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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毕业论文工作开展中，组织者之间、组织者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三种张力，这些张

力隐藏在制度规范的背后，通过博弈的形式对毕业论文工作这根绳索实施了不同方向的牵引。为进一步

规范毕业论文工作，制度设计需要规避学生所普遍依循的不出事逻辑，并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推进指导

老师的内部约束激励，推动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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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graduation thesis work in universitie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en-
sion between organizers, between organizers and individuals, and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indi-
viduals. These tensions lurk behind the institutional norms, through the form of game on the 
graduation thesis work of the rope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tra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work of graduation thesis, it is necessary to avoid the non-acciden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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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ly followed by students from the level of system design, and promote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internal restraint and incen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ethics, so as to ensur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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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毕业论文是高校学生完成大学学业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对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检测项目。

毕业论文工作，具体包括管理工作、组织工作和指导工作三大类。毕业论文工作的开展，对论文质量的

最终生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并非开展就一定能生成高质量的论文。在毕业论文工作的开展过程中，

既存在着比较好的做法和举措，也存在着一些隐藏在深处的张力。好的做法和举措是很明显，但背后隐

藏的张力却是无形的，对论文质量构成或多或少的影响。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着教学管理部门与专业

系部——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张力，专业系部与指导老师——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张力，指导老师

与学生——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张力。对这些张力的描述和分析，能够更深一步梳理毕业论文工作背

后运行的脉络机理，进而有针对性地加以“调适”，或辅食相关的“药物”，可能更有利于“疏通经络”

“气血顺畅”。笔者拟从描述性功能的角度，对三种张力的面相进行一次分析，虽然分析中会牵涉到问

题的解决，但重点仍然在于描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毕业论文工作中不尽然全是张力，当然性地存

在着一些合力的内容，张力只是毕业论文工作的部分面相，或者说主要是存在问题的部分面相，这一点

必须要明确，否则就容易产生用张力来简单化约毕业论文整体工作的谬误。 

2. 教务管理部门与专业系部之间的张力 

一般来讲，教务管理部门是毕业论文工作的领导管理机构。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教学管理部门的职

责主要是制定毕业论文写作规范、发布毕业论文工作开展的相关通知、提出毕业论文归档的相关要求、

根据毕业论文是否通过以决定毕业证的发放等，有的时候，教学管理部门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发布一些

临时变更毕业论文标准、工作规范的要求。从这些职责中可以看出，教学管理部门基本上拥有制定毕业

论文工作规范和结果运用的权力，拥有一定程度的奖惩权。那么专业系部的工作有哪些呢？专业系部主

要是根据教学管理部门下发的通知要求，组织本系部指导教师(有的时候还要聘请其他部门或单位的老师

来指导)，有序开展毕业论文工作，比如将教学管理部门的通知进行细化，确定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名单、

进行动员部署、实施中期检查、收齐相关资料、开展论文答辩、规范论文档案、组织指导老师填写相

关表格等等。这些繁杂而又琐碎的小事是非常耗时耗力，且直接影响论文生成与否与生成好坏的行动，

这些工作主要是由专业系部负责组织实施毕业论文的具体老师承担。可以看出，专业系部就是毕业论

文工作的执行部门，执行人员则是专业系部内某一个或几个组织者。从逻辑上来讲，在毕业论文工作

这一层面上，教学管理部门与专业系部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专业系部要服从教学管理部门的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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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做好毕业论文工作既要从规范层面来进行价值分析，也要从功能层面进行事实判断。价值分

析不能绝对生成事实判断，而事实判断却总要依从于价值分析。简单来讲，就是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既

要看其是否按照学院相关规范要求来办，还要看其是否按照毕业论文工作的规律来办事，也就是说，毕

业论文要在价值与规范这两个层面塑造自己的科学。“伯克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一群人都有权

利制定他们所喜好的法律，并且法律仅从对他们的制定中获得权威，而不在于所属事物的性质，很难指

出有哪种错误，比这种观点在实际上对人类社会所有秩序和美好的东西，对所有和平和幸福都具有更大

的破坏性。”[1]从价值层面来讲，专业系部要按照教学管理部门的规范要求来办事，从事实层面来讲，

教学管理部门和专业系部都要按照规律来办事。在具体情境中，价值与事实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尽管二

者之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交叉。价值是用书面的东西把事实尽可能的描述出来，不过，囿于人类的无知，

用文字呈现出来的描述必然存在漏洞、滞后、扭曲等不足。一般来讲，教学管理部门关于毕业论文的规

范、指示、要求等命令比较科学有效，但也存在极个别的不合理问题。当教学管理部门的规范、指示、

要求等命令与合理性存在一些出入的时候，教学部门在承接执行这些命令时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张力。在

一些特殊情况下，教学管理部门会干预一些专业系部关于毕业论文工作的细节操作，一旦干预与合理性

发生冲突，教学管理部门与专业系部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张力。如果教学管理部门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

