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期[总第80期]
2024年4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2

Apr.,2024

  文章编号:2095-1663(2024)02-0086-07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4.02.13

从“陌生人”到“共同体”:高校导生关系的转向

金明飞,蔡连玉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浙江 金华321004)

收稿日期:2023-10-17
作者简介:金明飞(1995-),男,河南周口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蔡连玉(1976-),男,安徽宿松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通讯作者。

摘 要:优质导生关系是研究生成长的重要滋养。实践中导生间“陌生人”关系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导生交往

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以利益计算为基础的“冷亲密”,这就造成了“为他者”的道德悬空、工具理性异化学术逻辑

和利己计算致使利益排斥等问题。导生陌生人关系的共同体转向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

须。作为学术范畴,导生共同体立足现实情境和共同体思想资源、超越单一模式和传统教育人性假设,以“导
生复合共同体”样态呈现,是差异的、学术的、利益的和成长的“四重交互共同体”。实现导生陌生人关系向复

合共同体转向,亟需凝聚四重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共识,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涵养坚实的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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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导师与研究生的交往关系,贯穿研究生教

育全过程。导生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是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当前,我国在学

研究生已达365.36万人[1],导生庞大群体愈发成为

学术关注对象。为把握立德树人核心,构建和谐师

生关系,培育高质量人才,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

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等政策。然而,近年来高校导生关系问题却有突

显,对导生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实践紧迫性。
在微观和实践视角下探讨导生关系及其中存在

的问题,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关切。伴随着概念

认知的深入,导生关系定位探讨已从“导学关系”扩
展至“导生共需相长命运共同体”[2]。导生关系类型

主要从权力、亲疏、功能维度来区分,多以权威、松
散、和谐、功利等类型来概括,或以师门文化类型为

切入点进行透视[3]。导生关系问题主要关注导生关

系异化与行为失范引发的显性和隐性冲突[4],而对

导生问题的理论研究与结合实证的案例阐释多停留

于结构性影响机制分析。另外,虽然学界已有导生

共同体探讨,但多将其限于单一关系的逻辑,未能窥

得导生在教育性与社会性双重交往中是多重性质关

系并存的复合共同体,故而实践解释力不足。
综上,对当前教育实践中导生关系所存在问题

的深刻性理论概括,以及对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追求中导生关系发展应然走向的整体把握与证成,
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教育实践中导生间的“陌生人”关系

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陌生人是现代生活必

不可少的条件[5]。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首先提出了“陌生人”概念,认为陌生人“不
是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今天来、明天留下

来的漫游者”[6]。相比置身确定地域空间和边界的

“当地人 ”,陌生人是带有异质性品质、在认知和道

德等意义上不为熟悉的他者。换言之,陌生人身份

形成于社会互动与关系性身份建构中,通过身份对

立的构成逻辑,确定陌生人及其存在的差异性,进而

对陌生人产生本能的不信任和抗拒甚至冲突。在社



会学家看来,陌生人的产生是过程性和建构性的。
齐美尔认为陌生人形成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是
在社会空间意义上产生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认为陌生人得以产生,是因为生活在两个

世界的城市移民(文化混血儿)徘徊在未能相融的文

化边缘而被排斥[7]。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指出,陌生人是现代社会追求秩序消除

矛盾的产物,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不同的社会环境会

建构出不同的陌生人。
作为一种形式社会学理论,陌生人关切的是我

们与陌生人的疏离与接纳融合。陌生是现代社会凸

出的表象之一,齐美尔指出,若我们感受到与陌生人

在民族、社会、职业等方面存在相同,陌生人对我们

而言就是近的,反之,若这些相同约束着双方也约束

着更多人,那陌生人对我们就是远的[6]。虽然陌生

人可能成为推进社会实践的正向因素,但在差异的

陌生感下,“改造”仍是现代社会对待陌生人的主要

方式。改造的策略包括排斥和同化两种:排斥是运

用疏远、驱逐等手段,尽可能将陌生人限制在“我们”
的边界外;同化是让陌生人习得“我们”的文化或规

则等,减少其陌生感[8]。实际上,改造体现着与陌生

人“冷漠的尊重”的交往,因为排斥与同化是以“我
们”为假设的导向,它虽然承认陌生人独立存在,但
没有尊重客体附带的价值,是在以去道德化的尊重

进行交往互动[9]。为更好接纳陌生人,帕克强调以

爱、沟通等化解文化冲突,鲍曼提出要有为他者的道

德责任构建包容差异的共同体。事实上,缔结共同

体是诸多社会学家给出的解决方案,而且只有建立

共同体,才能消解他者逻辑,与陌生人共在共长。
以上述陌生人理论来审视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

