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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学术休假制度研究 

邹 宏 ，丛明 日，赵 靓 
(解放军信息S-程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对建立导师学术休假的必要性以及我国导师学术休假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重点介绍 了构建导 

师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策略，总结了为建立具有中国大学特色的学术休假制度而需逐步营造的导师学术休假的 

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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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utor Sabbatical Regulations 

ZOU Hong， CONG Ming—ri，ZHAO Lia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necessity in establishing tutor sabbatical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tutor sabbatical，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n establishing tutor sabbatical in China．And then 

relativ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establishing tutor sab batic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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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休假制度源于 19世纪末 ，由美 国哈佛大学于 

1880年首创 ，是其提升教师能力、促进职业发展的一种重 

要制度形式。经过 100多年的成熟运行证明，学术休假可 

以缓解长期工作给教师带来的职业倦怠，有助于教师在脱 

离教学安排压力的宽松状态下 ，进行有兴趣 、有价值、富 

有开创性的深度研究和自由探索，能够激发新的工作动力、 

创造活力、发展潜力。⋯ 目前，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于由 

追求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的转变时期，推进研究生导师学 

术休假制度，可激活导师队伍发展潜能，提升导师学术研 

究水平和指导能力。 

一

、 建立导师学术休假制度必要性分析 

学术休假制度，从产生的初衷和本因看，实际上是一 

个补偿和奖励的措施，卡特 ·古德指出：学术休假是在教 

师为学校连续服务规定的年数后，通过全部或部分休假补 

偿提供给教师 自我提高的机会的计划。随着该项制度的不 

断发展，慢慢演化成为一个提升教师水平、激励教师士气 

的重要制度 ，尤其在 “终身学习”社会中，对教师充电加 

油 、增效升级的作用更加突出。马利柯帕社 区学院提出： 

学术休假是一个通过提高教师的能力 ，拓宽或加深教育利 

益 ，探索新的思想或审查教学方法以升级学院的教育项 目 

的机会。其 目的是使教师从事新 的学习、研究或其它创造 

性活动 ，待其返 回学校工作后 ，继续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膨胀期 ，建立导师学术休假 

制度 ，给导师一个 “喘息” 的机会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消除职业倦怠的影响 

教师的职业生涯具有不断变化 、持续更新、循环发展 

的规律性周期，尤其对于导师这一特殊群体，在指导若干 

届学生之后，会 出现创造能力停滞期、工作热情消退期。 

为此 ，通过实施以一定时间学术休假为主要内容的职业发 

展项 目，让导师暂时脱离工作和考核的压力，以兴趣为牵 

引进行 自由探索和学术充电，享受与平时一样的工资待遇 ， 

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业倦怠。 

(二)彰显导师群体的荣誉 

导师是高等学校办学群体的中坚和精英，在我 国现行 

教育体制下，这种荣誉并没有体现出来。学校通常在导师 

管理上，对其论文数量、项目等级、科研经费等硬性要求 

大大高于一般教师，这些指标与导师招生、导师资格相挂 

钩，对导师而言，付出的多，得到的少，难以形成正反馈 

效应。建立导师学术休假制度，可以突出导师的特殊待遇 ， 

强化个体的荣誉感。 

(三)推进队伍建设开放化 

从～般意义上讲 ，导师队伍建设与师资建设的最大的 

共同之处就是要通过开放和流动保持发展活力，而最大的 

不同之处也在于此，导师队伍建设对开放程度、频度、力 

度的要求更高。通过建立学术休假制度，有组织并在一定 

规范之下促使导师进行相对宽松、具有比较完整形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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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和国际化的学术 “旅行”，可以更好地开阔导师的学 

术视野，扩大导师对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四)缓解教学科研的矛盾 

教学与科研是教师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两个基本任务， 

既有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也有难以兼容的排斥关系。对 

于导师而言，在时间、精力、投入上如何有效地对教学、 

科研任务进行分配，是一个很难调和的问题。通过学术休 

假，可以让导师脱离现实的教学任务，潜心做一些以兴趣 

为牵引、以研究为基础的工作，拿出大块时间进行研究探 

索，在一定区间缓解现实任务带来的影响。 

二、我国导师学术休假制度现状分析 

在我国，学术休假制度是一个 “可选项”。《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中指出：为提高教师的教学和 

学术水平 ，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可对教学任务较重的副教授 

以上教师实行学术休假制度。目前，我国只有少数高等学 

校明确地确立了导师学术休假制度，在大部分高校中并未 

普遍实行 ，其中已经推行的学术休假制度也存在 “照猫画 

虎”的现象 ，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和制度设计的基因缺陷。 

(一)重视度差，处于可有可无的 “尴尬窘境” 

目前，高校对教师的管理理念是从 “受管理者”出发， 

缺乏 “人本精神”，缺少 “人文关怀”，缺失 “学术 自?台”， 

缺位 “服务功能”。据此 ，学校难以导师职业发展规律 、个 

性发展需要、内心深层感受去思考问题 ，“学术休假”制度 

很 自然地就成为 “锦上添花”项 目，成为 “有条件”学校 

的 “豪华”摆设。 

(二)受益面小，变成难以企及的 “橱窗计划” 