中不停地改变相关既定的管理规范或工作规范，专业系部在面对这种不断更弦易辙的变化——有的时候

是教学管理部门出于发展的好意使然——会感到不知所措。韩非子说过，“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法规范的生命力在于其内含的稳定性，不稳定的法规范会让执行者甚至是执行对象产生无所适从。规定

如果不断变化的话，会极大地增加毕业论文的整体运行成本，而预期的收益或许并不客观。“法律的生

命来源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如果隔断经验，一味地追求“逻辑”上的创新，将“自生秩序”不断打乱，

毕业论文工作可能在“建构主义”的改革思路中动摇了稳定性和经济性。当然，这一论断的前提是，毕

业论文的法规范是科学有效的，而不是与合理性相偏颇的。 
在教学管理部门与专业系部这两者的张力中，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要在认清专业系部的角色上。

专业系部是介于教学管理部门与指导老师之间的传送带，是在价值与事实之间寻求最好路径的探寻者。

教学管理部门应当尽可能的将权力下放，因为风险社会中很多工作变得更加细化、复杂，毕业论文所蕴含

的专业知识、繁琐程度已经超越了法规范制定者的想象空间，应当让专业系部在细节操作、知识指导等具

体层面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确保集中与自治实现完美的结合，最终不断趋近于更加合理的目标。 

3. 专业系部与指导老师之间的张力 

作为教学管理部门与指导老师之间的传送带，专业系部一旦接收到教学管理部门的命令后，便要直

接面对指导老师这一群体。这一群体是非常特殊的，专业系部需要及时转变角色，需要从“传送带”向

“管理者”转变。 
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繁琐的工作，甚至可以被视为为一项工程。在毕业论文这场巨

大的工程当中，专业系部的组织者与指导老师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从整体上来看，二者之间的张力

非常的细微，包含的层面非常多，比如说中期检查材料上交的速度、开题报告书和任务书中参考资料的

格式规范、指导学生的次数和质量等、选题的科学与规范认定等等。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项要求，都

存着一种张力的过程，这种力夹杂着对科学的追求、个人私利的满足、对规范的厌倦与不屑等，目的与

动机不一定是纯粹的。为何会存在这种张力？主要是由于作为组织的专业系部与作为个体的指导老师之

间角色不同。 
对于毕业论文工作，专业系部主要是从完成工作绩效这一角度出发组织的，专业系部当然希望这一

工作质量完成的越高越好；而指导老师则是出于完成自己的职责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按照势必增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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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利益攸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2]指
导老师在指导论文工作中，不可能不计算自己的指导成本，但也并非完全计较利益的得失，这一点是现

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不过，一旦计算成本之后，就不可能实现指导的最优化目标。同时，经常性

的工作和长期从事的论文指导，容易使指导老师形成心理上的准备状态或定式，即产生了一定的职业心

向。指导老师自身基于路径以来的职业心向，对毕业论文工作方面的变革会充满一定的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如果教学管理部门下发的法规范不合理，专业系部在传送和执行时该怎么办？“如果合

法性信念被视为一种同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那么它的外在基础也只有心理学意义。”[3]专业

系部此时会陷入一定的困境。专业系部如何应对教师的意见，是强制推行还是变通执行？无论是强制推

行还是变通执行，都要面对一个事实。“众意与公意之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

而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它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但是，把这些个别意志中的正负抵消掉，剩下的部

分仍然是公意。”当公意和众意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专业系部不能不慎重对待，因为稍微处置不当，队

伍管理就不稳定，毕竟专业系部是一级部门，还要承担队伍管理这一重要职能。笔者认为，当法规范不

合理时，首先应当服从法规范，因为秩序是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如果法规范确实违背了一些毕业论文

指导规律，那么专业系部可以向教学管理部门反应，以进一步完善相关规范。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规范

性与合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冲突的时候，组织者也会采取说服等调解的方法来推行法规范，这些都是组织

运行的成本。 
对于专业系部来说，无论教学管理部门下发的法规范是否合理，都需要对指导老师的指导工作进行

监督，希望“服从、配合”[4]，毕竟指导老师手中的指导权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对于这种权力不加

监督的话，也可能会被滥用。但监督不可能做到全面，否则其运行所耗费的成本将会非常高，远远偏离

帕累托最优。桑德尔在《公正》一书中指出，对行为的正当性分析，可以从道德、福利、自由三个方面

加以考量。基于这三个方面，专业系部不可能对指导老师的指导工作进行全面监督。既然不能全面监督，

复杂的张力就不可避免。笔者将张力分为两种模式：规定不合理模式和规定合理模式(见下表 1)。 
 

Table 1. Two power models in graduation thesis guidance 
表 1. 毕业论文指导中的两种斗力模式 

模式 指导教师的反应 专业系部的应对 

规定不合理模式 一定的消极 说服、教育推行 

规定合理模式 积极应对 
过程、结果检查， 

对不合格的材料返还整改 

 
规定合理模式下，张力较为简单，只是按照制度办事即可，是一种弱意义上的张力。规定不合理模

式下，则通过说服等方法，确保其推进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在两种模式下，都会一定程度上存在哈贝马