生关系实践可以发现,“陌生人”关系较为普遍地存

在于现实的导生交往实践中。认为导生之间是一种

陌生人关系至少有两重缘由和体现:其一,随着研究

生大面积扩招,导师需要同时指导多个“外来”研究

生,当导师被教研、行政事务缠身或对学生放任自流

时,导师实际上对这些“记名弟子”缺乏了解。而在

考研热大背景下,不乏研究生抱以功利的心态读研,
其目的首先在于获得社会进阶的学历,不想跟导师
“纠缠”太深,所以多以防御的姿态“屏蔽”导师,不主

动与导师交流沟通。因而,当导生间缺少深入交流

与理解时,导生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陌生人关系。其

二,导学关系是导生的基础关系,但现实中不少导师

缺乏指导学生的精力和能力,抑或只是将学生看作

学术雇工,这就致使导生无法在基本的专业活动上

达成共识,也就更难在学术外的交往中形成共同的

理解与价值观等。导生之间没有形成共同目标和
“我们感”,即成了缺乏“共享”的陌生人关系。概言

之,缺乏了解和深度共享的价值观与共识,是导生形

成陌生人关系的因由与具体表现,且一旦导生将对

方建构为陌生人,导生间的交往也只是在“远和近”
的陌生人关系中游移。如此判断,并非对当前教育

实践中导生关系的“污名化”,而是在大量观察基础

上综合现实中导生交往现象及其特征构建出导生
“陌生人”关系“理想型”,而对具体现实情景中的导

生关系而言,其“陌生人”程度则存在差异。
在导生陌生人关系中,导生之间的交往会在不

同程度上成为一种“冷亲密”。“冷亲密”指充斥着计

算使爱被剥离的亲密关系,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同名专著中指出,情感资本主义化和对待

情感的理性化正在将情感沦为可被评估、量化与交

易的通约物品,使亲密关系失去人格化和独特的亲

密感而趋于冷亲密。易洛思还认为,冷亲密中人们

会控制情感的外放,并以成本-收益的分析计算交往

得失,而且太过普遍的共性会拉大社交疏离,削弱人

们亲近他人的能力[10]。在导生陌生人关系中,研究

生教育要求使导生无法将对方完全限制在各自世界

外,所以除极端矛盾爆发外,导生大体上会心照不宣

地控制真实的感受,以计算出的能够维持“表面关

系”需要的情感交流,也就是进行冷亲密式交往。导

生冷亲密交往会呈现出工具理性主宰情感的特征,
因为这种交往是以功利获得为目的,如完成导师责

任、差遣学生干活,学生为求顺利毕业,并且工具理

性的被感知会使导生进一步疏远,限制“共享”的发

展。此外,导生冷亲密交往会强化陌生人关系中伦

理失序的特征,表现为导师疏于为学生提供情绪价

值,不能关注到学生面临的焦虑和苦痛,给学生以情

感的慰藉;研究生不想、也不愿意花费时间与精力获

取导师认同,与导师进行客套性交往,或运用“回避

式的礼仪”对导师进行有礼貌的疏远。

二、导生陌生人关系效应与共同体转向

(一)导生间陌生人关系的负面效应

与社会中和陌生人交往会存在矛盾冲突相似,
在导生陌生人关系中,非亲近性的道德立场、冷亲密

的交往方式和意义共同性的缺失,同样会在交往中

产生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导生间陌生人关系形成

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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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他者”的道德悬空。客观上,导生是在

