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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化教育时代,研究生师生在教育关系、心理关系和伦理关系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异化和失谐。 从研究生导师视角看,导师应以道德教育为基石构建和谐的伦理关系,以实践

教育和成才教育为起点和目标构建和谐的教育关系,以情感教育为纽带构建和谐的心理关系。
导师从这些互为关联的方面努力完善自我,才能在研究生大众化教育时代发挥主导作用,建立

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实现教学相长、师生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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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师生关系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因

素。 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

平等、在师生交互活动中民主、在相处的氛围上和

谐。[1]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我
国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生多师少的现状成

为影响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重要不利因素。 全国

在校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8 年为

19郾 89 万人,2015 年达到 191郾 14 万人(教育部网

站数据),17 年间在校研究生数量增加了近 9 倍,
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与

在校研究生数量大幅度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同时期研究生导师数量增长缓慢,生师比从 1998
年的 2郾 8 颐 1 增加到目前的约 6 颐 1。 同时,研究生

思想的日益多元化和导师社会身份的日趋多样化

使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复杂性更加凸显,进一步

加剧了师生关系的失谐、疏离甚至恶化,造成研究

生师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研究生导师

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极端事件不断曝光,
不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使构建和谐

的师生关系成为实现研究生教育目标的迫切需

要。 作为在师生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导师,亟须

考虑如何适应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事业的需

要,构建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

一、当前研究生师生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究生师生关系主要包括教育关系、心理关系、
伦理关系。 教育关系是师生关系的核心,表现为导师

与研究生的教学指导关系。 心理关系是师生为完成

共同的教学任务而产生的心理交往和情感交流。 伦

理关系处于师生关系体系中的最高层次,表现为导师

与研究生构成一个特殊的道德共同体,各自承担和履

行一定的伦理责任和伦理义务。 当前研究生师生关

系在上述各个层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和失衡。
(一)教育关系的功利化导致师生关系异化

“老板冶成为当前一些研究生对自己导师的称

呼,这其实是对师生教育关系功利化的折射。 “导
师利用学生做科研,学生利用导师拿学位冶正成为

教育关系极端功利化的丑陋写照,导致师生关系严

重异化。 具体而言,教育关系的功利化主要有如下

表现。
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倾向于选择与其科研项目

相关的知识、方法和目标,缺乏对研究生进行系统、全
面的专业知识、科学方法、科研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

养。 有调查发现,52%的研究生认为“参与导师的科

研项目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提升程度冶有 “部分帮助冶
或者“很少帮助冶; 73%的研究生认为“导师课题和自

己研究兴趣的一致程度冶 “部分一致冶 或 “不一



致冶。[2]87

大众化教育时代,研究生多以取得学位、找到好

工作、取得高收入为读研动机,缺乏科研热情和精力

投入,既不能实现导师制定的培养目标,也无法获得

必需的科研素养,对科研之路的长久规划更无从谈

起。 如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读研动机中对科学或

学术研究感兴趣的占 14郾 8 % ,为了就业来读研的占

70郾 7% ;对自己将来的打算中,想就业的占 67郾 1% ,
想继续深造的占 14郾 0% 。[3]183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的以导师科研为依托的研

究生培养模式和研究生读研动机出现了较大的偏

差,教育关系功利化特征明显,造成师生关系异化。
(二)心理关系的疏离导致师生关系淡漠

导师和研究生的心理关系贯穿于研究生教育教

学的全过程,并对其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然而,由于

主客观原因,当前研究生师生常因缺乏有效的沟通而

导致心理关系疏离,进而导致师生关系淡漠甚至

恶化。
从主观方面讲,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在工作生活

压力下仅将教学科研作为谋生手段,忽视了研究生

在科研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缺乏与研究生进行心理

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意识。 从客观方面讲,导师社会

角色的多元化和高校教师业绩考核中“重科研冶的

政策导向使导师和研究生的交流仅局限于学术科研

问题,无暇顾及研究生较为关注的心理、情感、就业

等问题;同时在研究生大众化教育阶段,生多师少的

现状使导师不仅不能有效地与学生进行心理沟通和

情感交流,即使对研究生在学习科研中遇到的问题

也常常无法及时解决。
心理关系的疏离导致师生关系淡漠,这表现为

师生之间互不关注、互不关心、互不信任。 有的高校

甚至发生过毕业答辩现场研究生导师不认识自己学

生的事。 样本调查结果也表明,大多数的导师和研

究生都认为高等院校的师生关系是较冷淡的

(72郾 5% ), 甚至是很冷淡的(14% ) [2]88。
(三)伦理关系的失范导致道德教育功能难以

发挥

处于师生关系体系中的最高层次的伦理关系,
对其他关系形式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 因此,研究

