而在两年制高校中，心

理学和法律专业则是仅有的两个增长的专
业领域（分别增长 0.8%和 4.8%）。

在研究生教育中，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及
各种支持服务类型的学位课程（如银行与金
融行业支持服务专业、牙医支持服务专业、
学生支持服务专业等）的入学人数在 2021
年秋季增加了近 20%。

在调查中，人们也对高校该提供怎样的
教育，以及哪些技能更为重要作出了回应。

62%的成年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为学
生提供“全面的教育”非常重要，只有这种教
育才能为他们长期的职业成功做好准备。

人们普遍认为，在职场取得成功最为重
要的技能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批判性思维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8%）；第二位是有效
的沟通能力，例如写作和口语技巧（64%）；还
有 40%的学生表示，拥有更灵活的学习选择
非常重要。也有超过一半的 Z世代（1995年
至 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52%）表示，他们
会大力支持致力于促进种族平等的高校。

众多大学“换帅”

今年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现象就
是许多大学校长宣布卸任。仅今年一年，美
国就有数十所高校进入校长换届期，大量现
任校长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校长职位。

4月 14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尔
宣布，他将在 2022—2023学年结束时，卸任哥
伦比亚大学校长之职。从 2002年上任到明年
卸任，在任 21年的他，成为了现在美国八所
“常青藤盟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

6月 8日，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巴科宣布，
他将于 2022—2023 学年期末卸任校长之
职。随后，哈佛进入遴选新校长的阶段。

就在不久前的 12月 15日，哈佛大学董
事局宣布，任命该校现任文理学院院长克劳
丁·盖伊为第 30任校长。盖伊是海地裔美国
人，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有色人种校长，也
是第二位女性校长。她将于 2023年 7月 1
日走马上任。

据统计，美国现在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
大学校长是有色人种。大学校长中的女性比

例也只有 30%，其中大多数是白人。因此，盖
伊当选为哈佛这样一所历史悠久而复杂多
元的高校校长，自然具有了标杆意义，应该
会为其他高校树立榜样。

霍华德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在任职近
10年后，于今年 4月对外宣布希望在 2024
年 6月退休。波士顿大学 9月宣布，该校校
长布朗将在任职 17年后退休。

另外，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纽约
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俄亥俄大学、鲍登
学院、哈维·穆德学院、史密斯学院和圣奥
拉夫学院也都在今年遴选校长。在今年 9
月前，达特茅斯学院、西北大学和威斯康星
大学麦迪逊分校刚刚结束了新校长的遴选
工作。

美国最大的猎头公司之一艾萨克与米
勒公司的创始人约翰·艾萨克森从事该行业
已有 25年。他说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大
学校长卸任，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它，但他认
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也有人将如此多的校
长离职的原因部分归咎于疫情大流行———
某些原本在两三年前打算退休或辞职的大
学校长，因为疫情的缘故留了下来，以保证
其所在高校能安然度过疫情大流行的最严
重时期。现在疫情基本已经过去，到了他们
要休假的时候了。而其他一些原计划再任职
几年的新校长，在与疫情大流行打了几年交
道后，正在加速离任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
感到精疲力竭。

大学校长作为一所大学的掌舵人，对于
高校未来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此，今年大规模的校长更迭必将对美国未来
的高等教育产生一定影响。

基金捐资助力高校转型

今年 9月，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在 5年内
斥资 1亿美元，通过美国州立学院和大学协
会、美洲印第安人高等教育联盟等六个中介
组织，致力于帮助大学转型，解决入学率下
降、工人的再教育需求增加，以及公众对高
等教育的信心下降等问题。

盖茨基金会希望通过此次捐赠，彻底改
革大学的商业运作模式、结构和文化，并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其成果可以通过高校的
毕业率和从社区大学成功转学到四年制大
学等指标进行衡量。此外，该基金会还希望
努力帮助高校解决教育公平等问题。

美国的慈善事业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盖茨基金会的此次投入虽然
不算太大，但由于涉及面广，应该会对高校
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于过去的一年，美国学界普遍认为，疫
情大流行改变了传统大学的面貌，但高学位
的价值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人们
同样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为学生的生活和未来
增加价值，进而对高校赋予了更高的期望。

即将到来的 2023年，高等教育将会进
一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