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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流学科的前提是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人才则需具备过硬的能力和心理素质。目前研究生质量保障

体系多以能力建设为中心，而忽视或较少的关注心理素质建设，从而影响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

组建以心理素质培养为中心的教育工作室，实施思政和心理教育功能，参与学科团队、导师培养研究生

的全过程。利用激励与约束机制，把心理教育工作室、学科团队和导师个体三者间的协作、监督、发展

统筹在一起，可有效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实践表明所提出的保障体系不仅增强了研究生的自信

心和自我认同，而且极大的推动了学科特色团队的建设，强化了导师履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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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mise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 is to cultivate first-class talents, and talents need to have ex-
cellent 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At present,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post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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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tes focuses on capacity building, but ignores or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sy-
chological quality, which affec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asic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moral 
integrity. The education studio that center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should be 
organized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functions and simultaneously par-
ticip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ining postgraduates of discipline teams and supervisors. The 
improve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can b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by using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integrating the cooperation, supervision and development among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studios, discipline teams and individual supervisors.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guarantee system not only enhances the graduate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dentification, but also great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team of the dis-
cipline and strengthens the supervisors’ mission to fulfill the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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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扩招达 18.9 万，总招生规模已接近百万，从而如何保障培养质量不“注水”、学

位不“贬值”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问题学位论文频出，要严查严打学术不端行为已成为共识，

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在挤掉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分”上的压力持续加大，所以目前导致研究生质量保

障体系多以能力建设为中心，而忽视或较少的关注在研究生心理素质建设上。正因如此，由科研活动和

主观目标失败诱发研究生走向极端的案例频繁出现，这种现象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必然会更为突出

[1]。研究生能力与心理建设统筹到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内，不仅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迫切需要，而且

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 

2. 目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现状 

保障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是每一个培养单位需长期坚持的使命，构建相适应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简称“保障体系”)就成为了完成该使命的“利器”[3]，从目前来看，“利器”基本是布置在“理论

教学过程”和“学位论文形成过程”两个阶段(图 1)。 
在教学过程中，目前保障体系主要强调教学师资队伍及其教学质量，例如要求理论教学的教师队伍

为博士、副高以上职称；教学过程鼓励引学科前沿入课堂和采用研讨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要求严把

考核评价关。这样的保障体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理论教学效果和研究生的学习热情，但是课堂质量仍很

难监控，仍无法满足研究生内在驱动要求。 
在论文形成过程，目前保障体系主要是对研究生形成压力，通常设定开题/中期检查环节、加大学位

论文盲审力度、严肃答辩过程、对毕业条件提出更高要求(如发表核心/SCI 论文等)等。从执行过程中，

这些保障手段的确给研究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们更加重视论文形成过程。但是，科研过程并不是一

帆风顺，可能会因为研究方向、导师能力及其所能提供的平台条件、研究生的兴趣爱好等问题造成论文

形成过程的巨大差异，使学生背负重大压力，易于滋生寻求“捷径”、走向“极端”、产生师生“冲突”

等现象，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和正确价值观的养成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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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rrent statu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图 1. 当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现状 

 
以能力为主导的保障体系的确可以为研究生及其导师传导压力，减少“放水”的概率，很大程度上

改善了由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张带来的教育质量问题。但是，研究生的心理素质或健康已经逐渐转化为影

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要矛盾，从我们毕业生调研来看“不快乐科研的体验”正在增加，“科研获得感”

的比例正在下降，反映了研究生心理健康正在成为影响其教育质量的内因。 
国外名校通常会设立类似心理健康保障的机构，面向研究生心理问题咨询，干预或调解研究生与导

师间形成的冲突等问题，而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往往缺少这样的功能设置，即使有其所发挥的作用效果

也很有限。因此，近年来研究生自杀类事件频发，让国家、培养单位和家庭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提升研

究生的心理素质与健康，不仅有利于塑造高品质人才的人格，而且有助于促进人才能力质量的飞升[4]。 

3. 统筹能力与心理质量建设的新保障体系 

新保障体系是要求能力与心理质量并重，具体策略与方法如图 2 所示，研究生心理素质建设参与其

能力培养全过程。一方面保障研究生心理质量，另一方面发挥党委监督作用，确保导师把立德树人任务

落实到位。研究生心理质量出问题往往不能全部归咎于其本身，导师所起作用也非常关键[5]，但是导师(特
别是青年导师)缺少相关心理指导训练和经验。因此，新保障体系需要双功能，即要提升研究生的心理素

质，也要提升导师培养研究生心理质量的水平。 

3.1. 发展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新模式，降低巨变风险 

“一生一师”仍是当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要模式。一个研究生与一个导师的关系确定后，极少

发生调整，所以就形成了社会上常说的“研究生的命运被导师掌握着”，屈从和不平等压迫就有可能发

生，从而造成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采用研究生先选择团队后再确认导师的模式，即研究生在科研团队

中先与导师接触、沟通并进行课题预研研究，在完成开题报告后再确认导师。通过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消

除师生间性格不合、研究课题不感兴趣等问题，还能促进团队融合增强学科特色。 

3.2. 构建激发研究生内驱动的保障体系，落实能力质量 

在培养过程中，研究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内在驱动力，所以围绕理论教学、学位论

文形成过程的各个环节特点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学科专业理论教学推行团队科研方向案例教学，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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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ntents covered by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both competence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图 2. 能力与心理质量双保障体系所涵盖内容 

