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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2名“双一流”建设高校青年教师的访谈

李永刚，付芝宁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导师的过程中会遭遇角色适应的挑战，但在学术研究和实际管理中并没有引

起相应的重视。研究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构建导师角色适应分析框架，通过对 22名“双一流”建设高校

青年教师的深入访谈发现，导师角色适应存在先验主导型、任务取向型、主体关怀型三种类型，青年教师在

适应导师角色时会受到个体认知、信念、指导行为、院校制度、社会规范和学生特征等因素的交互影响。针

对初任导师角色适应的特点，高校应注重导师角色准备期的前置教育和实践锻炼，重视导师角色探索期的

个性化指导与支持，加强导师角色发展期的政策激励与制度保障，以此来有效提升青年初任导师的角色适

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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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Adaptation Typ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ly Appointed Men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A Study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22 Young Teachers from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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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ing into the role of a mentor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young college
teachers, yet this area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management. Drawing
upon the ternary interactive decision theory,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entor role
adapta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2 young teachers from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ree
distinct types of mentor role adaptation are identified: transcendental leading type, task-oriented type, and subject-
caring typ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young teachers' adaptation to the mentor role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 cognition, beliefs, guiding behaviors, institutional systems, social norms, and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novice mentors' role adapt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prioritize pre-education and practical training during the mentor preparation phase. Furthermore,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support should be emphasized during the role exploration period, and policy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role development stage. By addressing these aspects,
universities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young mentors in their role adaptation journey and enhance their effectiveness
in mentoring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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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和质量保障压

