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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以多种形式投入“三全育人”的案例

摘　要：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培养过程和培养质量引起重视。不少研究生缺乏角色认

知、科研能力、科研激情，在学业、人生、职业发展等方面也有诸多困惑，这会影响科研效能和读研体验。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但导师参与“三全育人”工作往往缺乏“抓手”和主观能动性。

针对上述问题，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马臻教授结合自身的爱好和特长，多层次、多方位开展工作（课

题组育人、课程育人、开设讲座、网络育人、报刊发文、媒体报道），形成研究生导师积极投身“三全育人”

的案例，获得 2021 年长三角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论坛“特色工作法案例”类征文二等奖等多个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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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对于科技创新、社会文明、人才队

伍建设非常重要，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研究

生的素质提升、职业发展。近几年，我国研究生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领域各种问题凸显。

比如：研究生的角色认知、科研能力、科研动力不足，

师生关系异化，研究生群体面临学业、人生和职业

发展等方面的困惑。导师有立德树人之责，是研究

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但他们在指导研究生从事具

体的科研课题之外，往往缺少开展育人工作的“抓

手”和主观能动性 [1]。抑或，导师平时做了很多琐

碎的工作，却没能形成可以展示的亮点和工作案例。

导师参与“三全育人”可以有哪些“抓手”？

如何形成可以展示的亮点？如何连点成线、连线成

面，形成体系、板块，形成可以参考借鉴、复制推

广的工作案例？针对这些问题，复旦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马臻教授结合自身的爱好和特长，多层次、

多方位持续开展工作，撰写的《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机制建设——研究生导师投身“三全育人”的鲜

活案例》获得 2021 年长三角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论坛“特色工作法案例”类征文二等奖，并在 2022

年首届中国研究生教育大会分论坛“工科紧缺人才

论坛暨第四十一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研讨会”作

报告《谈谈研究生教育中的“三全育人”》。本文

提供一个由课题组育人、开设学术规范和科研技能

课、开设相关讲座、参与网络育人和网络文化建设、

报刊发文、媒体报道等方面组成的工作案例，并针

对导师参与“三全育人”提供几点思考。

一、做法和成果

一是开展并倡导“课题组育人”。2018 年 1 月，

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

树人职责的意见》。该文件明确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七项职责：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

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增强

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

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生人文关怀。马

臻在课题组除了指导研究生的科研业务，还倡导严

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和奋发向上的风气；针对学生在

科研中出现的问题，讲解做科研的方法和为人处世

的道理；针对学生的人生困惑，以过来人身份进行

指导；通过举行课题组集体反思会，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口才；关心研究生职业发

展，针对不同学生的发展方向，分别给予就业指导，

并邀请资深 HR 经理进校开讲座。先后在《南方周末》

《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课题组育人”

马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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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型文章 [2-4]，并在 2019 年第十届全国工科研

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作报告《在立德树人背景下，

导师应加强对研究生人文关怀》。育人事迹被《解

放日报》以 5000 多字篇幅报道 [5]，并被《新华每日

电讯》评论文章正面评述 [6]。在 2020 年被提名参选

复旦大学第九届“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二是开设学术规范和科研技能课。把自己在课