 

条条方向演化史的方式纵深推进教学内容，为学生呈现科研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促进研究生的科研

思维训练。加强开题/中期检查的作用，建立定期学术交流和公共科研平台服务制度，限制急功近利并严

惩学术不端行为，以此保障学位论文形成过程的质量。 

3.3. 设立心理质量教育与监控工作室，独立运行于能力培养全过程 

设立研究生心理辅导及预警工作室，工作室成员由院党委书记、心理学专业背景教师和优秀导师代

表组成，负责研究生心理咨询、科研活动解惑释疑、调解师生矛盾、心理健康预警等各项事宜。通过学

院管理制度保障工作室的运行，形成心理健康干预与能力保障体系有机结合；制定工作室的管理与激励、

约束制度，保证工作室在研究生心理健康干预上发挥实效；评价分析工作室产生的综合效果和对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贡献关系，检验研究生的科研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新保障体系的实施过程与方法 

研究生培养质量是衡量学科建设优劣的要素之一，一流的学科应该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所以学科建

设应该以人才培养为中心[6]。如图 3 所示，为了能够让“新保障体系”发挥实效，首先围绕学科特色设

置了学科方向，然后每个学科方向再细化出团队方向，并以此成立团队。这样不仅有助于实施团队指导，

推进团队方向理论与实践教学，而且学科建设与团队建设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可增强学科特色，

另一方面使得团队间教学和科研形成一体，因此新保障体系的实施得到了学科团队导师们的普遍支持。 
 

 
Figure 3.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guarantee system 
图 3. 新保障体系的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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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院党委书记、心理专家和优秀教师代表组成心理辅导工作室。在学校支持下，该工作室安置在

我校柏林旁，所以又称为“柏林树下”工作室。幽静的环境为工作室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心

理辅导工作室运行机制由学院制定学校通过执行，具体包括责任义务、工作内容、惩奖办法和工作方式

等。跟踪调研学生心理活动成为常态，同时结合导师日常反馈信息相结合，定期形成总结报告。 
研究生入学后，首先由团队负责人介绍团队研究方向内涵、实验室与平台介绍及能力要求等；然后

研究生报名并确定研究方向团队。这些做法是让研究生深入了解未来从事方向，确认自己的兴趣点，有

利于激发主动性。研究生一年级一方面通过教学过程获得方向上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各个

导师团队开始布置相关方向文献阅读和分析，开始让学生参与实验研究或理论计算等实践过程。以此方

式，学生和导师间形成互动和加深认识。心理辅导工作室深入各个团队方向进行跟踪调研学生心理活动，

诊断识别有没有危险发生，然后及时采取措施。措施基本上有两种：一是要求团队导师在指导上改变方

式方法，做到因材施教；二是调整研究方向，进入新团队从事研究。 
研究生一年级末进行开题，一方面论证学生研究课题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导师和学生相互认同，确

定师生关系。开题完成后，导师成为指导具体科研创新的主要负责人，团队内导师相互配合。在这个环

节可能会出现多名学生选择一位导师，而个别导师无人选的境地。因此开题确认导师这个环节是心理辅

导工作室重点关注点，一要及时对未选择上心仪导师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帮他走出思想误区，二要识别

导师的失当行为，给导师提出建议或警告。 
研究生二年级末进行中期检查，矛盾的焦点通常是科研进展问题以及成果归属问题，心理辅导室在

这个环节将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要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教育，帮助学生释放心理压力和正确对待科研失

败或挫折；另一方面把学术不端行为扼杀在萌芽中，对导师和学生均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中期检查

后，心理辅导工作室基本上可以确定重点关注对象，针对关键少数进行个别跟踪并进行心理辅导。 

5. 新保障体系的实施效果 

经过一届研究生的实施，不但我院研究生极端事件发生率为零，而且“新保障体系”在多方面发挥

了出色效能。首先，无论是导师反馈还是研究生日常表现均证明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主动性得到了增强，

主动问问题、主动发表自己见解以及主动谈个人科研理想等现象频率增加。其次，导师和研究生间的沟

通更加畅通，团队内导师合作活动更加紧密，因学生学术要求增加例会场次增加，很大程度上也带动了

学院内的学术氛围。再次，研究生成果质量得以显著提升，发表 SCI 论文、“三高”论文和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数量得到显著提升，省级、校级优秀学位论文分别增加了一倍和三倍。最后，经问卷调查研究生

就业满意度接近 100%，考博和出国深造的学生也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因此，“新保障体系”的实施让

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得到了增强，除了使他们获得了更好的创新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了

更好的未来规划和奋斗目标。此外，对导师队伍建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使青年导师得以尽快成长，

而且使导师履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更加充分。 

6. 结论 

通过组建以心理素质培养为中心的教育工作室，实施思政和心理教育功能，参与学科团队、导师培

养研究生的全过程。另外，利用激励与约束机制，把心理教育工作室、学科团队和导师个体三者间的协

作、监督、发展统筹在一起，从而保障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实践验证表明所提出的保障体系不仅增强

了研究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而且极大的推动了学科特色团队的建设，提升了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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