身份背景、行为规则、价值观和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

的,由于导生陌生人交往中缺乏有效的沟通理解机

制,尤其是导师习惯于以无差别的方式指导学生,不
重视学生之间认知和期望的差异性,所以每每遇到

学术或其他问题,不乏导师以“别人能做你就不行”
“你只管执行就行了”“不行你就换导师吧”等负面语

言苛责学生,导致学生在信任危机和失望情绪中愈

发疏远导师[11]。事实上,陌生人关系反映的是张扬

的主体性对客体压制的法则,但这无疑会使以“我为

主导”或“唯一正确”的导师难以理解和尊重学生的

差异性,与之进行具有共同感知的沟通,进而在学术

场域中造成为“陌生人”福祉负责的道德的缺失,使
导师无法成为学生学术、心理、情感等全面发展的支

持同盟,为学生提供具有教育性的导生关系滋养学

生的心智成长和个性化发展。
第二,工具理性异化学术逻辑。坚定学术信仰

以寻求真知是高校场域的学术逻辑。实践中,缺乏

亲密的导生双方通常会基于工具理性交往,但这种

忽略情感与价值的逻辑常常使导师更关注研究生科

研产出和劳动力价值,将学术逻辑庸俗与功利化。
现实中工具理性异化学术逻辑占导生冲突成因的

60%即是有力的印证[12]。综而观之,导生陌生人关

系中的学术逻辑异化主要表现有:导师不注重研究

生的学术发展与个体成长,将其降格为学术劳动力,
在追求量的产出下将知识生产机械化、任务化,并使
“我基本上都在帮导师干活”成为部分研究生的生存

常态;只是让研究生验证不确定的想法而没有严谨

的学术指导,并且经常改变想法,不尊重研究生付出

的心力等。实际上,形成学术逻辑异化不仅源自导

师,宏观治理情景具有形塑力,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内

部治理工具以来,其就在不断强化着导生交往的工

具理性。另外,这种异化源也存在于研究生群体中。
调查显示读研者只有15.5% 热衷学术[13],这表明

不少学生同样秉持工具理性的交往逻辑,读研为的

是寻求学术之外的某种形式性资本积累。
第三,利己计算导致利益排斥。在冷亲密交往

中,利益而非情感是维系陌生人关系的纽带。利益

是人天然追逐的对象,但教育场域的利益通常被讳

谈或有意回避,导致导生关系中缺乏应有的利益共

识与规范。所以当导师将研究生视为流动的陌生人

时,与陌生人交往或利益冲突中导师典型的行为是

优先计算自己的利益,或利用研究生获取最大化利

益而忽视研究生的利益,或者将其视为经济、学术等

资本生产的工具,甚至直接侵占其学术成果。本质

观之,这种利己的计算是以伤害研究生利益为基础

的,是对研究生利益的排斥。另一方面,崇尚奉献的

教育风尚以及对导师“道德人”伦理要求,在一定程

度上认为导师不应该在意自我利益。然而,教师同

样具有“经济人”人性成分,需要追求正当的物质与

精神利益以满足生存与职业发展,所以很多时候研

究生对导师“不讲求奉献”的抱怨,实际上也是出自

自我利益的单向度考量,这种算法也是非此即彼的

利益观念,内在体现的是对导师利益的排斥。
导生陌生人关系导致的“为他者”的道德悬空、

工具理性异化学术逻辑和利己计算利益排斥,不只

是对研究生成长、导师专业发展不利,而且还会反过

来强化导生彼此间的陌生人关系。
(二)导生陌生人关系的共同体转向

追溯而言,共同体是一个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

概念。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指出,
共同体是有着共同价值与融洽情感的群体,传统社

会中自然意志形塑了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而精

神共同体是共同职业的共同精神思想联合[14]。工

业社会改变了传统关系形式,产生了符号与目标共

同体。符号共同体是群体围绕与自然情感相异的次

生性身份、价值等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目标共同

体允许成员差异,围绕任务或目标形成,更注重功能

实现。例如,强调绝对认同的“机械团结”,以分工和

功能上耦合为纽带的“有机团结”[15]。马克思提出

的普遍与特殊利益有机统一、旨在人全面发展的目

标共同体,韦伯提出的利益共同体,拓展了对共同体

认同与目标的解释。现代社会出现了寻求安全感的
“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是设想出的和“脱
域”的,注重价值与利益表达等精神层级因素[16],以
精神联合体、命运共同体等呈现。