生师生关系中教育关系和心理关系的异化和疏离必

然是由于师生伦理关系出现了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导师与研究生对师生关系

的属性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70%以上的导师认为导

师与研究生之间为师徒关系和家长与子女关系,
24郾 14%的导师认为两者为朋友关系和普通师生关

系,只有 4郾 7%的导师认为两者为老板与员工关系;
但 50%以上的研究生则认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为

普通师生关系和老板与员工关系,只有不到 50%的

研究生认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为师徒关系、家长与

子女关系、朋友关系。[3]182可见,大众化教育阶段,当
大部分导师仍认为师生关系为传统的师徒关系和家

长与子女关系时,研究生心目中的师生关系却呈现

出复杂的多元关系。 这种认识偏差导致师生伦理关

系的失范,师生之间表现出功利、冷漠甚至对立的伦

理关系。 近年来见诸报端的个别研究生师生冲突事

件,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当下师生伦理关系的失范。
导师在研究生心目中失去了“师者冶的地位,自然难

以保持“道德权威冶的地位,也就无从对学生进行道

德教育和健康人格的培养,使得师生伦理关系的道

德教育功能难以发挥。
二、导师与研究生和谐关系的构建

关于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本质,业界观点比较

一致,认为两者是一种以导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

体,教学相长、辩证统一的关系。[4] 那么,在研究生

教育进入大众化的时代,面对上述异化、淡漠、失范

的师生关系,从导师视角应该如何发挥其主导作用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笔者认为,夯实道德教育的基

石、立足实践教育的起点、瞄准创新性人才教育的目

标、将情感教育作为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的纽带,是
研究生导师发挥主导作用,从伦理关系、教育关系和

心理关系全面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见图 1)。

图 1摇 研究生导师视角下的和谐师生关系构建导图

(一)以道德教育为基石构建和谐的伦理关系

研究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道德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

关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想基础。 目前研究生的思

想观念尤其是价值取向,受到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

的冲击和挑战,打上了时代的鲜明烙印。[5] 从伦理

学角度讲,研究生就学期间是其成长为道德主体的

关键时期,尽管他们的“三观冶基本树立,但仍不健

全或在外界影响下会摇摆不定甚至被颠覆。 导师作

为研究生培养工作最直接、最主要的具体实施者,其
“为人方式、道德品质对研究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并直接决定双方之间的关系状态冶 [6]。 教育部

2018 年 1 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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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对研究生导师的师德师风

提出了“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冶的具体要

求,全体研究生导师应自觉将道德教育贯穿于学术

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培养研究生形成高尚的

道德品质和积极健康的人格,这样才能发挥研究生

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因此道德教育是构建

和谐的师生伦理关系的基石。
1. 指导研究生学做人

(1)提升个人道德

导师作为研究生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指导者,
具有其他教育人员所不具备的优势[7],而导师高尚

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更是研究生教

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8]。 导师在学术研究和

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的人格魅力和不断超越

自我的人生理念,会对研究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其被导师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和折服,
见贤思齐,逐步学习和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修养,并在

与人交往中将其外化为道德行为,最终形成研究生

自己的但类似导师的道德习惯;同样,导师表现出来

的不良德行也会使研究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负面影

响,“上梁不正下梁歪冶,类似古训值得所有研究生

导师深刻体味和反思。 鉴于此,无论是在学术研究

活动还是日常学习生活中,导师都要注意以不断完

善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帮
助他们坚定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形

成高尚的道德品质,拥有良好的人生道德基础。
(2)培养积极健康人格

积极健康的人格是研究生个人生活和今后在职

业生涯中能否得心应手的关键因素。 其对内主要表

现为自觉、自尊、自爱、自信;对外则主要是对他人的

尊重、关心、同情、同理。
“自知者明冶,导师要帮助研究生树立自觉心,

即认识自我,对自身的素质、潜能、特长和缺点等有

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在团体和社会中有明确的定位,
从而自尊自爱,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引导