力的提升，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导师”角色与其说是

一种身份荣誉，不如说是一份责任。从2018年起，教

育部专门针对研究生导师群体，先后发布《关于全面

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

号）、《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教研〔2020〕12号）

等政策文件，对研究生导师的素质要求、职责任务和

行为规范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面对研究生导师管

理的高标准与规范化，导师指导不再被简单视为象牙

塔中导生之间浪漫的智力交往和师徒传承，而是具有

很强的专业工作（professional work）特点[1]。为此越来

越多的研究对导师角色的职责与能力内涵进行了诠

释[2]和构建[3]，有学者甚至提出研究生指导是形式教学

法（form pedagogy）的概念，据此对导师指导做了更为

技术性的要求，例如参加研究生指导会、制定项目计

划和工作时间表等等[4]。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一直接关涉研究生培

养质量，要求日益严格的导师角色，虽然在实践层面

管理部门开展了研究生导师培训活动，但在学术界，

却鲜有文献论证这种外部培训是否契合导师自身发

展的需求，也只有少量研究从导师的立场出发探究导

师指导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5]。从仅有的国内外文

献来看，国外导师发展研究除了关注一般性指导关系

的形成阶段外，如扎卡里（Lois J. Zachary）[6]提出指导

关系的建立要经历准备、协商、开始和结束四个阶段，

赫斯（Allen K. Hess）[7]指出导师发展包括开始、探索和

身份确认三个阶段，实际上更为关心导师指导能力形

成的渠道和来源，如个体在研究生阶段的经历、研究

生指导实践、院校培训和自我学习、院校发布的正式

文件和指导文本，以及主动开展研究生教育和指导研

究[8]。初任导师获取导师角色信息的来源主要有同

事、工作坊、同辈、导师和书本五个方面[2]。相比之下，

国内探讨导师成长[9-10]和发展[11]的高质量研究相对较

少。这也导致在本土研究和管理实践当中，似乎拥有

博士学位就可以指导研究生，成为导师是一件顺理成

章的事。不过这显然与研究生导师的实际成长经历

不符，特别是与初次担任导师的青年教师的体验有很

大的差别。事实上，初次担任导师的青年教师，由于

缺乏指导经验，在处理研究生指导问题、平衡导师不

同角色时往往会经历更大的挑战[12]。

因此本文将聚焦高校青年教师群体，通过探究初

任导师的角色适应类型和方式，分析导师角色适应的

影响因素，进而为初任导师的生涯发展以及高校导师

培养、评价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角色适应是个体对某种特定行为模式的依从，通

过领悟对应的角色规范来践行行为的社会化过程[13]。

角色适应常常发生于角色转换之际，面对新角色提出

的职责义务和社会期待，个体需要在信念、认知和行

动上做出相应调整，以满足新角色的要求。高校青年

教师在初任导师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从学生或教师

转换为导师的角色适应问题，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是

教师在扮演导师角色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认知、

信念和行为，以发展和表现出组织制度与文化规范所

期望的指导能力和行为方式。在角色适应过程中，有

研究发现，导师个体的指导自我结构（认知图式、可能

性指导自我、指导身份）、指导关系经验[14]以及院校制

度与支持[8]对导师角色的扮演具有重要影响。换言

之，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涉及个体认知和信念、行为

实践与组织环境等三个方面。

与此相应，班杜拉在其社会认知理论中也强调个

体、行为和环境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与作用，因此，本

研究将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分析初

任导师的角色适应过程。三元交互决定理论认为，个

体、行为以及环境三者都作为决定因素相互起作用，

不过从影响发生的效力上看，三种因素并非同等发挥

作用，对于不同个体和不同环境来说，三组相互作用

的因素所施加的相对影响也将发生变化。从影响发

生的时序上看，三者之间也并不是同时一起相互作

用、发挥影响，对于交互决定的分析重要的是从事件

发生逻辑出发，理解某些决定因素怎样首先产生变

化，理解最初的影响和交互影响是如何独立或共同发

挥作用[15]。这种动态交互作用观对于理解高校青年

教师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过程同样适用。导师角色

适应过程内嵌于个体认知、信念和预期，角色扮演行

为以及个体和行为的交互当中，环境因素作为外在限

制条件和刺激物影响个体和行为，并与二者交互影响

共同作用于导师的角色适应。在本研究中，个体因素

主要指青年教师关于导师角色的认知图式和信念期

待，行为因素包含指导方式和指导结果两个方面，环

境因素涵盖了学生特点、院校管理政策和文化传统中

的导师规范等三个方面。研究将从上述三个维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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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导师角色适应的方式和过程，并分析角色适应过程

中的影响因素，揭示高校青年教师初任导师时的角色

适应经历和体验（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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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初任导师角色适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初任导师角

色适应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和意义建构、能动反应和行

为结果，深度解析青年教师在角色转换中如何协调指

导理念和指导实践的关系，如何选择和内化来自外部

的导师制度规定与社会规范预期。鉴于不同性别、导

师类型、学科文化、职称级别和指导年限对于导师角

色理解、定位以及适应进程的差异，我们在访谈对象

的选择上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对不同性别、职称、

学科大类和指导年限的青年教师进行访谈。受到样

本可获得性的影响，在联系个案过程中，主要采用熟

人介绍、邮件联系等方式，对位于天津、上海、大连等

地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22名青年教师进行了半

结构访谈，其中院校包括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外

语类和财经类等。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学界对初任教

师或新教师（任职年限为1－3年）的划分惯例[16]以及

研究生培养年限的规定（通常硕士为3年，博士为4

年），本文将指导年限为1-3年的导师确定为初任导

师，而对于同时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青年教

师，则将指导年限适当放宽至4-6年。与此同时，研究

还各选取了指导年限略长的2名硕士生导师和1名博

士生导师作为参照群体进行了访谈。此外，研究按照

学科和访谈顺序相结合的方式对原始资料进行了编

号，如E1表示教育学科的第一位受访者。访谈对象的

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研究过程中遵循学术伦理原则，在征得访谈对象

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录音和文本转录。进入文本资

料的分析阶段后，首先对文本进行了开放性编码，对

原始资料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其次进行主轴编码，

通过不断比较和问问题的方式，挖掘相关编码概念的

内涵、属性和关联；最后对原始文本和编码范畴进行

反复验证，对编码涌现概念与概念框架进行重复比

较。通过反复进出理论与现实[17]，研究最终围绕初任

导师角色适应方式这一主题，关联相关编码概念，分

析不同适应类型下青年教师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过

程和影响因素。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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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