斯所讲的理想的商谈环境，因而会再一定程度上出现交往行动理论所追求的重叠认知。 
总之，专业系部与指导老师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清晰而又模糊。笔者将这种清晰而又

模糊的样子，称为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专业系部来看还是非常

清晰完整的。 

4. 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张力 

其实，在毕业论文工作中，最核心的是指导老师的指导工作开展情况，也就是指导老师指导学生撰

写论文的情况，教学管理部门与专业系部的所有管理、组织、安排等活动，最终的落点就在指导老师与

学生的交往互动之间。虽然指导老师会出于功利主义的思维，对教学管理部门下发的合乎理性的或不合

乎理性的规定有某种程度的拒斥行为，但因为压力传导机制和数字化管理，指导老师也会按照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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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指导工作开展下去。“组织压力传导总会贯穿在工作任务目标传递进程中，并有效帮助工作任

务目标及时传递到位。”[5]问题的关键在于，指导老师面对的学生群体可能比较消极，有的时候是“有

力使不出”。个别学生对毕业论文存在一种放任的状态，坚持的是一种不出事原则。 
在学校看来，毕业论文写作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解决本专业领域科研或社会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应该是建设

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方向标，而且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教高

厅[2004]21 号)要求，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成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中的关键性指标之一。所以，从教学组织管理者和指导老师的视角来看，毕业论文工作在整个高

校教育教学建设中意义重大。然而，实际运行中的毕业论文工作可能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当指导老

师开展指导工作时，会面对个别学生的“太极拳”。因为在个别学生看，来最重要的是就业，只要论文

答辩通得过，毕业论文工作的成效好坏，对学生找工作就业不会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这里存在一些反例，

即个别高校将毕业论文质量与就业挂钩)，他们对毕业论文的撰写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疏离感。可以看出，

个别学生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审视对待毕业论文工作。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毕业论文只要答辩通过即可，

只要自己能够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毕业论文就只是一个过场的形式。学生“重视度不够”[6]，“已有

的相关研究成果及相关报道都反映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存在着应付的心态。”[7]
总而言之，只要不出事即可，这在个别学生当中成为了一种默会知识，“其核心表现就是消极和不作为，

行动遵循不出事逻辑、遇事不讲原则的策略主义，以及有问题消极 不作为的捂盖子之举。”[8]需要说明

的是，不出事原则是个别学生秉持的一种思想，并非所有学生的态度。 
此时，指导老师与学生分处于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两端，两端的主体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操办

毕业论文工作，最后形成了不出事下的无奈(见下图 1)。 
 

 
Figure 1. Game diagram between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图 1. 指导老师与学生博弈图 

 
毕业论文工作的两端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相悖特点，指向学生的一端呈现出一种空的状态，这种空的

状态是指每一届毕业生的论文完成之后，对于自己而言的毕业论文工作就结束了。而下一届的毕业论文

工作和上一届的毕业论文工作，与己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学生和指导老师之间是一次博弈的关系，

而不是重复博弈。既然是单次博弈，就很难存在信任继续以及惩罚的资本，个别学生的任性就很有可能

存在，因为指导老师对他没有延续的压力。而指向指导老师的一端，则会因为指导论文工作的每年延续，

激励制度越来越规范，成为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循环且不可逆[9]，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压力，在高

校压力传导机制和数字化管理要求下，指导老师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任务目标，指导老师的指导工作必然

与个别秉持不出事逻辑的学生产生了一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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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论 

毕业论文工作，不是一个表面平静的事务，内部充满了各种博弈之下的张力。组织者与组织者之间，

组织者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这三种张力充塞于毕业论文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些张力表明教育

正义在各种交互碰撞中得以生成的。通过揭示这一动力学面貌，可以清晰地看到藏匿于其中的毛细血管，

毕业论文工作的生命与科学在毛细血管的联动中若隐若现。同时也更深入地说明，正义多与日常生活杂

糅在一起出现，而且也只能在生活中才能予以体现出来，因为正义植根于生活当中，没有生活，正义从

哪里生发，谁又来检测正义。只有看到教学正义，才能更好地规制教学秩序。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指导老师还是学生，对毕业论文工作的推进存有普遍的功利主义倾

向。所不同的是，指导老师在制度和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功利主义的影响，

而部分学生普遍所依循的不出事逻辑则需要得到有效制约。可以明显地发现，学生在面临就业压力这一

特殊时期，表现了更强的理性主义。面对复杂的理性抉择，毕业论文工作只能用制度的方式进行推开。

对于指导老师，须从提升教师职业道德水平这个角度来进行内部制约，期望能达到哈特所讲的内心认可

和自我约束境界。“强制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至少还需要体系中的某些人自愿合作并且接受它的规则。”

[10]对于学生，特别是公安院校学生而言，有必要将毕业论文结果与工作直接挂钩，确保不出事逻辑得到

有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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