研究生克服自卑或羞怯心理,树立自信心和自我实

现意识,正确面对挫折,不断激励自我;鼓励研究生

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使其能在不

同的人际场合中应对自如。 “知人者智冶,导师要教

育研究生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对他人富于同情心和

同理心。 对他人的尊重和关心能够让研究生赢得信

任、理解和友谊。 同情心和同理心能让研究生换位

思考:既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也能正确地对待别人,
自觉消解攀比和不平衡心理;既能客观地评价自己,
又能自觉地改造自己,从而愉快地接受各种挑战,勇

于、善于创新。
2. 指导研究生学做事

(1)遵守学术道德

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活动是实现研究生教育目

标的主要通道,是由导师主持、研究生积极参与的具

有严谨性和严肃性的合作式科学活动。 导师的学术

道德对研究生的科学道德素养会产生重要甚至是主

导性的影响。 一个优秀的导师不仅要以渊博的学识

和深厚的专业功底对研究生在学术上进行悉心指

导,更要以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

神、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觉的反躬自省精神引起

研究生道德上的共鸣,以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对研

究生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使自己不仅成为研究生

的学术之师,更成为研究生的道德之师、灵魂之师。
(2)增强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

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良好的合作精神是所有学科

的研究生必备的能力和品质。 教师应从多角度培养

研究生的竞争意识,鼓励研究生树立符合自身条件

的目标和理想,使研究生在有序的良性竞争环境中

逐渐培养起竞争意识。 导师应善于打造团结、进取、
创新的学术研究队伍,既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展

自己的潜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又让研究生学会相互

体谅、相互帮助、相互合作,从而培养研究生的自我

实现意识、竞争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使他们在研究

生学习期间能很好地融入学术研究团体,毕业后能

顺利融入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社会群体,在不断实现

个人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以实践教育和成才教育为起点和目标构

建和谐的教育关系

1. 以实践教育为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2004)规定,硕士

学位获得者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冶,博士学位获得者要求“具
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

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冶。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硕

士学位获得者还是博士学位获得者都要求具备科研

和专业技术实践能力,这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础和

起点。
(1)培养方案要针对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目标

分类制定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

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日趋多样化。 以硕士研究生

教育为例,硕士研究生学位已经分为学术型与专业

型。 其中,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强调培养从事

研究和发现客观规律的科研后备人才,其主要从事

·501·第 34 卷摇 第 6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袁摇 静,等:大众化教育时代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和谐关系的构建



基础研究,研究成果侧重体现学术价值。 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社会特定职业的高层次技

术与管理人才,以技术创新、开发研究为主。[9] 即,
这两类研究生培养目标不同,其在品德结构、素质结

构和知识结构的要求方面也不同,因而其培养方案、
评价体系也有所区别。 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的

主导因素,应针对两类研究生的上述特点对其进行

分类指导,这样才能达到开拓思路、挖掘潜能、激发

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目的,从而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
对学术学位研究生要侧重科学研究实践能力的

培养。 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关键在于通过传授系统

而完整的学科知识,实现其对本学科领域知识的创

新与发展,因此,应以学科知识体系为框架构建课程

体系,通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纵向累积和层层

深入,拓展其科研思维,提高其研究能力。 同时,随
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科学研究领域

向广、深方向发展,学科交叉、分化、边缘化、综合化

程度越来越高,导师一人指导多名不同方向的研究

生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为保证学术学位研究生的

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应建立起不同学科组建而成的

导师组,或者组建学术研究和实践团队。 导师组和

团队的群体组合,可实现集思广益、资源共享,从而

使研究生博采众长、开阔视野,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学

科的发展。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要侧重专业技术实践能力的

培养。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具备一定的理

论知识又具有一流专业技术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

才。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以“职业能力冶
为本位,构建模块式课程体系,使研究生在校内或企