正如戈夫曼所说，角色分析的不是孤立的个体，

而是扮演其相关义务活动的个体[18]。个体的差异和

角色职责规定及其认知的不同导致角色适应也呈现

出多种样态。研究借助三元交互决定理论的分析框

架，在对导师角色适应过程的分析中发现，青年教师

初次担任导师的角色适应方式大体可以归纳为先验

主导型适应、任务取向型适应和主体关怀型适应三种

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先验、任务和主体更多是韦伯意

义上的“理想”概念，三种适应概念在每一种角色适应

类型中其实都有体现，三者的区分主要表现为该适应

方式是否在角色适应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例如：先验

主导型强调青年教师在担任导师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非常强的指导模型，并在担任导师后一直坚持按照自

己的指导理念展开指导；任务取向型围绕院校管理政

策的规定来建构导师的角色，以此来调整原有的指导

理念和经验、定位导生关系的本质以及限定指导的内

容和方式；主体关怀型则是从学生全面发展需求与导

生互动关系出发来设定导师角色，据此灵活调整既有

指导策略，以及应对院校管理的政策规定。但任何一

种类型导师的角色适应都不会排斥其他两种类型所

关注的内容。

·· 99



2023年第21卷第4期复旦教育论坛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3. Vol. 21，No. 4

（一）先验主导型的初任导师角色适应

高校青年教师在担任导师的时候，并非毫无预设

地进入导生关系当中。青年教师在研究生阶段的被

指导经历[19]，博后期间或入职早期的辅助指导经验[20]，

以及对资深导师指导的观察和反思，都成为青年教师

在正式担任导师之前构建自身导师角色模型的重要

资源，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导师成长的准备期。其

中，有一类青年教师在此阶段受到非常强烈的影响，

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导师指导认知和信念，因此当真正

开始担任导师后，他们会将事先形成的导师角色理念

逐步转换为实际行动，并在此后的指导实践中坚持和

强化。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发现有四位青年教师在导

师角色适应中属于非常典型的“先验”型。E03、M05、

A12和P18四位受访者在担任导师之前，就建立了自

己的导师指导观。不过，他们的角色构建方式截然不

同：一种是受早期经历的正向影响。青年教师会模仿

和继承自己研究生阶段导师的指导风格，以及博后或

刚入职时协助指导研究生的方式，并将其内化为自身

的指导理念和风格。如M05就深受自己研究生导师

指导方式的影响：“（我的指导理念）很大程度上受我

导师的影响。我觉得他是对的，虽然导师比较严厉，

当时我会抱怨，但今天来看的话，其实我对我的学生，

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另外一种是受早期经验的

反向激励。博士生在其被指导经历中缺失的部分，往

往会成为他未来指导工作中的重点[2]。如受访对象

E03指出博士阶段的导师由于事务繁忙，无暇对其进

行细致指导，这反而成为他建构导师角色的重要内容

和方向。“我读书期间，我希望导师这样（手把手指

导），但是没有，所以我理想当中的应该是我这种指导

风格，我现在实现了。”（E03）

青年教师早期的这些被指导经历，很大程度上发

展了各自对导师角色职责、指导方式等的认识，并形

成一种较为稳固的指导图式（mentoring schemas），进

而影响初任导师们对未来指导的理解、期望和行

为[21]。不过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青年教师，先验主导型

导师在正式开始扮演导师角色后，表现出很强的“自

我中心”特征，后续的指导行为结果、外部环境都较难

影响其关于导师角色的认知、信念以及行为方式。表

2呈现了该类型案例在不同时段中受到外部因素的影

响程度。可以明显看出，四位受访对象在准备期都受

到了显著的正向或反向影响，但在进入正式指导阶段

后，来自教育管理部门、院校培训、同事和学生的影响

却很弱，对导师角色的适应和构建所起作用较小。在

此以受访对象E03为代表予以说明。

案例E03为教育学科的青年教师，他在对博士生

阶段的受指导经历积极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

导师角色观和指导风格。“就是读到博士学位，我根据

原来的求学经历有了想法，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一套培

养方案。”与原来所接受的放任型指导风格不同，他格

外强调导师的情怀、责任、投入和精细指导。这种基

于自身反思和理念所构建的导师角色模型具有很强

的稳定性，因此在开始指导研究生后，当谈及教育管

理部门关于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要求时，受访对象

对其做了自身的诠释：“你不能都压在老师身上，你得

有边界，老师主要是学术的指导，有一个主要的工作，

如果没有主要工作，什么都干，什么也干不好。”当问

及院校开展相关培训和同事对自己指导的影响时，受

访对象也均指出：“没有影响，我觉得像我这种指导风