题组给学生讲的内容移植到课堂，并拓展讲解内容

和受众范围，就形成了“学术规范和科研技能”研

究生课。该课程并非单纯讲学术规范，也并非单纯

讲论文写作，而是以“读研（科研）”为主线，通

过讲授、案例讨论、课后阅读、视频学习、学生分

享、总结撰写等，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技能和写作能

力，加强学术伦理教育，端正学风，提高科研素养，

促进职业发展。马臻把自己丰富的求学和科研经历

及原创性见解融入教学，把读研、做科研的事情“掰

开来”讲给研究生听，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相

结合、道和术相结合。该课程获批复旦大学 2015-

2016 年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2017 年复旦大学研

究生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课程建设项目、2020 年复

旦大学 FIST 课程项目、2021 年复旦大学 FIST 课程

项目、2021 年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项目、2021

年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配套教材建设项目、2022 年

复旦大学 FIST 课程项目。开出了研究生专业选修课、

全校研究生公共选修课、暑期 FIST 课程，2016 年

至今已有 1000 多人修读，选课的研究生来自于复

旦大学环境系、化学系、物理系、高分子系、生命

科学学院、先进材料实验室、现代物理研究所、微

电子学院、信息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工程与

技术应用研究院、新闻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等。

在 2021 年首届环境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研讨会

作报告《科研技能和学术规范课程建设》，并在《2021

新时代高校环境教学改革与创新研讨会论文集》发

表关于课程建设的文章 [7]。撰写的《“学术规范和

科研技能”课程建设》获得 2022 年长三角科学道

德和学风建设论坛征文（“务·实”工作案例）三

等奖。2021 年 12 月，由复旦大学推荐申报上海市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后获得批准。

三是开设相关讲座。围绕“学术规范和科研技

能”课的各个板块内容，在校内外开设专题讲座。

面向研究生受众，先后在山东大学环境学院、中国

科学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上

海市环境与生态 IV 类高峰学科复旦大学交流活动、

河北科技大学首届研究生学术节暨科学道德与学风

建设宣讲会、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中国理论大讲堂”、

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课程助教研修讲座、山

东大学海洋学院、复旦大学 115 周年校庆报告会相

辉讲堂（录播）、2020 年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云上

博论（线上）、北京建筑大学（线上）、复旦大学

环境系（线上）、南方科技大学环境学院（线上）、

复旦大学信息学院“信息科学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

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命科学科研伦理和

规范”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线上）、扬州

大学环境学院（线上）、第六届全国水处理与循环

利用学术会议科技写作与表达工作坊、山东大学研

究生“导学思政下午茶”活动暨研究生核心素养提

升训练营（线上）作关于科研方法、时间管理、论

文写作规范、回答审稿人意见、师生和谐相处、研

究生的职业发展、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方面的讲座数

十场，听众一万多人。面向研究生导师群体，先后

在复旦大学环境系“三严三实”学习教育专题党日

活动、复旦大学环境系 2015 年秋季学术报告会、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第八期研究生导师沙龙、北京林

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教职工能力提升培训会、石

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线上）作关于如何指

导研究生的报告，并应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邀请，录制研修课程《带研究生的理论和实践》，

获得中国与学位与研究生学会颁发的证书。作为访

谈嘉宾，参加第十六届全国激光技术与光电子学学

术会议“曲直人生路，胜负读博中——看导师和研

究生激辩如何读博”活动，并多次在复旦大学环境

系博士生工作坊、研究生就业分享会上进行关于读

研和就业的指导。

四是参与网络育人和网络文化建设。研究生面

临着学业、职业发展和个人情感等方面的困惑，青

年教师也面临着指导研究生等方面的压力和困惑。

于是，“过来人”在网上提供交流、指导，成为了

现实需求。马臻的科学网博客开设于 2008 年 8 月，

主要面向科教界的研究生和教师，现有博文 400 多

篇。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做科研的方法、写论文

的经验、为人处世的道理、研究生的职业发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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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体会、教师的职业发展。他的