业进行技术开发,培养其在专业领域的综合实践能

力。 同时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以学术指

导为主,现场(各职业部门)导师以指导实践工作为

主,发挥导师的各自优势,更好地促进专业学位研究

生理论水平和论文质量的提升及实践能力和专业技

能的提高。
(2)培养过程要注重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和持

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不论是学位型还是专业型研究生,其学习特点

都具有研究性。 这既需要扎实的学科和专业理论知

识,又强调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自主

地学习、思考、探索与创新。 每个学科专业都有自己

的科学思维、研究方法、技术和操作特点,导师于此

具有丰富的实践体验,应该在指导学生完成培养计

划和科研活动中树立学习榜样,帮助研究生在做中

学习、在做中成长。[10] 导师应帮助研究生确定研究

课题或论文选题、制定研究计划,指导研究生准备资

料、撰写论文,定期研讨、交流,反复修改、实验,在此

过程中,研究生会逐渐掌握学科专业的学习、探索、
研究的方法、过程和思路,其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专
业素养和操作技能会得到很大提升,为其独立进行

科研创新打下基础。
研究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是其生

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其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

质量的重要因素。 培养研究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持

续发展能力,重点在于在培养起研究生必要的科研

和专业技术实践能力基础上,使其具备自学能力和

超越自我的能力,能根据社会和个人发展需要自觉

地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能站在所在学科和

专业技术领域的前沿,具备足够的竞争能力,很好地

适应社会,实现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个

人的社会价值。 在此过程中,导师不但要以身作则,
自觉接受先进理论和技术,终生学习、不断进取,成
为研究生形成社会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学习

榜样,还应通过科研实践过程积极引导学生,培养研

究生自学、乐学、勇于超越自我的意识和能力。[11]

2. 以成才教育为目标

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不论是硕士研究生教育,还
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人

才均为其根本目标。 “博专冶结合是培养研究生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尊重研究生个性,因材施

教,使其具有主动适应未来世界变化的能力和独立

的人格,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

要求。
(1)“博专冶结合,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益综合化的今天,研究生导

师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本学科的理论基

础,还要能跳出本专业的“圈子冶,学习、吸收、借鉴、
整合相关学科知识,进行学科交叉互补与融合,不断

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仅要自己具备上

述“博专冶结合的科学素质、扎实的科学实践能力,
还应通过前沿性、交叉性学术课题的设置,鼓励学生

在进行文献阅读、课题研究过程中以本专业为基础,
积极进行专业和学科间的交叉性和整合性学习,构
建起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知识体系,为实现创新

性人才培养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多数研究生在入学前已具备本专业的基础理

论知识,有解决部分专业问题的潜能,但缺少解决专

业问题能力的训练和思维创新的引导。 作为研究生

教育的重要目标,要培养有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导师

不仅要进行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冶,更要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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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过程中起引导和示范作用,即导师要以自

身的创新意识、思维及能力等因素去感染、带动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12] 导师的创新意识、思
维和能力不仅在于能洞悉和把握学科发展的热点和

方向,还在于能跳出本学科的限制,有机融合多个相

关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知识对学生加以指导,及时发

现学生的创新潜能,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意

愿,多维度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
(2)因材施教,重视研究生个性发展

研究生教育的大众化不仅使生师比逐渐升高,
也使研究生个体间的差异更加显著,研究生个体的

自我、自主、自由意识显著增强。 近年来,以学生发

展为本,培养个体人文素养和创造性适应能力的教

育目标已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 人才强国战略背景

下,研 究 生 个 性 化 培 养 的 重 要 性 更 是 进 一 步

凸显。[13]1059

尊重研究生的个性是个性化培养视角下研究生

教育的基本前提。 研究生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家庭,
其性格、能力、思维习惯、求学动机和毕业去向意愿

等各有差异。 导师应将每名研究生视为独立的思维

个体,尊重研究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深入了解学生的

个性特点,依据研究生的个体综合素质、知识兴趣水

平和创新能力的差异,采用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和方

法,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课程计划和论文选题

等)、培养方向和循序渐进的任务目标,帮助研究生

形成具有个性化特点的研究性思维和专业知识学习

能力,激发每个研究生的自主研究意识和潜能,提升

短板,升华长板,最终实现研究生创造性、创新性思

维和能力的养成。
(三)以情感教育为纽带构建和谐的心理关系

研究生教育过程是导师与研究生的双向活动,
师生心理和情感交流贯穿始终,师生关系直接影响

着研究生培养的最终质量。 应将心理交流和情感教

育作为研究生教育过程的纽带,在导师营造浓郁的

学术氛围及和谐的生活情境时,本着师生平等的思

想,建立和谐的师生心理关系,实现师生共情;通过

师生优势互补、教学相长,实现师生共赢。
1. 平等和谐,师生共情

教育是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过程,研究生教育

中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比其他师生关系更为密切,
其心理和情感交流的机会更多,使得教育情境充满