格的可能不会太多。”至于学生方面，虽然会面对知识

基础、个性志趣殊异的研究生，但都会按照自己的指

导理念和方式进行培养，引导学生向着设定的目标前

进，也正是在其高度的投入和细致指导下，所指导的

研究生连续两年获评优秀论文，这种良性结果也进一

步强化了受访对象的指导理念和风格。因此在整个

导师角色适应过程中，该导师并没有觉得存在指导困

难或适应挑战问题，研究生指导生涯中也没有明显变

化，而且表示未来会继续保持其风格，继续完善这种

培养理念，把它形成一种特色。

表2 高校青年教师在

不同时期对导师角色理解和扮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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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取向型的初任导师角色适应

学术指导是研究生导师的核心职责，也是青年教

师初次担任导师时的重要挑战。因此在导师角色适

应的过程中，有不少初任导师围绕学术指导来建构自

身的导师角色。具体而言，初次担任导师的青年教师

会格外重视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关于导师职责和研

究生指导的规定与要求。特别是面对研究生教育质

量问责和职称晋升的压力，如何确保研究生完成一篇

合格的学位论文，达到院校设定的要求顺利毕业，就

成为许多初任导师的重要考量[22]。在本次访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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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M04、F08、E13、A14、P15、E20和E21八位青年教

师都属于该类型。

和其他类型的导师相比，任务取向型导师非常关

注学术指导职责的履行和胜任。这不仅体现在他们

对导师角色职责的理解上，而且也表现在其研究生指

导的目标追求上。具体表现为：一、在研究生导师指

导内容的认识上，突出学术指导的核心地位，淡化其

他方面的职责。“导师要对学生的一切负责，其实是做

不到的。……主要还是学术，生活方面的话，我觉得

老师不应该过多地干预。”（P15）二、在导生关系的构

建上，更为强调正式、专业或工作关系的属性，弱化其

他关系的地位。有受访者指出：“导师和学生之间最

核心的是学术，这个（导生关系）首先是基于学术指导

的正式关系，然后其他方面是自然衍生出来形成的一

种非正式关系。”（E01）在对这种正式关系的强调之

下，一些初任导师会强化导生关系中的工作属性，如

一位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导师指出：“师生之间有这样

的依赖关系，他指着你毕业，你指着他出东西（做项

目）。”（F08）而在理工科中则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有

受访者认为：“大学里面多一种这样的关系会好一些，

因为你毕业去公司，不是师生关系而是老板和员工的

关系。”（A14）三、在研究生指导目标上，注重学生达到

院校规定的要求，能够顺利毕业。这一点对于大多数

初次担任导师的青年教师来说尤为关键，因为这不仅

事关导师担任的效能感和认同感，而且直接牵涉到学

术职业的发展[22]。因此很多受访者指出：“导师带学

生最主要的责任是负责他们毕业论文。”（F08）

为了更好地履行导师角色所负载的上述学术指

导职责和任务，与先验主导型的导师角色适应方式不

同，任务导向型的初任导师在开始指导研究生的时

候，一方面不会过多执着于原有的导师角色认知和指

导理念，单向式的继承或抛弃原来经历的指导风格，

而是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有意识地调整和改进自身

原初的指导理念以及在研究生阶段观察和模仿得来

的指导方式。“导师的指导风格给我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我之前所有参与过的，经历过的对我只是一

种参考、一种启发。我需要根据新的环境，然后去改

变我的培养策略。”（M04）另一方面，任务导向型的初

任导师也会根据指导任务和学生需求等外部环境的

变化，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逐步调整自己的指导行

为，形成一种适合自己的指导策略。在访谈个案中，

机械学科研究生导师M04的经历最具代表性，在其指

导第一位研究生时，他对学生和指导结果抱有非常高

的期待，但是学生由于教育背景和知识基础不是太

好，导致课题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后面对他能不能顺

利的毕业都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在经过课题组内资

深教授的提醒以及自己对学生成长认识误区的反思

后，该研究生导师逐渐认识到研究生的指导应该从学

生的实际条件和现实要求出发。“学校研究生毕业是

有标准的，从那个标准往后推，反映到这个课题工作

上，其实只需要有一个小的突破、小的创新就可以

了。”因此该导师很快调整了指导策略，并收到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那个学生后来顺利毕业而且还发表了

