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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BA_E8_AE_A4_E4_c79_449230.htm “读研值不值，关键看

导师。”一位读者针对媒体报道《民调显示52.9%的人认为现

在读研不值》传来了他的意见。 持续数年20%以上的研究生

报名增长率，去年突然折了腰全国考研报名人数增速首次减

缓，同比增长仅0.5%。本报上周刊发的民调结果与此恰相印

证，在读者中引发热议：读研不值了？ 媒体随之联合开展的

一项跟进调查发现，53.6%的青年学子认为读研值不值的关键

在于“跟了哪个导师”，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远远

高于“自己的努力”和“学校的名气”。 “跟个好导师，读

研就值得，跟个差老师，纯粹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倒贴。”

一位网友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导师！导师！ 去年毕业的孙嘉

拒绝了某生物学研究所的硕博连读保送名额。“老板”的行

为让她害怕，在师兄师姐的描述中，“导师活像监工，甚至

舍不得让你毕业”，“每年都有学生主动放弃博士学位走人

”。 选定心目中的导师后，孙嘉又毅然投入“猪狗不如的考

研生活”。她对当初的选择不仅丝毫不后悔，甚至庆幸自己

“没有跳入火坑”。在她眼里，导师之于研究生的作用是决

定性的，不仅决定未来几年在学校里的境况，更决定了终身

的发展。 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

。此外，“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

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

为失望的一大因素。 “我每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得去给导师打

工赚钱，干的活儿和操作工没啥区别。”北京交通大学研究



生孙军(化名)郁闷地说，“导师每月给我150元，我还要交学

费，这么大了，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 “你叫我怎么不

去想着赚外快，哪有时间、精力学习？”孙军反问。 “导师

可能都不认识我” “我导师可能都不认识我。我们几个同门

都是‘自学成才’。”一位选择博导作为导师的硕士生网友

在调查中自嘲。 博导资金足、课题多、地位高，是许多学生

的首选，可是选了博导，你也不一定能见到他。“硕士几乎

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孙军无奈地说。采访中笔者了解到，

博导分配手底下的副教授和博士做“小老师”的现象比较普

遍。 “忙(58.1%)”和“带学生太多(54.6%)”成为本次调查中

青年学子们对导师最为失望的两点，之后才是“学术水平太

低(51.1%)”。 “我整个研究生期间只见过他三次”，北京某

高校硕士毕业生李丽(化名)说，“其中有一次还是在全校新

研究生大会上远远地望了他一眼”。 李丽导师的能力毋庸置

疑，博导、副校长，但是，“能力强自然有很多事情来找你

”。进入研究生学习后，李丽才发现，并不是越有名气、社

会地位越高的导师越好，“因为他太忙了，忙得不可开交，

忙得压根儿没空管你”。导师自己也跟他们连连道歉，“对

不起啊大家，我真的太忙了。”唯一一次聚餐导师吃了一半

，接了个电话人就走了。 “一个导师两年能请学生吃几次饭

就算好导师了？”有网友发出这样的质疑。 72.8%的人认为中

国导师合格率偏低 对于导师的评价，在本次调查中并不高

，72.8%的人将国内导师的合格率选在了50%以下，甚至

有28.0%的人认为以学术标准衡量，目前中国高校、科研院所

的研究生导师“不足10%合格”。 李丽将这种不合格归结为

一种无奈，“板子不能打在某个人或者某一类人身上”。实



际上，她的导师还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也是做科研做

到一定程度才能坐到那个位置”。 “老师也没办法”，李丽

对导师也很理解。“他也想做研究，但是全国各地开会，各

种各样的琐事，根本摆脱不开。” 赵莲觉得自己很幸运，她

入学那一年，导师刚从国外回来，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每个

月，所有学生都会和导师见一次面，安排好这个月的小研究

方向，同时纠正上个月研究方向中的不足。相较于“研究所

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导师都是很浮躁的，忙于赚钱，忙于应酬

社会关系”，赵莲的导师让她学到了“最有价值的治学态度

和思维方式”。 下一步博士也会贬值？ 近日，中科院化学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鸿飞在其博客上撰文“十有八九的博士和

博导不合格”，“以美国三流大学的水平的学术标准来衡量

，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

。 文章进一步指出，大家往往会高估国内学术界的能力和成

就，因为大陆人才的总量实在太大，人们往往很容易看见冒

尖的少数，而忽略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不过，也有人对王鸿

飞的观点提出质疑。一位接受采访的博士认为，王鸿飞的个

人观点缺乏数据支持。“至少在我们生物学领域，国内这两

年的进步就特别大，我们正在赶上国际一流实验室的工作水

平，尽管差距仍然很大。”同时，该博士认为舆论说的情况

可能是研究生扩招之后，有些院校出现了博士粗制滥造的情

况，但一些名校和研究所的水平绝对是突飞猛进的。 但在孙

军眼里，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是“批量生产”，导师开学第一

次见面就和学生说怎么写论文，“很多研究生上学就是为了

写篇论文，拿张证书”。 孙军认为身边许多人的研究目的不

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文凭，毕业生学历高但是学术水



平未必高，“如果导师也有类似目的，那就更没什么学术可

言”。 态度！态度！ 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方

平认为，肯定是一代学者比一代更有能力。导师的水平能力

都是达到一定要求的，问题在于在现有的评价管理体制下，

一些人没有尽力，有的人带的学生太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副院长周志忍也认为他所在的学科近几年和国际接轨，

进步很大。关键是现在社会发展，分工愈加细化，以过去社

会对学者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要求，现在学者肯定都不合

格，同时他指出按照国外的标准评价中国学者并不合适，国

外标准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关键在于导师的质量如何

评价”，程方平指出，把这其中的逻辑顺序理顺是解决问题

的切口。民调显示青年学子对于导师的评价，学术能力是一

个方向，对待学术和学生的态度是更重要的一个方向，而这

种态度就和整个环境、体制、风气息息相关。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