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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研究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生导师作为直接指导研

究生学术和生活的重要角色,其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尤为关键。本文从现实问题出发,探讨了研究生导师

如何通过有效路径和策略,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指导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和效果。通过案例分析和文献综

述,深入剖析了不同融合方式的应用和影响,旨在为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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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graduate st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graduate students.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directly guiding the academic and daily life of graduate students, 

graduate supervisors plays a particularly critical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graduate supervisors can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ffect in the guiding work through the effective paths and strategies.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different 

integration method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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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国家求才若渴,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培

养,招生规模逐年增加。2023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30.17万人,

其中,招收博士生15.33万人,硕士生114.84万人,在学研究生总

数为388.29万[1]。随着就业形势、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也越来

越多本科生选择考研。 

随着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的思政教育越来越重要。

研究生相比本科生,思想更为活跃,学习方式更加灵活。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中

强调,要建立起以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为主体的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队伍[2]。 

然而,研究生教育延续了本科教育的缺点,忽视对研究生本

身的发展需求,片面追求论文、专利项目等量化指标[3]。研究生

科研基础差,态度不端正,导师缺乏指导能力等问题屡见不鲜。思

政教育内容单一化、导师责任认识不足以及教育效果不尽如人

意等问题制约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 

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2]。导师

在对学术进行学术指导的同时,应当积极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职

责。但每一个导师的能力水平、培养理念、实验室条件以及对

研究生的要求都不同。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单一的教学形式难

以满足当代研究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如何在导师的指导中

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领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之一。罗娇[4]研究了研究生导师在课程思政工作体系中的作

用。王雷华等人[5]提出“党、团、班、会”活动引入研究生导

师的参与,有利于提升思政教育成效,并且导师的参与具有中介

作用。赵军伟等人[6]设计了导师团队研究生思政教育制度保障、

考核激励和沟通申诉三个机制。 

本文探讨了研究生导师如何通过有效路径和策略,将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指导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和效果。团队相关成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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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产业发展,校企融合创新,地方高校电类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探

索与实践”2023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研究生导师思政教育融入路径 

研究生思政教育的难点在于如何与研究生的思想同步,不

仅让研究生能接受思政教育,还要内化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专业能力。因此,需要构建全方位的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研

究生导师的作用日益重要,思政教育融入路径方面,主要包括以

下四个方面： 

1.1课程融合 

一方面增设思政课程,一方面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鼓励研究生参加“科技与社会责任”等内容的交流、

讲座。在授课时,积极引导研究生树立远大的专业理想,探讨科

技发展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增强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 

团队主讲的湖南省思政课程《风电场SCADA监控系统》,注

重思政能力培养,邀请行业领军企业工程师给研究生上课。疫情

期间组织团队主动服务企业复产,事迹被《中国教育报》报道,

研究生“勇当新时代‘绿色发展’排头兵”事迹,发表在《光明

日报》上,并荣获“湖南省高校优秀大学生党员”荣誉称号。 

1.2导师制度优化 

协助研究生管理部门优化研究生导师制度,明确导师在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职责,以不断的实践,推动导师在学术指导

过程中,全方位培养研究生思想道德。导师对研究生进行思政教

育评价。优秀毕业生评选、奖学金发放都将导师的思政打分作

为重要参考指标,予以合并计算。 

1.3科研活动融入 

主持开展科研活动,导师在科研活动中除了专业技能辅导,

还应正确引导研究生进行思政教育。主要包括： 

1.3.1引导研究生面向国家需要建立学习目标 

国家需要是技术发展的原动力。每次技术革新都离不开国

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家领导人指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

