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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督导续写爱校情怀

——学校研究生督导组换届随感

2011 年 5月 17 日，学校发文通知成立湖南工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督导

组，由周雄文、曾长普、池宏勋、金可音、刘源甫五位教授组成，周雄文教授任

组长。当时，督导组平均年龄 62.6 岁，年龄最年长者 70 岁，最年轻者 58 岁。

光阴荏苒，四载时光，一晃而过。从那至今已过去四年。四年来，督导组的老师

们怀着对学校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奉献一份光与热的责

任，一以贯之的倾注爱心、热心和责任心，甘当人梯，不计报酬，乐于奉献，克

服各种困难，用心督导，严谨督导，为学校的研究生教育与发展作出了各自的努

力。

倾注爱心，引导和关心研究生成长成才

关心关爱研究生的成长成才，是督导组成员的共同追求。“尊师爱生是双向

互动的关系，作为老师，首先是要热爱研究生、关心爱护研究生，尊重研究生的

人格，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研究生，用宽容民主的精神倾听研究生的意见和建议，

平易近人，和气待人，坦诚与研究生们面对面的探讨各种问题，尽量拉近与研究

生们的距离。”督导组的老师们常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督导组的成员都

是在校工作多年的老教师，大家对研究生的关爱和关心是全方位的。既从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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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也从学业、生活上关心；既关心自己所指导培养的研究生，也关心别的导

师指导培养的研究生；既关心在校就读的研究生，也关心毕业走向社会打拼的研

究生。

思想上关心主要是利用授课、听课、选题、中期检查、论文写作修改等各种

机会，引导研究生们积极进取，热爱珍惜宝贵学习机会，加强德性修养，学会做

人。这四年中，督导组成员中先后指导的硕士生共有二十余人。按照学校规定，

对年满 65 周岁的老教师可以不再指导研究生，但督导组的全体成员在如何引导、

指导和关心研究生们做人方面，从没有顾及自己的年龄问题，对研究生的要求都

很严格。在鼓励研究生提升发展自我、提高竞争能力的同时，要求尊重他人，相

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上进。督导组老师所带的研究生，所联系培养点的研究

生绝大多数都自觉地把学会做人放在首位，并且一级带一级，形成了团结友爱、

互帮互学、助人为乐、宽以待人、乐于奉献的好传统。学业上关心是尽早鼓励和

要求研究生主动配合导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引向学术前沿，注意培养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在这方面，督导组老师经常与研究生沟通，引导研究生尽快学会如何

检查文献，查阅资料，正确选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探讨学习中碰

到的各种问题，同时利用湖南和株洲的一些优势，鼓励研究生切合学习实际参与

学校一年一度的校、院“百草论坛”，动员研究生撰文参与，以开拓视野，促进

自己锻炼成长。督导组老师以往所指导的研究生，大都能潜心科研，参与导师的

课题、项目研究，多次获得院、校相关奖励。

除思想和学业上关心外，督导组的老师还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从生活上关心

和体贴研究生。2013 年 5月，某学院一女研究生因恋爱与其男友发生矛盾。该

生有轻生的念头，督导组老师得知后，当即与该院领导取得联系，并一同做这位

女生的疏导工作，前后与其谈话十多次，经过耐心的开导工作，使得男女双方矛

盾消除，上进心增强，第二年，她还被评为院级优秀研究生。类似这样的情况，

督导组老师碰到过多起，大家都以父母般的关爱之心，予以关照体贴每一位研究

生，使其消除误会，化解纠结，热爱人生，珍惜友情，倍感学校学习生活的幸福

与温暖。



倾注热心，鼓励导师严谨治学培育人才

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关键是建设一支质量高、数量够、结构合理的导

师队伍。督导组成员从第一天的督导工作开始，就是倾注满腔热心，按照学校领

导要求和研究生处（部）和学科处的安排，鼓励广大导师严谨治学，严格要求，

严格培养，把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每个导师的神圣职责。

倾听导师意见，反馈院、部心声。督导组成员先后到各学院，各研究生培养

点认真听取老师和院、部领导、研究生秘书和研究生辅导员的意见，就研究生教

育导师队伍建设、办学条件改善、培养方案修订、学位课程改革、教学教育方法

创新等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和探讨。院、部是教学教育的主体，老师们的各种意

见和建议，比较切合学校实际，切合研究教育培养现状，针对性、启发性强，具

有相互借鉴作用。如导师责任制的考核问题，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生

处于 2014 年 3 月决定由各学院、各培养点根据学校规定实行两年一度考核办法，

按学校文件要求自行考核。尽管个别单位的考核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总体上看，

坚持了研究生教育重心下移到院、部和培养点的原则，调动了院、部、培养点的

积极性，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又如 2012 年 12 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是在以