然而,流变中的共同体总是围绕共同要素建构

关系模式,呈现如下特征和取向:一是共同性与认同

性:共同性是共同体的魂与起点,认同性指向成员自

感知的认同和归属感,能使成员互助与情感亲密;二
是差异性与发展性:差异性体现越发脱离单色一致

性的共同体对个体差异的包容和尊重。发展性彰显

共同体的功能,表现为共同体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三
是利益统一性与善的指向性:演进中的共同体愈发
关注利益关系,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实现与个体利益
满足,实现二者利益有机统一。共同体是为某种善

而建立的[17],善包括物质满足和精神指向,这是共

同体功能蕴含伦理意蕴的内在要求和外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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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生陌生人关系的负面效应体现了对客体排斥
与压迫的逻辑,其消解的关键在于尊重陌生人的权
利,确立陌生人在“我们”价值伦理体系中不可剥夺
的地位[18],并在此基础上,以开放之心理解接纳陌
生人,创造性共建主体间共享的规范、目标和利益。
实现这一点,实质就是从导生“陌生人”关系转向“共
同体”。推动导生共建共享价值规范、实现情感上的
亲近和权益保障,不仅是对疏远和单方面同化的超
越,更是一种诠释共同体的追求和建设共同体的努
力。客观而言,从共同体揭示特定人际关系模式出
发,不论实现程度如何,导生合在一起都可视为关系
性的小型共同体。为了消解导生陌生人关系的负面
效应,建设体现求同存异思想、共建共益逻辑的导生
共同体,是导生陌生人关系转向的必然方向。

导生关系的共同体实质和导生交往中内在的共
同体特征,是从陌生人到共同体转向的具体缘由。
发轫中世纪大学“导生制”的导生关系源远流长,孕
育了导生共同的精神、规范和情感,这体现了导生共
同体的实质。而在导生交往中,存在不可忽略的差
异,也有体现善的共同目标和成长发展的教育意蕴,
以及利益关联,这些与共同体特征高度吻合,以共同
体取向建设导生关系能解决导生陌生人关系中因缺
失这些因素而造成的问题。而且,共同体既强调发
展愿景的共享,也有成员交往的内在规范,这不只能
将导生关系置于人际交往层面考察,还提供了导生
交往应遵循的规范。所以,以共同体作为导生陌生
人关系的转向,具有逻辑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

三、导生关系的“复合共同体”四维模型

导生共同体应是一种复合共同体。导生关系依
据导学基础形成特定关系,也是扎根人际交往的社
会关系。在教育性与社会性双重交往中,导师兼具
“教育人”和“经济人”等人性,与学生间存在多重交
往关系。具体到教育场域,其主要聚焦在人际如何
通过差异性交往来实现学术发展、利益实现和个体
成长,且由于它们共存于导生交往行动中,彼此相互
影响并共同作用于教育目标与交往目的,故导生关
系是多重同时发生、相互交织的复合关系。在导生
复合关系中,导生相互需要,总体有着干系切己又共
同的目标与感受,所以导生关系是共同体关系;又鉴
于复合关系有不同关系倾向及目标,进而导生共同
体是围绕复合关系形成的差异、学术、利益和成长四
维复合共同体。然而,学界更多根据某种共同目标
构建单一共同体,此只见树木未见森林的范式,未能

