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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研究生导师及管理干部培训大会暨“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举行 

 第一期研究生导师沙龙顺利举行 

导师工作 

研究生导师及管理干部培训大会 

暨“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举行 

 

2016年 11月 30日下午，我校 2016年研究生导师及管理干部培训大会在光华楼多

功能厅举行。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包信和到会致辞，并为新成立的“研究生导师服务

中心”揭牌。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的成立是研究生院继“研究生服务中心”成立后的

又一重要改革举措，对我校研究生院进一步转变机关职能、搭建服务平台、实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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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并重、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全校近 200名新上岗的

研究生导师及各院系研究生教育管理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 

包信和常务副校长首先肯定了研究生院近年来在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方面的工作，

认为成立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和开展导师培训等工作都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他欢迎新

上岗的研究生导师加入到学校的研究生培养队伍中，并对他们提出几点希望：第一，要

把学生带好，掌握培养研究生的艺术。现在正逢国家创建“双一流”



的过程中学习创造知识的方法。他特别强调以尊重和信任为基础，以共同的兴趣和项目

作为动力和牵引打造科研团队，并介绍自己多年来通过因材施教，调动研究生的主观能

动性，发挥学生的潜能和聪明才智，培育出优秀人才，做出国际顶尖的科研工作的丰富

经验。 

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刘明波作了《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促进》的报

告。他以 2016 春季研究生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为基础，介绍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理状况

和存在的隐患。他指出目前我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是健康、积极的，绝大多数

研究生感到自己跟同学相处融洽，但也有一些研究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他还重

点介绍了常见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和干预方法，危险信号的发现与识别；建议研究生导

师及学校相关管理部门要以平等、尊重的态度面对学生及其遭遇的困难，发现和肯定学

生自身存在的有利于其发展或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必要时应及时报告学校，陪同学生

去专业心理治疗机构就医。 

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姜友芬从国家和学校两个层面解读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相关政策，国家层面重点介绍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学校

层面重点介绍了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时间节点、学位授予标准、学位论文质量监督与奖惩

机制和学位申请程序，并强调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应承担起学位论文质量

保证的主要责任。 

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副主任陆德梅介绍了研究生培养相关管理与规范。她详细讲解

了研究生的培养类型、培养环节基本要求和培养方案基本内容，重点介绍了研究生在校

期间管理规范，包括学籍管理、课程管理、国际交流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学籍清理工作。 

研究生院杨长江副院长总结道，研究生导师工作历来是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目前主要工作思路是：需求导向，即在了解清楚导师的需求基础上，加强工作的针对性；

问题导向，即评估排查过去导师工作的薄弱环节，找到制约导师管理工作的症结所在；

发展导向，即将导师工作纳入到复旦发展的整体规划中来认识，结合国内外导师工作的

发展趋势来思考。研究生院将以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的成立为契机，通过一系列扎实举

措来进一步改进导师工作。（学位办公室） 

第一期研究生导师沙龙顺利举行 

12月 15日，第一期研究生导师沙龙在逸夫楼圆桌会议室举行,由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高分子科学系副系主任彭慧胜教授作专题报告，各院系近 30位研究生导

师参加了此次沙龙。                  



 

研究生院杨长江副院长首先致辞，向与会导师表示欢迎和感谢，指出学校近日成

立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有助于推动导师工作由“管理为主”向“管理与服务并重”转

型，而举办导师沙龙搭建不同学科研究生导师之间共同交流沟通平台，是体现管理与

服务一体化的重要尝试，希望能起到交流信息、启迪思想、共同发展的作用，期待着

广大导师的积极参与。 

彭慧胜教授结合自身 8年的带教经验作了《功利社会中的研究生培养》的专题报

告。彭教授首先从研究生招生开始说起,他认为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往往

想法一致，缺乏个性，而有个性的学生才勇于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才能推动创

新；招生面试时，他欣赏能够跟上导师思路、并能产生互动的学生，通过观察学生的

现场反应，确认学生是否对科研真正感兴趣

并善于思考。关于研究生培养他提出三个关

键问题：第一，研究生读什么的问题。彭教

授认为本科生是创造性的学习知识，而研究

生是学习创造知识，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

要注重形成自己的思想，或者为形成自己的

思想去积累知识，实现突破科研的前沿点。

第二，研究生怎么读的问题。先制定一个较高较长远的目标和树立做“一流研究”的

理念，逐渐培养学生做研究的三种境界：用手做、用脑做、用心做，以目标牵引学生

不断向前推进。第三，为什么读研究生的问题。彭教授鼓励理工科研究者，不但要有

科学精神，还要有人文情怀、爱国精神；而作为导师，一定要善待和信任学生，以培

养学生为目标享受与他们一起成长的过程。他相信，科学并非是冷冰冰的东西，投入

足够的热情，科学会向大家展现它的魅力！ 

最后，与会导师和彭教授关于研究生培养中遇到的困惑开展了多维度的深入互动与



交流，大家畅所欲言、现场气氛热烈。此次沙龙由学位办副主任胡玲琳主持，学位办主

任姜友芬在沙龙结束时表示，未来导师沙龙将定期举办，并根据导师所关心的问题来确

定各期主题，期待未来有更多导师参加导师沙龙等活动。（学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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