往培养方案执行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听取导师们的意见，按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

的口径与规范，注重调整课程结构与内容，强化前沿课程与实践环节，有效地实

行了课题资源整合和优化，这样既加大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力度，也提升了研

究生培养模式。

鼓励导师敢于创新，努力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督导组成员利用评课、

学术讲座、各种论坛、个别征求意见、召开导师座谈会等机会，广泛与导师就研

究生教育如何创新，如何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与教学特色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探

讨。如不少导师认为，教师的主业和专长就是治学。“教授治学”就其内涵而言，

包括“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治”的最好办法就是率先垂

范，以示范去立规范、行规范、想规范、完善规范。对此，督导组成员与院、部

及研究生处负责人进行了多次系统性调研，就研究生导师依法治教、依法治学、

依法治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收益不少。又如研究生教育特色问题，在全校而言，

我们要坚持“包装”特色，但具体到各个学院、各个培养点，必须结合自身学科



发展实际，瞄准自己的主攻方向，在自己既有优势的前提下，尽力求精、求特、

求发展。

推介导师优秀事迹，激励导师严谨育人。督导组在四年的督导工作中，先后

利用《湖南工业大学报》、《包装学报》、《督导工作简报》向全校推介了多位研究

生导师的优秀事迹，他们中有的是全国和全省的优秀教师，有的是省、市的师德

标兵，有的是省、市的优秀科研工作者，更多的是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

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平凡而又值得尊重的普通研究生导师。

倾注责任心，积极为探讨研究生教育改革建言献策

根据研究生处的统一安排，督导组教师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深入到院、

部、各个培养点进行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与任课老师和学生恳谈沟通，收集

了来自研究生培养一线的许多信息、意见和建议。平时，督导组老师也从接触导

师、研究生的各个渠道中知晓一些情况，倾听意见，反馈师生要求和呼声。督导

组及时召开会议，凡涉及急需解决的事项及时与研究生处沟通，以求尽快处理和

解决；涉及关乎学校利益和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督导组形成意见后，在研究生

处（部）的工作例会上予以报告或通报；涉及到学科建设、学位点申报、导师遴

选考核、研究生选题、开题和论文答辩、课程改革、基地建设、学位授予、研究

生奖惩等具体事项的意见、建议，能及时整改的建议尽速整改，暂时不能整改的，

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予以解释和说明，需要研究生处、学科处协调上报学校领导决

策的建议及时呈报，以求尽快解决。据初步统计，在这四年的督导工作中，督导

组收集意见、建议共有 120 多条，所提建议 60 余条，反馈给各院、部、培养点

的信息共有 180 多条。对这些意见、建议和所反馈的信息进行梳理，比较集中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落实院、部、培养点的办学自主权，充分调动基层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二是加快学科建设的设置、建设和管理，引导研究生教育准确定位和特色发

展；三是深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改革，增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预见性；四

是加快以导师责任制为核心的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五

是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切实改善研究生教育环境和条件；六是建章立制，健全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改革发展问题很多，仅就学校自身问题而言，关键是要重

视导师队伍建设，重视规章制度建设，重视创新意识培养。在这“三个重视”中，

对创新意识培养问题，督导组成员思考最多，探讨最多，向各级领导和研究生处、

部所提意见、建议也最多。尤其是与院、部、培养点共同探讨问题时，督导组成

员认为：研究生创新意识培养需要具备三种因素：好奇心、责任心、功利心。对

于好奇心来说，研究生教育的着眼点就是要细心呵护，广开渠道，大胆探索，培

养兴趣，标新立异；对于功利心，研究生教育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全社会设计好利

益分配的政策和机制，以此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的特点是兴趣要浓厚，

思想要解放，这是学校和社会共同来做的事，学校是打基础、做准备，而真正实

现人生的价值，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去打拼、发展、创新、创业；

对于责任心，学校教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方针，培养师生的道德俢

养水准、政策法律水准，不断增强爱国心、感恩心、事业心和责任心。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所提意见、建议，所表看法、观点，不一定妥当，

仅供大家参考；如有错判误议之处，恳请大家包涵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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