高水平SCI论文，他后面告诉我，他觉得确实也收获了

很多。”也正是在经历此次事件后，受访对象逐渐转换

并形成了自己的导师指导理念、风格和模式。“我从那

一刻深刻认识到……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学生能力

的一些东西，然后我适时去帮助他。”也正是在这种新

的观念指引下，该导师后续指导的两届学生中，频频

有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或赴

国外高水平大学读博深造。

（三）主体关怀型的初任导师角色适应

与先验主导型、任务取向型导师角色适应对理念

和目标的关注不同，现实中还有一类初任导师更为关

注指导对象以及导生之间的交互行为本身，于是研究

生的个性特征和互动效果就成为触发导师转变指导

理念和指导行为的关键因素。这种带有主体关怀倾

向的初任导师在角色适应上呈现出另外一番截然不

同的景象。在受访对象中，E02、M06、M07、M09、M10、

F11、M16、M17、E19和C22十位初任导师均属于这种

类型。

首先，主体关怀型初任导师的指导理念表现出非

常鲜明的“人本”特征，注重导师在学生作为“人”的成

长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伦理责任。这种观念一方

面来源于导师在研究生阶段的个人被指导经历，另一

方面也受到个体自身价值观和信念的影响。对学生

作为主体的关怀具体表现为：一、秉持以学生为中心

的价值观，强调研究生作为独立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老师可能是把学生当作劳动力去用的，但我是

把他们看成一个鲜活的生命。……当你把他当作一

个生命去看待的时候，它是有无限潜能的。”（M09）此

类导师秉持的这种“学生观”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主

义关怀，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导师角色职责和作用

的认知。二、强调导师在研究生指导中的“全方位”和

“高责任”，主体关怀型导师除了重视学生的学术指导

之外，还非常强调学生其他方面的教育。如“导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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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关注研究生，可能就不光是学术学业方面，

还要关心他思想的变化、生活，关注的地方比较多。”