博客总访问量 1000 多万，目前在科学网数十万博

客当中排第 37 名，平均点击次数排前 10 名。获得

中国科协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科学博客大赛教育求学

组优秀博客大奖、海外观察组优秀博文大奖、入围

博文纪念奖，复旦大学 2018 年度校园网络文化作

品网文类三等奖、复旦大学 2019 年度校园网络文

化作品网文类一等奖、复旦大学 2019 年度最受欢

迎教师运营新媒体奖。他还参加了复旦大学 2021-

2022 年度网络教育优秀作品评选活动，并被复旦大

学推荐参加 2022 年上海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

选展示活动、第六届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

选展示活动，推出关于研究生科研生存技能的博文

和《研究生导师通过网络发文等形式投身“三全育

人”的案例》。此外，他还作为访谈嘉宾，参加了

科学网“师生夜话”、“研究生职业生涯咨询”、“国

内国外读博——哪个更难？”线上访谈。

五是通过报刊发文加强正面引导。马臻认为，

除了发表网文，还需要在正规的报刊发文。至今，

他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南

方周末》《中国教师报》《科学时报》《中国科学

报》《科学》《科学新闻》《科技导报》《大学生》

《求学》《求学·考研》《中国研究生》《大学》

《中国大学教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国科

学基金》等报刊和文集发表通俗文章 200 多篇。其

中和研究生教育相关的文章有 100 多篇，内容包括：

读研方法、论文写作方法、为人处世的道理、研究

生的职业发展、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经验、研究生教

育领域的现象分析。在 2020 年疫情期间，他做好

“三全育人”工作，他写的呼吁研究生在疫情期间

在家坚持学习和科研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8]，

他指导研究生在疫情期间坚持学习和科研的故事发

表在《大学生》。由于在教育写作方面的贡献，他

获评 2020 年《中国研究生》杂志优秀特邀撰稿人、

2021 年《中国研究生》杂志优秀特邀撰稿人、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2019-2020）。

马臻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的文章，被人民网、光明

网、求是网、学习强国以及各种学术类、教育类微

信公众号广为转载。

六是借助新闻媒体发挥积极作用。马臻与时俱

进地学习《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新闻舆

论思想要论》《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 年版）》

《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的重要论述》，提高媒

体素养。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马臻接受媒体采访，

希望能够传递信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引领导

向。例如：就博士生就业话题接受《中国青年报》

记者采访，对博士生就业展示了信心，并介绍了导

师在研究生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9]。向《文汇报》记

者介绍自己在 2020 年疫情防控情况下做好研究生

心理防护、关心研究生学业进展的做法，报道发表

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文汇报》头版 [10]。此外，针

对研究生师生矛盾化解，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中

国科学报》采访，相关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

二、体会启示

近年来，高校“三全育人”工作引起重视，但

在研究生导师参与“三全育人”方面尚需总结经验

做法，形成工作机制 [1]。

回顾自己的多年实践，马臻有几点体会，这些

体会对研究生导师参与“三全育人”可能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也可供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和研究的人

员参考。

第一，导师要想一想：学生、社会、学校的需

求是什么？导向或者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我能

做什么？我做的事对学校或者院系有什么用？每个

老师能做的东西以及方式方法都不一样，但都要有

自己的作为。

换言之，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找到“要我做”、

“我想做”、“我能做”这三个圆的交集，找到自

己独特的“生态位”。

第二，导师投身“三全育人”的口诀是：教书

和育人相结合，课上和课后相结合，校内和校外相

结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换言之，导师投入“三

全育人”可以是立体化的——不仅仅局限于在本课

题组进行，还可以把“传道、授业、解惑”拓展到“学

术规范和科研技能”课、讲座、网络和报刊文章，

面向的听众和读者也不仅仅是本课题组的研究生。

第三，事物是相互联系的。马臻把自己在课题

组讲的话搬到“学术规范和科研技能”课上，进而

把讲话内容发表在网络以及报刊。在报刊发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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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可以作为学习资料发给研究生，也可以作为申