明晰导生复合关系的全貌。只有把握住导生复合关
系构成的复合共同体,才能走出导生简单关联的陌
生人关系,探究导生共同体关系的应然景象。

(一)差异的共同体
导生是差异的共同体,这是类似师徒关系的精

神共同体,体现共同体重视差异与共同发展。共同
体中虽无“差异共同体”这一直接称谓,但导生差异
共同体是共同体包容差异的内在体现,强调导生享
有共同的目标、信念,然后尊重差异性。这一方面要
求不能像对待陌生人一样“牺牲个体”,而且差异为
共同体成员成长提供了弹性和可能性,导生基于差
异的分工协作与价值相互牵引,为共同体提供了丰
富性与滋养,反过来促进导生共同体目标实现和个
体发展。导生之所以是差异的共同体,是因为导生
需要在差异中深化认同,这是导生建设共同体的先
决条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认为,追
求“美好生活”中存在共鸣和异化两种社会关系。共
鸣关系是两种不被对方支配声音的彼此呼应,个体
有机会汲取对方支持为己所用。异化关系则是排
斥、静默不理会的关系。共鸣是关系双方的彼此响
应,但关系最初不必然响应,因而异化是共鸣的先决
条件,实现美好生活应是差异与共鸣不断相互辩证
转化[19]。由此可以看出,差异性是导生高共享性不
可忽略的条件,是共同体发展的基础。在内在联系
基础上形成的导生共鸣关系,是一种真正反映“意
义”上的相互反映。面对导生差异,它不是支配和控
制,而应是创造回应和“承认”的条件,寻求共鸣。换
言之,提出导生差异共同体,意在说明导生不是 “各
自带枪的猎人”,问题在于如何“和而不同”,创造支
撑导生发展的条件。

(二)学术的共同体
导生是学术的共同体,是围绕学术精神、规范等

聚合的符号共同体,是导生深化共同性与认同性,共
同致力于探究真理的共同体。大学是学者和学生组
成致力真理事业的共同体[20]。导生以“学术”为联
结起点,被编织在共同的承诺、专业活动关系网中,
学术关系是构建导生共同体的中枢。相比陌生人关
系中的学术异化,导生学术共同体追求的是“共生、
共创”,通过老一辈和年轻一代联合起来探索真理,
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潜力和难以估量的意义,富于想
象地研究、学习与思考[21]。将导生关系视作学术共

同体,缘起导生共同凝聚于学术理想之中,也因导生
交往践行着促进学术发展的目标,于益智厚知中外
显为“教学-对话-科研联结体”。首先,导生学术共
同体是教与学的共同体,导师将学生引向学术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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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为其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则在共同体中修炼
学术品位与精神品格,提高学术探究素养。其次,导
生学术共同体是对话的共同体。对话是诘问式对
话,是导生间相互讨论、激励、影响,砥砺思考的交
流,如此才能从事富有精神和创造性的活动,使导生
关系达至“启发”与“共生”。第三,导生学术共同体
是知识创生共同体,而且导生教学和对话都是目的
性地指向此。在学术共同体中,导生关系区别于其
他教育形式,导生不是为学而存在,导生因探求知识
而共存,在突破认知局限中不断揭开知识的面纱,取
得创新性发现[22]。

(三)利益的共同体
类似于目标共同体,导生同样是利益的共同体,

这是对导生利益关系与利益有机统一的明确,也是
对陌生人关系中导生利益排斥的纠正。利益形成于
人的主观需求,并要求他者的“配合”[23],有物质与
精神利益之分。导生利益共同体起始于导生间选择
性利益需要。虽然导生利益追求有人性普遍的多
元、复杂特征,但它并非泛泛利益,而是特定时间内
处于支配和核心价值取向的当下利益[24],存于导生
复合共同体中,表现为物质的、学术的和成长的利
益。尤其在绩效管理制度框架内,“世俗利益”更是
不可回避的话题,导生基于明确动机、利益诉求应形
成双向选择的利益关系。这也意味着导生是贴合现
实、主动选择的“比较利益人”,会在权衡和比较中追
求利益满足。认为导生是利益共同体并不回避利益
问题,是对导生关系传统人性假设局限的突破,更能
反映现实。在传统理念中,导师作为“教育人”,具有
“高大上”的“蜡烛”般意象,但这一人性假设遮蔽了
人性现实,割裂了现实的利益选择。依照新制度主
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人是有限理性的,有机会主义
倾向,会寻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建立导生利益共同
体只是还原了导生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性动机及
行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利益相关者,导生
双方会影响共同体目标实现,并在其中受到影响。
进而,导生利益关系中的问题在于需要承认与明确
正当利益,在主动追求和相互“配合”中形成良性互
动,兼顾“象牙塔”与“世俗”,构建健康的导生关系。
其潜在意义在于,当导生要求转化的目的和欲望与
共同利益相联系时,它就会变成被相互理解的意义,
利益就成为导生关系新的现实纽带,并将导生转化
成为利益努力的正义而现实的教育共同体。

