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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造力培养的影响研究串
——学生个人主动性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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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实证研究探索导师支持型和控制型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造力的影响，并分析研究生个入主动

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支持型和控制型导师指导风格均有利于研究生创造力的发

展．且研究生的个人主动性调节了控制型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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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我

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研活动的重要力量。最新一

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显示，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占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

的人员比例分别为37．5％和68．7％【”。但《我国研究

生教育质量和发展状况调查》中近半数调研对象评

价硕士生创造力“一般”和“差”：近三成认为博士生

创造力“一般”和“差”[21。因此，如何提升研究生创造

力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

我国研究生教育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如何指导

是研究生创造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王蔚虹对我国五

所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教育负责

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导师指导”在所有博士生质

量影响因素中占37．9％，权重最大[31。但是有关导师

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指导学生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

者认为导师应该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41，而有研究

则认为导师“严格控制型”指导下学生的绩效最高

旧。但目前尚没有研究实证检验各类型导师指导风

格对研究生创造力的影响。

因此，本文借鉴Oldham和Cummings提出支持

型和控制型领导风格的概念网，探索导师支持型和

控制型两种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造力的影响，从实

证的角度分析自主支持和控制在研究生创造力培养

中的作用。同时，研究进一步分析研究生个人主动

性对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

用，深入导师指导影响机制研究。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导师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造力

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提出导师支持型和控制

型两类指导风格。导师的支持型指导风格体现为导

师鼓励学生探索自己的科研想法，关心学生的感受

与需求，提供必要的科研资源和信息反馈，侧重于导

师对学生学术、心理和资源的支持。控制型指导风

格表现为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并定期检

查学生的科研任务，侧重的是导师对学生科研进度、

论文质量和科研进展上的严格控制。

(1)支持型导师指导风格与创造力。导师支持

型指导风格将积极影响研究生创造力，原因体现为：

一方面，支持型风格给予个体较大的自主性，有助于

激发个体创新的内部动机用；另一方面，支持型导师

对个体的关心鼓励能有效抑制个体的负面情绪和行

为。此外，创新活动需要必要的资源支持。支持型指

导将通过反馈为个体提供所需的信息网j由此提出

4本文系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资本对研究生创造力培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08085MGll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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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假设：

假设1：导师支持型指导风格正向影响研究生

的创造力

(2)控制型导师指导风格与创造力。在日常教

学工作中，导师担负着各种科研任务。其自身的科研

创新动机较强，学生会被要求不断进行科研创新活

动，进而创造力得到提高。此外知识储备是研究生

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必要前提【8】．而导师的控制型指

导则有助于学生完成初期的知识积累【9】。由此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2：导师控制型指导风格正向影响研究生

的创造力

2．个人主动性的调节作用

个人主动性指个体采取自发性、前瞻性的行为，

通过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并实现目标的行为方式【10】。

个人主动性强的学生自我设置目标，对未来可能发

生的事进行预测并提前采取行动。不断接受挑战和

解决困难。个体主动性对导师指导风格的调节作用

如下所述：

个人主动性强的个体勇于不断尝试．善于识别

和抓住身边的机会Is]。所以，个人主动性强的个体能

有效利用导师的支持，积极投入到创新活动中111】。另

一方面．支持型的导师鼓励个体说出自己的想法啕，

个人主动性强的个体追求的是自我设定的目树121，

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支持型导师将更有助于激发个

体创新。

控制型风格强调领导者的监督和控制[61，但个

人主动性强的个体习惯于自我设置目标，而不是分

配的目标【8】，控制型风格对创造力将起到减弱的作

用。相反，对于个体主动性弱的个体，外界的监督

控制对他们将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由此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3：个人主动性调节导师支持型指导风格

与研究生创造力的关系，个人主动性越高，支持型指

导风格与研究生创造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假设4：个人主动性调节导师控制型指导风格

