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 U D A N     S U P E R V I S O R     S E R V I C E     C E N T E R     

目录： 

【新闻报道】  第三期研究生导师沙龙顺利举行 

【参考资料】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做合格导师需从心从德从范 

  第三期研究生导师沙龙顺利举行 

4月 12日，我校第三期研究生导师沙龙同时也是首期医学研究生导师沙龙

在我校附属华山医院花园大厅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吴海鸣主持，会议邀请华山医院传染病科副主任张继明教授作专题

报告，来自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华东医院等附属医院近 30位研究生导师参加

了本次沙龙。 

本次沙龙以张继明教授的《如何做一

名合格的临床研究生导师？——一点个

人的粗浅体会》为主题报告。张教授首先

从为什么要当研究生导师说起，他认为研

究生导师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石，临

床医学研究生导师除肩负临床医疗工作

之外，还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培养医学人才的使命。导师应以指导研究生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为己任，帮助研究生正确领会为人之道、治学之道、行医之道和善事之

道，这样才能培养出一名合格的、有后劲的、具有高水平研究能力的医生。 

第二，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张教授认为导师应该结合自己的科研经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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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学科特点及优势，招收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在研究生录取后尚未入学前，

导师应主动和研究生保持联系，指导其阅读书籍文献，学习基本的实验技能，为

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做好准备。 

第三，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张教授和参会导师分享了他在每一个培养环节的

经验体会。就指导研究生选课来说，张教授认为应结合导师课题以及学生兴趣来

选课，至少选择一门实验技术课程；就指导研究生确定培养目标而言，他强调一

定要与导师研究领域相关，同时要尽可能符合学生的志向，要有一定的高度和难

度；在选择研究方向上，张教授分别从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个方面详细介

绍了如何帮助研究生进行选择；具体选题时，张教授提出的要求是检索阅读不少

于 200篇国内外文献，在完成综述基础上才允许选题和课题设计，且应针对不同

类型研究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类型课题。张教授明确提出，选题应该是以解决问题

为中心的研究，而不应以现有技术平台为中心选题。 

张教授提出培养研究生的定位是具有“领袖气质、国际视野、人文情怀、科

学素养”的高级人才，他特别介绍了自己带研究生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

的经历和体会，用事实说明此种方法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的科研素养，并对其毕业

之后的学术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在主题报告之后的互动环节，张继明教授与参会导师就如何培养医学研究生

各环节进行了探讨，并对参会导师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

交流环节结束后，华山医院教育处朱春艳老师介绍了华山医院研究生教育的特色

和优势，校研究生院学位办姜友芬主任通报了学校关于做好导师服务工作的相关

举措。本次导师沙龙的成功举办，为我校附属医院临床医学导师创造了一个交流、

学习的平台，并获得与会导师们一致认可。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做合格导师需从心从德从范 

《人民日报》（2017年 04月 02日 17版）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向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

思考研究生导师的责任与使命、辨析师生间“导”与“学”的关系，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研究生阶段教育培养的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导师具有指导研究生

的资格与责任，是他们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重要引路人。

研究生往往慕名拜师门下，随其左右，共同度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学术生涯。这

种导学关系较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更为密切。导师的才学、品性、价值观等都

会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影响学生，由表及里，从近至远。可以说，研究生导师

的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最高层次高等教育的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对高校教师明确提出“四个统

一”，即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

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应充分认

识“四个统一”的重要性，珍惜导师荣誉、捍卫职业尊严、提升师德境界。 

先说教书和育人相统一。与普通教师不同，研究生导师的意义在于“导”，

指导、引导，正是这一特点，“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就成为对研究生导师天然的

内生要求。导师的特性决定了研究生导师的“教书”有更为广泛的内涵：是不是

通过“教”，让研究生真正对学术和科研产生了兴趣，有了发现问题的慧眼、解

决问题的本事、探索创新的勇气。是不是通过“教”，让研究生变得更加自信、

富有朝气。是不是通过“教”，导师也获得了有效的滋养，使导师的价值感更为

强烈。而“育”则是贯穿始终的过程，是充满爱的艺术。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

应常常自问育人的初心是什么，只有铭记初心，才不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才不

会在教学上陷入教育的程式化和功利化当中。因此，要想做到教书育人相统一，

研究生导师就要不忘初心、不断提高修养、端正品行、拓展格局。 

再说言传与身教相统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无一不靠言传，言传的

精当有效、入木三分，需要导师长时期的修炼内功。同时，对于研究生导师来说，

身教比言传更为重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想获得学生的认可和尊重，让学

生发自内心的敬仰与追随，研究生导师必须从方方面面为学生做出表率，做到知

行合一。特别要说的是，身教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力行，还包含大量隐性知识：



如科学精神、创新文化、学者底蕴等等，这些都要靠相濡以沫，靠导师与学生朝

夕相处，从而使得导师的思想、学问、精神、作风不断在学生身上渗透，积累，

并随着时间推移沉淀下来。我们看到很多学术界一脉相承并被后辈学人继承发扬

的典范，莫不是言传身教统一的结果。 

再看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如果说前两个统一是对为师者普遍意

义上的要求，后两个统一则进一步为研究生导师学术研究与学术指导提供了规范

与指引。“潜心”，专一而深沉，学术的道路是用寂寞和执着所铺就。问道，说的

是学术研究的驱动力问题，是学术研究要做到学者内心的渴望和外部社会需求相

统一，将突破学术圈内的专业难点和破解社会难题相统一，将学术创新的内在要

求与国家所面临的创新紧迫性相统一。当前中国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亟待解

决，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科学研究没有任何意义，科学研究应该起而行之，研

究生导师无论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指导学生的教学实践中，都应该发扬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立足中国、密切关注社会，用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