着强烈的感情体验,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教育过程、
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质量甚至是导师和研究生的个人

成长。 调查分析发现,学业、就业、经济和心理焦虑

是当前研究生普遍存在的四大压力,使研究生陷入

前所未有的群体困境;同时,部分研究生与导师间的

情感关系冷淡、疏离甚至存在隐患,直接影响了和谐

师生 关 系 的 构 建, 最 终 影 响 了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质量。[13]1016

帮助研究生摆脱群体困境,构建和谐的师生关

系,除了国家和学校层面的政策支持外,导师作为与

研究生关系最密切的人,要加强对研究生的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主动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愿望,从学

业、生活、情感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关爱,鼓励他们战

胜困难,用诚恳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与之产生共鸣,
建立人格平等、民主交流、彼此关爱的和谐研究生师

生关系,收获浓厚绵长的师生情谊。 另外,导师还应

充分发挥课题组或研究团队的作用,营造融洽和谐、
积极向上的良好团队氛围,使之成为研究生的情感

和精神家园。
2. 教学相长,师生共赢

研究生导师在其学科领域具有丰富的学识和深

厚的理论基础,但导师个人拥有的知识和精力是有

限的,特别是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大众化教育背

景下,传统的“导师—研究生冶一对一的培养模式难

以为继,会影响到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而
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在年龄结构(心理和思想成熟

度)、知识水平(尤其在对现代技术手段的掌握方

面)和生活经历等方面均优于本科生而具有各自的

特色和优势。 因此,导师要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

足可能正是研究生的不足和优势,可以通过构建师

生研究团队搭建交流平台进行师生优势互补。 同

时,文献研究和假设模型构建表明,创造以研究生为

主体的团队研修氛围,能够极大地激发研究生的学

习热情,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14]

具体来说,导师作为团队的引路人和领导,通过

参与研究团队的活动与学生定期交流,可以及时了

解学生学习进展,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对共性问题进

行集中讲解,对个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和要

求,既可提高指导效率,又能照顾到学生的个体需

求;学生则可根据导师的建议和要求设定学习任务

和研究目标,既提高了学习的效果和目的性,也可以

高效达成研究生培养目标。 同时,由于团队中每个

人都具有不同的学科知识和科研、实践能力背景,特
别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传帮带冶,不仅可

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激励,加快学习能力的提

高,还能培养学生合作共赢的意识和技巧,加快形成

互惠合作的理念,促进个体社会化进程。 这样,通过

团队研学过程,导师不仅可以顺利完成科研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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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学任务,取得优异的科研成果、培养优秀的

创新型人才,也会从中汲取营养和新鲜事物,不断更

新和完善知识架构和学科技能,实现教学相长、师生

共赢。
三、结语

针对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研究生和导师关系中的

不和谐状况,导师作为师生关系的主导者,应借助道

德教育、实践教育、成才教育和情感教育构建师生和

谐的伦理关系、教育关系和心理关系。 “师贤方能

生斐冶 [15],研究生导师只有在创新实践中不断完善

自我、更新自我,才能以高尚的精神品质感染学生,
以深厚的科学素养和高超的实践能力指导学生,以
对学科前沿敏锐的自觉性和对知识创新的能动性启

发和激励学生,以平等真挚的情感凝聚学生,从而在

研究生大众化教育时代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成为

知识更新、理念更新、育才更新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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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Teacher鄄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Populariz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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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populariza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alienation and un鄄
suitability in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psycho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graduates and teach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eacher should take moral education as the foundation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ethical relationship, take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talent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im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construct harmonious
psycho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emotional education as the link. In order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era of popularize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utors should try to improve themselves from these interrelated aspect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stablish the harmonious
teacher鄄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o as to achieve a win鄄win situation between tutors and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popularized edu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utor and postgraduate; tutor; postgraduate; moral
educ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talent education; emo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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