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科学技术发展

为生产力革新提供了重要动力。研究生要实现人生价值,可将自

身研究方向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结合,寻找事业的发力方向。在实

现学习目标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科研实践和思政教育,培养研

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

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统一。 

1.3.2鼓励研究生攻坚国产替代技术 

当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ChatGPT、

Kimi、萝卜快跑等应用层出不穷。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研究生无

需编写复杂的程序源代码；只要提出问题,稍加修改,即可得到

需要的解决方案。如何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引导研究生掌握世界

上最新科技,逐步实现国产替代,是大学应该面对的问题。 

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的科技进步诞生于伟大爱国精神。钱

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深怀爱国之情,十年如一日,铸就了国家

发展的铜墙铁壁,也实现了人生价值。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发起

贸易战、科技战。截至2024年4月,美国已将617家中国企业列入

“实体清单”,涵盖中国制造的“十大领域”。作为被制裁的重

点,我国最优秀的公司之一,华为没有退缩。以爱国、战斗的姿

态笑迎制裁,近年取得了营收、利润快速增长,抓住了5G通信的

核心话语权。华为产业链,在各行各业遍地开花,促进一大批企

业国产替代,快速发展,带动千千万万人就业。 

爱国是情怀也是生产力。美国公司退出我国市场的同时,

为国产替代带来了巨大商机。研究生在工作当中,在科技战的压

力下,负重前行,为国争光,才能真正提高个人的科研能力、创新

能力,才能建功立业,赚取人生的财富。 

1.3.3培养研究生行业急需的专业技能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功能。

当前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大环境、中美贸易战、房地产行业下

行等因素影响,发展速度变缓,就业机会变少。高校研究生培养

面向社会、行业、企业需求,培养国家需要,具备职业道德、职

业技能、职业意识的优秀人才。在科研活动、知识更新、案例

选取等方面,全面和国家战略需求、经济发展结合。既能帮助

企业发展,也能让研究生明确学习目的,提升学习效率,提高

就业率。 

通过十年的努力,笔者团队以新能源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紧紧围绕思政教育中心,改革教学方法,和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建

立了全面产学研合作,构建了校企合作特色的多层次、多模态研

究生培养模式。 

1.4个性化辅导与关怀 

针对不同研究生的特点和需求,导师提供个性化的思政教

育辅导,通过心理咨询、学术交流等方式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导师不仅是学术指导者,还应是研究生的心理支持者。导

师应定期与研究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了解他们的学术进展和

心理状态。②根据每个研究生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导师应提供个

性化的学术指导和建议。包括研究方向的选择、论文写作指导、

实验设计等。③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压力较大,心理健康问题不容

忽视。④研究生应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导师可提供职业发展指

导,帮助研究生了解不同职业路径,制定个人职业规划。⑤鼓

励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拓宽视野,增加学术交流的

机会。 

2 研究生导师思政教育实施策略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导师对研究生

的影响是全方位、全阶段的,搞好研究生思政教育,于人于己于

社会,都意义深远。但导师也面临各个方面的困难,比如研究生

不配合,缺乏做科研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在此,探讨导师进行

思政教育的实施策略。 

2.1增强导师的思政教育意识 

首先要提高导师对思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做好以下

工作：①政策引导。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导师参与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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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将思政教育纳入导师的考核体系。②明确责任。明确导

师在思政教育中的责任和角色,强调导师不仅是学术指导者,也

是研究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责任人和引导者。③加强培训。组织

导师参加思政教育相关的培训和研讨会,了解国家的教育政策

和思政教育的最新动态。④示范引领。通过示范,并分享成功的

思政教育案例,展示思政教育对研究生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增

强导师的认同感、执行力。⑤合作交流。定期组织导师交流和

讨论,分享思政教育的经验和心得,形成良好的思政氛围。⑥资

源支持。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如思政教育资料、案例库、

培训机会等,帮助导师更好地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2.2构建有效的师生沟通机制 

导师应尊重研究生的个性和差异,避免一刀切的教育方式,

鼓励他们发挥特长和潜力。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

通和交流机制,促进学术和个人发展,以提高研究生教育整体质

量。主要做好以下工作：①定期交流。导师与研究生定期交流,

讨论学术进展、研究计划和个人发展等。每周或每两周一次,

确保沟通的连续性和规律性。②开放沟通。导师鼓励研究生开

放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问题,创造一个平等、尊重的沟通环

境。在每次沟通前,导师和研究生都明确沟通的目的和预期结果,

确保沟通的效率和效果。③学术指导。导师应提供明确的学术

指导,包括研究方向的选择、论文写作、实验设计等,帮助研究

生建立学术理想和毕业要求。④反馈机制。导师和研究生应进

行双向反馈,导师提供学术指导和建议,研究生反馈自己的进展

和需求。⑤心理支持。导师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提供必要的

心理支持和建议,帮助他们应对学术和生活的压力。 

2.3创新研究生思政教育方法 

研究生年龄较大,思想更为成熟。创新思政教育方法能够提

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和社会责任感。如：①案例教学法。通过分析真实的社会事件

或历史事件,引导研究生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培养研究生的批

判性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②情境教学法。鼓励研究生积极参

与讨论和实践活动,通过小组合作、角色扮演等方式,增强研究

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或模拟软件,模拟不同

的社会情境,让研究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和解决问题,增强实践

能力。③项目学习法。通过项目式学习,让研究生在完成具体的

项目过程中,学习和应用知识,培养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定期举办主题研讨会,围绕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或重要纪念日,

引导研究生进行深入讨论和思考。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相结

合,通过跨学科的方式,让研究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和思考问题,

增强教育的综合性。④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对研究生的学习

成果和表现进行评价和奖励,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3 结论与展望 

研究生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不仅

是学术导师,更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重要引导者。通过本文

的研究和分析,可以为今后研究生思政教育融入路径的进一步

探索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持续提

升和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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