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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5_99_E

5_A4_A7_E7_BB_99_E7_c73_646530.htm 浙江大学办有一所特

殊的学校“求是导师学校”，这所“学校”的老师都由教育

行政部门领导、国际组织的官员、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资深

学者等担任，而来上课的“学生”，则是浙江大学的“博导

”、“硕导”们。如今，“求是导师学校”已经举办了4期，

参加学习的校内研究生导师达1100余人，“求是导师学校”

成为了广大研究生导师共享经验、相互学习的平台。 2007

年11月30日，是浙江大学首期“求是导师学校”开课的日子

，400多名浙江大学的“博导”、“硕导”们，暂时放下各自

手上的教学、科研工作，纷纷来到浙江大学位于玉泉校区的

永谦活动中心，他们要重新当一回“学生”。 导师们的热情

大大出乎组织者的意料。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副处长章

丽萍介绍说，不仅报名人数大大超过计划人数，而且在报名

的导师中，既有刚刚晋升的新导师，也有院士、长江学者、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

才、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全国优博论文指导教师等。 “建

立‘求是导师学校’，是我们在研究生教育上的一次探索。

主要是为广大导师提供一个交流教育思想、切磋教育技艺的

平台。”浙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严建华说。浙江大学校长

杨卫表示：“没有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研究

生教育。导师质量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所以

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根据计划，“求

是导师学校”每年举办两期，在3年内完成全体在岗导师的相



关学习，教学内容涉及研究生教育国家战略和宏观政策、研

究生教育规律和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国内外进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人力资源管理与创造力开发、研究生

心理健康和学术规范等多个方面。学习成果将作为研究生导

师绩效考核的依据指标之一。 2009年3月20日，第四期“求是

导师学校”按照计划如期举行。与前三期一样，本期学习班

继续聘请权威专家解析社会热点。中国科技大学李曙光院士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乐院士、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王乃彦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纪监审计局彭

连明局长应邀讲学，他们以“学术道德建设”为主题，分别

进行专题报告，及时提醒导师们从“贺海波事件”中吸取教

训，履行好导师的职责。李曙光院士在报告中呼吁：“让我

们身体力行，做一个有良好声誉的科学家，大家都来珍惜自

己和科学家群体的名声。” “我们希望通过专家们兼具‘权

威性、学术性、实用性’的讲座及研讨，关注导师专业学术

能力之外的学识水平的提高，帮助老师以特有的人格魅力和

学识魅力胜任导师职责。”严建华说。 作为导师学校的主讲

人，很多专家都是身兼二职。像曾经应邀讲学的杨玉良院士

、彭连明局长等，他们既是讲学专家，还是承办单位的代表

。据了解，导师学校设教学秘书处，挂靠在浙大研究生院，

负责日常工作。根据不同主题，由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牵头，

校内外多部门联合组办。 同时，导师学校在形式上注重知识

学习与经验交流相结合。除专题讲座，还安排各种面对面的

交流和互动，在新老导师之间、不同学科导师之间、导师与

教育管理干部之间、导师与研究生之间，进行良好沟通，使

得三方协同发展，共同创新。 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杨玉



良院士对“求是导师学校”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

，导师质量是一种综合质量，不仅是学术水平，还包括道德

水平和传授技巧等。我国目前正在把研究生教育的工作重点

转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上，浙江大学成立“求是导师

学校”，既是对质量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着力提高质量的

新尝试。 如今，“求是导师学校”已逐渐成为浙江大学的一

个品牌项目，受到了校内研究生导师的欢迎和好评。导师学

校也逐渐得到了浙江省内兄弟院校的响应，并在浙江省乃至

全国产生辐射作用和示范作用。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等省内十余所高校，先后有150余名研究生导师

积极报名，并由校领导亲自带队参加“求是导师学校”的学

习。导师学校还受到了国内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关注，并被列

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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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