(四)成长的共同体
导生也是成长的共同体,它宛如营造成长安全

氛围,发挥“精神层级”价值功能的想象共同体,促进

导生成长是共同体之善的体现。成长是导生交往不
应忽视的因素,在“成人”与专业发展的共识中,导生
是成长的共同体。在导生陌生人关系中,为他者道
德的悬空使导生交往缺少成长关怀,而导生成长共
同体强调的是导生之间相互促进与发展,导生通过
沟通形成包容性的共生共长,包括导师经验的不断
改造和研究生的真实成长。一方面,导师在与学生
沟通互动中,深入了解新一代的认知、行为与心理
等,不断调整自身指导方式,且“教学相长”,向学生
学习。另一方面是研究生的成长,它不局限于知识
及能力的获取,还包括健康心智模式的生成。心智
模式是个体根深蒂固的印象、假设等形成的认知图
式,它影响个体的世界认知与行动方式。健康心智
模式的生成是研究生成长的内在维度。认为导生是
成长的共同体,是因为导生共同体身处教育场域,教
育须追求学生之成长,导师须寻求自我专业之发展。
个体仅依靠自身往往难以实现全面发展,导生成长
共同体能够营造持续、安全的成长氛围,其间导师主
动分享经验,做价值指引,让学生构建成长型心智模
式,继而获致更好成长。对导师而言,也从导生间成
长共同体中获取知识与经验,提高专业水平。

图1 导生复合共同体的四维模型

整体观之,导生间所形成的应是一种有着共享
目标与价值观、围绕复杂关系所形成的复合共同体
(图1)。结合上述对差异、学术、利益和成长共同体
的论述,从其关系来看,差异共同体是学术、利益、成
长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础;学术是导生核心事业,学
术共同体是导生复合共同体的中枢,导生追求共鸣、
利益和发展成长都以学术为核心;利益共同体是差
异、学术、成长共同体难以回避的目标诉求;成长共
同体关注的是生与导的发展,是对陌生人关系中个
体这一特殊利益被忽视的弥补,也是社会之需求。
成长是复合共同体的旨趣,是导生追求差异性发展、
学术、利益实现的依靠力量,它受益于共同体发展并
反哺于共同体。总而言之,导生复合共同体中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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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在上下关联的两部分,差
异共同体因其基础性而位于基座,支撑起导生因具
体交往行动形成的学术、利益、成长共同体,而学术
共同体是中枢,利益与成长共同体是目标旨趣。

导师复合共同体这一“理想型”的价值在于,它
依据导生交往的理想和现实,“想象”出了导生关系
复合共同体模型,从学理上避免了“盲人摸象”式局
部偏见,是对已有导生单一共同体理论的突破,为导
生陌生人关系转向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思想资源。

四、导生关系复合共同体转向实现路径

相对于陌生人关系的“冷亲密”及其负面效应,
导生复合共同体更能滋养研究生成长,推进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导生陌生人关系转向复合共
同体,关键在于凝聚思想共识、提供制度供给和涵养
伦理基础。

(一)凝聚导生复合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共识
导生复合共同体是对导生复合关系的整体把

握,是导生交往互动围绕共同愿景,在差异、学术、利
益、成长四个维度形成的复合共同体,目的是消解陌
生人关系中的负面效应,在导生之间形成息息相关
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导生共鸣关系,促进导生和
谐,最终达成具有教育性和绩效性的组织目标的实
现。对导生复合共同体转向而言,在导生间凝聚思
想共识是基础,它使导生对双方交往的共同体有一
致的认知。为在导师中形成导生复合共同体思想共
识,需要依照客观条件对导师实施可行的“导职教
育”,来共享复合共同体思想,从中导师应主动认识
到导生之间虽然存在客观差异,导生仍可在多维交
往中共创共生,实现与切己利益相关的共同目标;感
受与学生交往的意义,形成一种“导生齐同关
系”[25],增加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还应加强导生复
合共同体思想宣传,开展诸如评选模范导师活动,形
成导生学术、成长等复合共同体的思想氛围。为在
学生中凝聚导生复合共同体思想共识,需要对入学
新生进行思想引导,让学生明晰学生与导师并非只
是教与学的关系,而是有着多方面关联的复合共同
体,学生应意识到自我在共同体中的权益与义务,主
动去促进共同体和自我的成长。