与研究生创造力的关系，个人主动性越高，控制型指

导风格与研究生创造力的正向关系越弱

二、数据收集

1．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在校研究生为调研对象．共发放问卷

260份，回收243份，回收率93．5％。剔除填答没有

区别性或信息缺失较多的问卷后，有效问卷216份．

有效回收率为83．1％。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信息为，男

性153人，占70．8％，女性63人，占29．2％，硕士生

83人，占38．4％；博士生133人，占61．6％；年龄为

18～25岁的117人，占54．2％，25岁以上的99人，占

45．8％。

2．变量测量

变量的测量工具均来自于成熟量表，由教育领

域相关专家进行了量表的双向翻译，并在问卷正式

发放前，在研究生中进行小范围的预调研，根据中国

背景和教育环境，调整和修正问卷题项的措辞，确定

适合的中文翻译。因此，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三、假设检验

根据理论框架和假设，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分别检验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造力的主效应和

学生个人主动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第一步回

归模型带人性别、年龄、导师支持型指导风格和控制

型指导风格．建立模型l。为了验证调节效应，按照

Baron和Kennyfl3l提出的程序验证调节作用，第二步

带入个人主动性，建立模型2，第三步带人个人主动

性与支持型指导风格、控制型指导风格的交互项，建

立模型3。

通过对模型1～3的数据检验，如表1所示，可

以得出以下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

(1)模型1中数据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学生性

别、年龄的情况下，支持型指导风格(B=0．443，P<

0．001)正向影响学生的创造力，假设l得到验证。这

验证了导师支持型指导风格的积极影响，导师的支

持型指导风格有益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即导师对

学生的科研鼓励、心理关心和资源支持能够提升学

生的创造力水平。

(2)从模型1中可以看出，控制型指导风格正向

影响学生创造力(13=o．268，P<0．01)，假设2得到验

证。这说明控制型指导风格同样积极影响学生的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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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生创造力多元回归模型

研究生创造力
项目

模型l 模型2 模型3

性别 一0．177+ 一0．064 —0．055

年龄 一0．086 —0．020 —0．025

支持型指导风格 0．443¨+ 0．202++ 0．238+++

控制型指导风格 0．268++ O．091+ 0．100‘

个人主动性 0．592”+ 0．583+++

个人主动性+支持型指导风格 0．027

个人主动性‘控制型指导风格 -0．108+

R2 0．330 0．567 0．576

△R2 0．330 0．237 0．010

△F 25．988‘“ 1 14．648”+ 2．333+

注：n=216性别男---0女=1：+P<0．1+p<0．05++P<0．01料4P<

O．001

造力，验证了导师严格管理的培养意义，说明导师对

研究生的学习监督和定期检查将有益于培养学生的

创造力。

(3)在模型3中，数据显示个人主动性与控制型

指导风格的交互项显著(13=一0．108，P<0．05．／kR2=

0．010)，假设4得到验证。数据结果显示个人主动性

调节了控制型指导风格与研究生创造力之间的关

系。这一调节关系的验证体现了“因材施教”的管理

理念，说明在导师培养研究生创造力的过程中．应当

结合学生的个人主动性。体现为当学生个人主动性

较低时，导师应该加强科研管理和审查：而对那些

在科研活动中主动勤奋的学生，导师可适度降低监

督控制。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了导师指导对研究生

创造力的影响，得出支持型导师指导风格和控制型

指导风格会对学生的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且对于

不同的学生，导师指导风格产生的效果不同．对于个

人主动性较低的学生，控制型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

生创造力的影响较个人主动性高的学生更强。通过

上述对导师指导风格的研究，导师可以根据相关研

究结论提升和改进自身的管理方法，同时，研究生培

养单位也可以根据导师指导的作用规律进一步完善

导师管理工作。具体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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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师层面

