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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严出”难在哪儿——习以为常的拖延症和不作为 精选

已有 4168 次阅读 2021-10-20 08:33 | 个人分类:研究生教育 |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这是《中国科学报》约我写的一篇小文章，已经在10月19日（周二）发表。记者提出的具体

问题：实行研究生淘汰制的呼声已经持续了多年，但在现实中却迟迟难以落地，主要的阻力在

哪里？作为相关方，高校、导师和学生都分别有怎样的考量？]

教师做调研项目，往往是项目获批后，拖到后期才快马加鞭。再比如，有的教师写教材，

跟出版社签约之后，迟迟没有动笔。这称为拖延症，乃常见现象。

读研也如此。很多学生对做科研懵懂、拖延，进校后还忙于参加各种活动，导致科研进度

慢。这种进度慢的问题会被“研一需要上课”的表象所掩盖，让师生觉得这还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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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不断地把科研任务往后拖，心想着“船到桥头自然直，大家到时候都能正常毕业”。

更何况，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院系日常很少直接管研究生，只是通过中期

考核、预答辩等方式监管学生完成学业的进度。而有的导师或是习惯于实行“放养式”管理，

或是把学生招进来就是为了“刷工分”，因此疏于管理研究生。

等中期考核时发现学生的表现不行，院系会给学生整改的机会，一般不会直接淘汰。但这

时候学制的一半时间过去了，学生一方面想着“还有补救的机会”，另一方面工作也没有找，

不可能轻易退学的。

有的研究生主观上是努力的，但客观上做科研不顺，导师对此理解。而有的研究生主观上

不努力，客观上做科研不顺，导师固然“恨铁不成钢”，但往往不会轻易地淘汰学生。他们总

想着：再看看学生的表现，也许学生面临毕业的压力，会悔改呢。导师也不愿意直接和学生发

生冲撞，他们怕学生闹事。

我曾指导一名在职博士生。她忙着单位里的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只能挤出时间做实验。

她通过了中期考核，但读到三年时仍无法毕业，因为科研工作量不足。我一方面感到不顺，另

一方面又能理解这种情况，并心想“课题组多一个学生也好”。她延期两年后终于毕业了。

但在现实中，有的博士生读了更长的时间都无法毕业。他们或是没有取得正常的科研进展

而把博士读“僵”了，或是有抑郁症或个人状况，或是已经忙于自己在校外的工作。这种情况

就像居民楼下的地下车库里停了很多轮胎没有气、布满灰尘的破自行车一样，构成了问题。

和院系相比，导师其实更知道学生的真实情况，也更容易下判断——这名学生是否还值得

培养，但导师始终“下不了狠手”。这种情况和国外不同——在美国，研究生如果不听话或者

没有科研进展，导师在劝导无果后，可以以“没有经费了”为由让学生转导师或者在中期考核

时不让学生通过。但这在国内很难做到。

在实行导师负责制的情况下，院系开展程序化的管理。即首先让学生按照学制进行培养，

如果学生到时候毕不了业，再让他们延毕，一直延到不能延为止。院系不会主动把学生“开

掉”，除非导师把学生令人“忍无可忍”的表现告诉院系。但是国内大学里普遍没有把学生

“开掉”的课题组文化，连让学生转导师都难。这就像国内大学很少把教职工“开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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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德辰   2021-10-21 09:53

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几十年来，越来越严重。

[5]王凌峰   2021-10-20 16:39

考虑国情，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超期取消学籍了。硕士生五年不能毕业就自动失去学籍。

别的也就不必多想了。

[4]安海龙   2021-10-20 15:51

学生和社会难以接受“淘汰”，需要分流，建设和发展科学合理、学生社会均可接受的分流机制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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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  回复 王凌峰  ： 所见略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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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风  回复 安海龙  ： 分流？分给谁？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favorite&type=blog&id=1308623&spaceuid=71964&handlekey=favoritebloghk_1308623
http://blog.sciencenet.cn/member.php?mod=logging&action=login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3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comment&op=reply&cid=5384730&feedid=&handlekey=replycommenthk_538473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9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comment&op=reply&cid=5384641&feedid=&handlekey=replycommenthk_538464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686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comment&op=reply&cid=5384628&feedid=&handlekey=replycommenthk_5384628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964-1308623.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964-1307005.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964-130873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3760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619783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2538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4607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2991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35044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3645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6680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2443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3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6924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31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9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686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cp&ac=comment&op=reply&cid=5384677&firstcid=5384641&feedid=&handlekey=replycommenthk_5384677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079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794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29911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6866


2021/10/21 科学网—研究生“严出”难在哪儿——习以为常的拖延症和不作为 - 马臻的博文

blog.sciencenet.cn/blog-71964-1308623.html 3/3

回复 |

回复 |

回复 |

[3]黄永义   2021-10-20 13:17

  

[2]李东风   2021-10-20 12:54

导师学生各有难处。

[1]周志军   2021-10-20 10:50

难在“文化”不同。淘汰学生，无论是导师，还是被淘汰的学生都将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极易导致极端事件出
现。

1/1 | 总计:6 | 首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末页 | 跳转

返回顶部

Archiver | 手机版 | 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1-10-21 11:39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2021 中国科学报社

2021-10-20 16:19 |回复1 楼（回复楼主）
赞

赞

2021-10-20 16:20 |回复

李东风  回复 安海龙  ： 该淘汰就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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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龙  回复 李东风  ： 中国孩子需要努力读书，不想读了就去学习经商或者学门手艺。对应现在的学校是普通高中、大学
本科和大学硕博研究生、博士后等，职高、职业技术大学本科、硕博生（？）等可对应谋生技能类。需要把职高、职业技术

大学建设得水平没的说，也需要普高、职高间，普通大学和职业大学间的转学机制建起来、活起来，两个路径可以随时切

换。如果有弹性学制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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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风  回复 安海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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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凌峰  回复 安海龙  ： 这个是不可行的，会产生很多矛盾。最可行的就是五年未能达到毕业要求自动取消学籍，学生也无
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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