报研究生课程项目的“前期积累证据”，还可以作

为研究生课程项目结题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一

条“产业链”，实现了“一举多得”。

第四，无论在哪个方面（开设讲座、网络育人、

报刊发文等）开展工作，都要注意连点成线、连线

成面，形成体系、板块，并把板块做实、做好，形

成自己的特色。举个例子：马臻发表的 200 多篇通

俗文章聚焦于高教领域，在内容上分为两块：研究

生的科研生存技能和职业发展、高校教师的职业技

能和职业发展。他围绕着前面一块内容发表系列文

章，目前正在写一本《研究生手册——科研与学习

方法指南》，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

“连点成线、连线成面”还意味着要阶段性地

梳理、盘点。马臻多次申报各类课程建设项目、课

程思政项目、教材建设项目、校园网络文化作品奖

项，并参加“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刚开

始的时候，他提供的材料并不特别充实和成熟，在

“三全育人”方面做的事情也是零零散散的，但写

材料的过程也是梳理、思考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

移，可以看到平时做过的一些事情、发表的一些通

俗文章、获得的一些奖、获批的一些教学项目形成

了框架和体系，那么今后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在研

究生教育研讨会作报告、参加网络文化作品展示）

放在这个体系的哪个位置、有什么价值，就非常清

楚了。

第五，日常做的很多基础工作就像冰川在水面

以下的部分，而亮点就像是冰川浮出水面的部分。

开展基础工作是形成亮点的前提，而形成亮点是开

展基础工作的升华，这两者都不可或缺。在做好基

础工作的前提下，得梳理工作，找出“人无我有”

的特色，形成亮点。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看的并

不仅仅是院系的研究生发表多少篇论文以及论文的

质量，还在于出版研究生教材、获得教学成果奖、

获得教学名师称号以及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的机

制、做法、优秀案例。在导师的工作中，带研究生

做科研是重要的一方面，但如果能形成导师投入“三

全育人”的机制、做法、案例，或者导师的育人经

验在报刊发表、被主流媒体报道，这也有意义、有

价值，甚至是学校、院系的“稀缺资源”。推而广

之，高校各个条线在“三全育人”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如果能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并形成案例集 [11,12]，

那么这能形成工作的亮点。

第六，导师日常做了一些育人工作，未必会有

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的付出也未必会被纳入年终

考核的评价体系，有时候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务正

业”。于是，导师投入“三全育人”的积极性就会

受到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马臻认为：一方面，自

己喜欢做一件事情，那就去做，不要矫情；另一方

面，也要注重形成板块和亮点，成为标杆。针对导

师常有的这种困惑，一位退休教师指出，不要太有

功利心，要达到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境界。

这不是说不要收获，而是说不要功利地想要立刻得

到回报。当你怀着自己的初心，朝着一个方向不停

地努力，最后总归会有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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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ting to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graduate education via various ways

MA Zhen

Abstract : Graduate students may lack role 
sensing, research ability, and motivation, and they also 
have many frustrations associated with study, research, 
lif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lthough it is important 
for graduate advisors to teach graduate students how 
to do research,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m to tell 
graduate students many other things related to research 
integrity, life philosoph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is not limited to 
teaching them in the research group. Graduate advisors 
can also teach courses on research integrity and skills, 
giving lectures, writing blogs on graduate education, 
writing articles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be 
interviewed by journalists. All of these can contribute 
to graduate education.

学会承办卓越工程师培养与评价高端论坛

2022 年 9 月 27 日下午 ，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承办、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

展研究基地协办的“卓越工程师培养高峰论坛——

卓越工程师培养与评价分论坛”在北京唯实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

长、浙江大学杨卫教授担任论坛主席。教育部学位

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教授出席会议。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陶智教授、黄海军教授、吕

卫锋教授参加了会议。论坛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

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永红教授和全国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清

华大学肖曦教授主持。来自线上线下的 52 个高校代

表和若干企业参加了会议。

在论坛的主题报告和交流研讨环节中，各位专

家围绕“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与评价”主题，提

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与会者反响热

烈，深切感受到会议组织精心策划，专家报告精彩

纷呈，线上线下受益良多，普遍认为本次分论坛既

从理论上拓展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与评价的研究

视角，推动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又有力提供了

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以及对卓越工程师培养

路径与评价标准的思考。计划今后将继续举办卓越

工程师培养与评价高端论坛，持续思考和推动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

（本文转自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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