（E02）为此，多方面的指导内容也意味着导师需要有

更大的责任心。“这种责任既有有形的责任（学业和科

研），也有无形的责任（非学术的个人成长），甚至很大

程度上是无形的责任。”（M17）三、重视导生之间的情

感性和共生性关系。许多导师在与学生的相处中十

分重视导生之间的情感交往和日常化沟通。“我们组

织一些团建活动（如吃饭），每天中午坚持和老师一起

来聊……大家来沟通这些事儿，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

法。”（M06）这也使得该导师和学生们建立了非常密切

的私人关系，许多同学经常向他交流一些不太愿意和

别人甚至父母分享的隐私。

其次，对学生主体性的重视，特别是对学生兴趣、

志向和个性等的关注，致使初任导师的指导行为充满

了灵活性和变通性。他们并不拘泥于原来形成的指

导策略，反对用“模式”等定型的修辞来说明自己的指

导方式。“人是一种有灵性的存在，注定人才培养过程

当中，没有固定的模式。”（M09）而是强调要根据学生

的特点和需求及时调整指导方式，从而形成“因材施

教”的个性化指导风格。例如，有的导师会根据学生

的职业志向来确定自己的指导方式。“对不同的人我

会有不同的培养方案，比如：对一心想搞科研的，就重

视课题、论文发表，尽量让他往学术道路上走；如果一

心想找工作的，安排他的课题尽量是面向他对口的一

些好工作；还有一些要考公的，研一就让他们进就业

指导中心、校机关部门做助理，也不会给他们安排那

么深入的课题。”（M07）此外，该类型的初任导师也非

常注重学生的兴趣和个性，会努力调整自身的认知和

价值观念来契合学生的需要。“你看像现在马上进来

的00后学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做导师，你

的思想要不断地去更新，要去融入他们。”（M09）总而

言之，主体关怀型导师的指导理念和行为保持一种较

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通常不会从自身固有的指

导理念以及院校的规定要求出发来要求学生达到某

个标准，而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志趣，基于每个学生

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指导策略，选择适合的指导

方式。

最后，在导师角色适应和发展问题上，主体关怀

型初任导师呈现出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此类青年

教师的角色适应与其说是对研究生导师角色的适应，

不如说是对每一个新学生的适应。考虑到每一届学

生成长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家庭情境等结构条件

的差异性，以及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倾向、个性

志趣和能力水平的差异性，导师角色的适应就成为一

种开放、持续的无止境进程。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发

现，主体关怀型的导师角色适应呈现出两个非常显著

的特点：一是角色适应主要面向学生，“就是要适应不

同类型的同学，或者因人而异”（E02）；二是角色适应

永远处于渐进发展的状态，并不会固化成型——“我

觉得应该是还在慢慢适应，要说已经适应了应该不太

可能，就算带上十年二十年，可能也还得慢慢调整，因

为年代不一样，你接触的学生的特点不一样。”（F11）

这样的一种角色适应观反过来也激发了初任导师不

断优化和调整自己指导方式的意识和自觉性，并将导

师专业发展视为终身的、持续性的事业。

四、结论、讨论与启示

（一）不同导师角色适应类型的比较

本文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从个体、行为和环

境三个维度分析了高校初任导师角色适应的类型和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青年教师在适应导师角色过程

中主要形成了三种类型：一种是以个体认知图式和信

念为主的先验主导型角色适应，一种是以环境中院校

制度规定为主的任务取向型角色适应，一种是以环境

中的学生以及导生互动行为为主的主体关怀型角色

适应。三种类型的初任导师在角色适应过程中呈现

出不同交互机制和发展轨迹。简单按照青年教师成

长的时间线索来看，在正式担任导师之前的准备阶

段，三种类型的初任导师虽然都会从被指导经历或边

缘性参与指导（高年级博士和博后）经验中，形成导师

角色的一些认知和信念，但是先验主导型、主体关怀

型往往在成功或失败的被指导经历中形成很强的指

导理念，特别是先验主导型初任导师会对其指导理念

十分笃信和坚定。而进入探索期，青年教师指导第一

届研究生时，通常会受到导生互动结果、环境等外部

因素的影响，不同于先验主导型导师对外部环境刺激

的弱反应或低选择，任务取向型和主体关怀型则非常

关注环境维度中的院校管理制度、学生需求，以及指

导行为的结果反馈，并基于外部要求，适时调整自身

的指导认知、观念和方式。最后在发展期，经过一轮

的研究生指导后，不同类型的初任导师逐步开始构建

自己的导师角色身份，其中先验主导型导师依然会坚

持原有的指导理念，主体关怀型的导师会围绕学生形

成开放性的导师角色适应理念，而任务取向型的导师

则会根据教育管理规定来建立自己的指导风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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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过程和影响情况见表3所示。

表3 三种类型初任导师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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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任导师角色适应的影响因素

导师角色的适应受到个体、行为和环境多方面因

素的交互影响，不过从合理解析导师角色适应过程的

角度出发，并不需要同时研究相互作用的一切成分，

也不需要面面俱到地分析两两相互决定的关系，而是

探究哪些决定因素怎样首先产生变化，以及交互影响

如何发生作用[15]37。为此，我们将从个体、行为与环境

三个方面出发，分析其如何作为首要因素以及和其他

因素交互对导师角色适应产生影响。

1.个体因素

个体在导师角色适应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很显然，青年教师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关于导师

角色的认知和模仿是其初次担任研究生导师的重要

依据，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初任导师的行为表现。

除此外，还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青年教师最初的导

师角色理念，受到自己前置研究生教育经历、博士后

指导经验以及其他导师等的影响[2]。早期被指导或指

导经验奠定了初任导师的认知图式，使其逐步形成导

师角色职责内涵的认识，并作用于导师身份认同的形

成[14]242。二是初任导师一旦构建自己的导师角色理

念，就会在其影响下，有选择地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我们访谈中可以发现，不少初任导师对教育管理部