(二)孕育导生复合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力量
制度是决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人为设定

的制约,完善高校导生管理制度可以孕育导师复合
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力量。第一,严格执行导师管理
制度中的“立德树人”规范。2021年《教育部关于全

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把立德树
人、指导精力等纳入了导师评价体系。但一直以来,
各高校导师考核管理中对立德树人规范的执行刚性
不足,需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供给来改变。贯彻立德
树人管理规范可以加强导生关系中对立德树人的重
视,改善导生关系立德树人形式化、遮蔽成长的实践
异化,强化导生成长共同体的构建。第二,完善研究
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制度。需要改变导生随缘式组合
带来的陌生,建立导生双方充分了解之后双向选择
的缓冲期和程序,尽可能使导生相契合,提升导生共
同体建设的匹配性。第三,建立导生利益管理和申
诉制度,确保双方正当权益。尤其要建立学生的利
益保护制度,形成详细的利益裁决、调节制度,保护
学生的正当利益。美国高校已有成熟的利益冲突政
策,如加州大学《研究生利益冲突政策》中既有利益
分类,也有利益保障、冲突防范等详细措施,可资借
鉴。只有建立明确的利益保护制度规范,才能更好
改善导生关系实践中的利益失衡,构建导生的利益
共同体,导生在利益协同、共创共生中也会更具建设
复合共同体的内在动力。

(三)涵养导生复合共同体建设的伦理基础
伦理主要指客观的道德法则,具有社会性与客

观性。个体的伦理素养具有一种“自律”功能。教师
职业伦理即为教师在所担负的教育工作中应遵循的
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教师职业伦理有着丰富的内
涵,其中包括“角色”道德要求,即教师应有理想信
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习近平与北师大
师生座谈提出“四有”好老师标准)。导师是导生关
系的掌舵者,提升导师与学生交往的伦理素养,从而
自律其行为,能够为构建导生复合共同体提供伦理
支撑。涵养导生复合共同体建设的伦理基础,首先
需要通过理论学习提升导师师生交往伦理素养。高
校应组织导师进行导师职业伦理学习,导师自身也
需强化学习的主动意识。晋升为导师主要考察的是
学术成果,导师通过伦理理论学习,最终具备职业伦
理的理论素养,进而才更有可能在与学生交往中以
伦理素养滋养导生复合共同体建设。其次,导师需
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反思,通过“事上磨炼”提
升职业伦理素养。导师从伦理角度,基于导生复合
共同体思想,反思自我的教育教学实践、特别是在指
导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交往互动行为,主动总结经
验教训,也能够提升自我伦理素养,改进导生关系实
践,修正导生交往中的陌生人因素以及存在的道德
冷漠、利益排斥等问题,最终促进导生复合共同体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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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Strangers”toa“Community”:theShiftof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atUniversities

JINMingfei,CAILianyu

(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Zhejiang,China)

Abstract:Thehigh-qualitysupervisor-studentrelationshipisanimportantnourishmentforthegrowthofpostgraduates.In
practice,the“strangers”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sandstudentsisquitecommon,andthecommunicationbetweenthem
hasbecome,moreorless,a“coldintimacy”basedonbenefitcalculation,whichleadstosomeproblems,suchasthe“for
others”moral“suspension”,thealienationofinstrumentalrationalityfromacademiclogic,andtheexclusionofbenefitcaused
byegoisticcalculation.Thetransformationofthe“strangers”relationshiptocommunityisamustforthehigh-quality
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Intheacademicdomain,thesupervisor-studentcommunityisbasedon
realisticsituation,communityideologicalresources,andthehypothesisthathumanitytranscendsthesinglemodeand
traditionaleducation,whichpresentsitselfasa“supervisor-studentcomplexcommunity”andisa“four-foldinteractive
community”consistingofdifferent,academic,beneficial,andgrowingaspects.Torealizethetransformationtothecomplex
community,itisurgentthatweshouldreachanideologicalconsensusforthefour-foldcommunityconstruction,provide
sufficientinstitutionalsupplyandsetupasolidethicalfoundation.
Keywords:strangers;complexcommunity;supervisor-studentrelationship;turning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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