(1)学术支持、心理支持和资源支持多管齐下。

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应该全方位地支持学

生。①从学术支持的角度，导师在科研交流中应该

采用一种平等民主的形式鼓励学生探索自己的科研

想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导师

则主要发挥组织引导的作用【141，从而激发学生的创

新精神，同时，导师应该在必要时给予学生及时的反

馈，使学生可以及时地改进自己的研究。②从心理支

持的角度，导师应该关心学生的心理感受．关心和爱

护学生，从心理上给予学生积极的支持，减轻学生在

科研活动中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让学生在挑战科研

难题时有充分的信心，面对失败时，也能勇于挑战困

难。③从资源支持的角度，导师应该为学生的科研创

新活动提供各种所需的资源，保障学生的科研活动

顺利进行。

(2)实验室管理制度和学术要求严格控制。在培

养研究生创造力过程中，导师的“严”同样是不可缺

失的，严师与创造力并不是矛盾的，因为这种“严”并

非体现为抑制学生自主的思考，而是表现为导师监

督学生积累扎实的知识基础．引导学生投入科研学

习，同时要求学生定期汇报，及时审查科研完成情

况，把握学生的科研基本方向。导师可借助上述手

段达到督促学生学习、抑制学生惰性的目的，并且可

以进一步将这些手段制度化，采用规范的管理和程

序化的管理方式，例如实验室定期学术汇报．学生科

研成果的质量要求等。采用规范的管理控制方法．不

仅有助于提升导师的管理效率，并且制度化的规定

也将促进对学生学术要求的规范管理。

(3)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导师在培养研究生创

造力时应结合学生自身的特征，在创造力培养中体

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旧。导师应该深入了解自

己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兴趣喜好，在直接管理每个学

生时，根据学生自身的特征适度调整指导的方式方

法。从个人主动性的角度，导师可以根据研究生自身

的主动性高低，选择适合的指导风格。对待主动性较

高、做事情积极主动的学生，导师应采用适度放权的

办法，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开展科研：而对于科

研动机弱、自主性较低、习惯于接受外界目标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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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应当适度加强管理控制，例如监督该学生科

研工作的目标制定和强化科研成果的审查。避免研

究生产生学习懈怠、科研荒废的不良结果。

2．研究生培养单位层面

(1)以资源支持、支撑导师的培养工作。研究生

培养单位应充分认识导师在培养研究生创造力方面

的重要作用，有效支撑导师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例

如，从导师的资源支持的角度．研究生培养单位应该

针对科研活动的特点．加大以导师为受力点的资源

支持力度．只有导师在科研活动中获得必要的科研

支撑，才能进而保障学生在参加导师科研活动时获

得充足的科研资源。同时，这一资源支撑不应该完

全以导师的资质为衡量标准．应该综合导师所带研

究生数量。保障每个研究生都能平分到充足的资

源．避免造成一些新人职导师由于自身学术资源缺

乏影响培养研究生。

(2)以监督考核保障导师的指导行为。研究生培

养单位应该监督考核导师的各项指导工作的实际开

展。①应该将研究生对导师的指导评价作为对导师

的考核指标，考核导师是否对学生的科研创新活动

予以必要的支持和管理，例如：是否定期开展学术讨

论，是否能及时修改学生的科研论文等，对导师的指

导工作予以打分评判，而不应仅仅依据学生取得的

科研成果．这样有助于导师重视学生的管理工作，避

免“放羊现象”出现。②研究生培养单位应该监督教

育资源的分配．促使导师将各类教育资源投入到科

研活动和研究生培养中，保证教育和科研资源直接

与科研和学生培养工作挂钩。

(3)以指导培训提升导师的管理理念。研究生导

师的指导经验大多来自于自身所接受的教育体验，

但是，随着科研背景、指导环境和指导对象的变化，

单个人的经验难免会有局限。研究生培养单位应该

开展导师指导培训活动，引导导师开展指导工作，提

高导师的管理技能。通过优秀导师经验推广会、教育

心理学知识讲座等类似的培训活动，让导师们意识

到在学生培养中，需要采取学术、心理和资源各种支

持．同时兼顾学生的个人特征，丰富导师的管理方

式、方法。规范导师对学生的管理流程，从整体上提

升导师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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