门规定的导师职责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有的突出

学术研究、论文指导，淡化非学术职责；有的则强调学

生的为人处世能力，重视学生的思想和生活。这种对

环境因素的选择性接受进一步影响了青年教师的导

师角色理念和指导行为。三是个体在导师指导行为

与环境交互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面对学位论文抽

检、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以及导生和谐关系的社会预

期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当指导结果无法满足环境要求

时，很多初任导师会积极调整自己的指导观念和策

略，但也有部分导师会坚持自己的指导理念，将指导

失败结果归因于其他方面。

2.行为因素

在青年教师的导师角色适应过程中，导师指导行

为与其后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青

年教师在扮演导师角色时的经历和体验影响着个体

关于导师的认知、信念和志向。其中，研究生指导的

积极体验和正向结果，有助于强化初任导师的角色认

同。而消极的指导体验和后果，对于弱信念的初任导

师，有可能会激发其积极调整指导方式，重构指导认

知和理念。这也是青年教师在研究生指导实践中开

展反思学习的重要契机[22]；但对于强信念的导师则可

能带来导师角色扮演意愿和效能感的降低。总而言

之，初任导师个体因素和行为实践之间交互的结果，

共同影响导师角色适应的有效性和顺畅性。此外，指

导行为反应也会影响个对体对环境的认知和选择。

换言之，如果初任导师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对个体提

出的诸多要求，那么青年教师就容易接受和认可院校

制度规定或是社会预期。反之，如果初任导师无法对

环境要求做出合理反应，消极刺激会引发青年教师对

相关要求的反感和拒斥。

3.环境因素

导师角色的适应过程发生在特定情境当中，外部环

境因素通过多种方式影响青年教师的导师角色理解和

实践。研究发现，教育管理部门关于导师职责的规定、

社会文化中关于导师角色规范的期待等环境因素，很大

程度上形塑着青年教师对导师角色的认知、信念和行为

方式。特别是有关学位论文盲审和抽检，以及学位申请

要求等质量保障规定，极大地影响了初任导师指导的注

意力和行为方向。这点在任务型导师群体身上体现得

最为明显。此外，还有的导师受到传统或现代教育文化

中导师角色期待的影响，在导师角色认知上形成了道德

型导师、以生为本的关怀型导师。当然外部环境对个体

及其行为的影响并非单向的，同时也取决于个体对外部

环境要求的认知和选择性接受。

（三）初任导师角色适应的对策建议

不同类型的初任导师在角色适应过程中都经历

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关注不同时期初任导师角色

适应的特点和需求，对于提升青年教师的导师角色适

应能力和研究生指导质量具有重要价值。

一是注重导师角色准备期的前置教育和实践锻

炼。对于有志于学术职业的博士生来说，在博士生教

育阶段，应在通用性课程、可迁移能力训练模块中，加

强未来导师角色内涵以及指导职责、方法和技能的教

育，引导导师后备队伍形成科学的导师角色认知。对

于博士后以及新入职教师而言，应当积极鼓励其担任

助理导师，协助合作导师进行研究生指导；与此同时，

学校也应为其选配优秀的资深导师作为指导教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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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传帮带的机制，帮助他们尽快习得高水平的指导理

念和有效的指导策略，从而更好适应导师角色。

二是重视导师角色探索期的个性化指导与支持。

首届研究生指导是导师角色形成的关键期，初任导师

在此阶段都会受到指导现实的冲击，进而影响其对导

师角色的建构与适应。其中，针对先验主导型导师的

强指导理念，应通过优秀导师案例宣传、导师研讨沙

龙等方式，增强其指导理念的包容性，引导先验主导

型导师关注学生特征和实际需求，以及院校管理政策

的要求。对于任务取向型导师，应加强新导师履职培

训，适当拓宽指导内容的范围，注重对学生思想观念、

心理健康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关怀与指导。对于主

体关怀型导师，应尽量平衡学生学术发展与个性发展

的关系，在尊重学生兴趣偏好与实际需求的同时，也

要重视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学校的制度要求。

三是加强导师角色发展期的政策激励与制度保

障。随着青年教师导师角色构建的稳定与成熟，学生

和政策变化就成为影响导师角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为

此，学校一方面应加强导辅协同，发挥教辅力量在导

师指导中的支持作用，帮助初任导师更全面地了解学

生的思想、心理、情感和生活等，进而制定更有效的指

导方案；另一方面应改进导师评价制度，增强导师指

导投入、效果和质量在聘期和职称评价中的权重，加

大优秀导师的奖励力度与宣传力度，引导初任导师在

研究生指导上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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