我国 1996年设立了 “春晖计划”，利用海外杰出人才 

的学术休假进行 “柔性引进”，为海外人才提供一个回国工 

作的 “由头”或特殊空间，国内高校教师不在之列。以 

“春晖计划”为带动，国内部分高校 自2004年起也高调推 

行学术休假制度 ，但迄今为止还无法在国内找到一个真正 

享受学术休假的老师。 

(三)功利性强，异化为奖励型的 “学术福利” 

国内高校的学术休假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备受争议，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种休假变成了一种 “轮流做庄” 

的纯福利性项 目，而非以学术需求为牵引，有时甚至成为 
一 种 “照顾性”的安排。从学术休假的内容看 ，大部分的 

开销是用于旅游、休闲、餐饮，使得学术休假变成了 “学 

术度假”。 

{四)配套不足，缺乏导师群体的 “有效响应” 

按照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实施的 “工资 +津贴”薪酬制 

度，教师是要通过完成教学任务、争取科研项 目来提高 自 

身福利待遇，而学术休假期间教师没有教学任务、难以申 

报课题 ，同时又需要自筹经费完成 “休假”任务，很多教 

师在反复权衡之后不敢享受这一 “特殊待遇”，使得制度缺 

乏可持续执行动力。 

三、构建导师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策略 

实施导师学术休假制度对于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 的 

“正能量”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 

下，既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搞 “大呼隆”、 “一窝 

蜂”，也不能停滞不前，影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考量 

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状况和生态环境，我们认为，高校可 

采用 “四步走”的策略，积极稳妥 、循序渐进地构建各具 

特色的学术休假制度。 

第一步：从短期休假起步，营造环境。建立学术休假 

制度，开头起步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首 

先要解决的是 “做起来”的问题。为此，在初始阶段按照 

“最小阻力原则”和 “最佳路径原则”来规划实施 ，暂不 

采用以 “半年”、“一年”为时间阶段的休假模式，回避长 

期休假中的矛盾问题，先从短期休假做起。这种短期休假 
一 般以 l5天左右的团队性国内学术交流为主，在内容上突 

出学术活动和休养生息两个主题 ，可以安排以问题为中心 

的学术研讨 、以校际对 口交流为核心的学术访问、以校企 

联合为重心的科研意向洽谈等。通过推行短期学术休假 ， 
一 方面强化学校管理者对导师职业发展的重视度，另一方 

面强化导师的荣誉感 、促使导师以积极主动的一tk,态去参加 、 

支持学术休假，同时在学校逐步营造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 

良好环境和氛围。 

第二步：向国际交流拓展 ，扩大开放。在短期休假实 

施 4个以上周期或者在学校试行两年左右之后 ，可 以适时 

拓展学术休假的内容。基本思路是，在休假时间上仍然保 

持 15天左右的基本安排，重点是要启动以出国游学为主要 

内容的休假项 目，形式上可以团队性和个体式相结合，逐 

步由组织安排 、集中出行、统一协调等 “硬化”方式向个 

人申报 、自主安排、自由结伴等 “柔性”方式转变，淡化 

“行政干预”，褪下 “官办色彩”，更加突出导师的个人意 

向、学术兴趣 、人本诉求。实际上，拓展国际交流项 目是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术休假制度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既是短期休假形式的丰富，也是深化探索的预实践 。以 

国际化休假形式为带动，需要学校进一步完善对休假 申请、 

经费来源、休假期间待遇以及效益综合评估等方面的制度， 

为全面推开打好基础。 

第三步：用多种形式完善，强化内涵。在短期休假试 

点取得阶段性进展，并通过整体分析形成一定的 “正反馈” 

效益之后，需要向真正的学术休假制度靠拢。这一阶段有 

效实施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学校对该制度的认识基本 

趋同，特别是认 为学术休假并非 “锦上添 花”项 目而是 

“雪中送炭”项 目；二是导师对该制度的重视明显提高，从 

学术休假中获得了 “学术营养”、尝到了开启学术新动力的 

“甜头”；三是资金安排上有一定保证 ，学术休假成为学校 

例行的开支项目，并有可持续的经常性投入安排。在具备 

这些条件之后，学校可以将以 15天为主的短期学术休假项 

目逐步延展到以半年甚至一年为主的中长期学术休假项目。 

第四步：靠政策制度规范，走向常态。导师学术休假 

制度要真正确立下来 、推行开来 、执行下去，最重要的一 

环还是要制度化。对学校而言要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中 

进行有效强化。一是在基本制度层面要突出体现 ，比如在 

制定学校的 “基本法”——大学章程中，应该把 “安排教 

师进行学术休假 “作为学校的一项基本义务，把享受 “多 

种形式的学术休假”作为教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二是在具 

体制度层面要完善配套，特别是要明确导师休假期间的教 

学工作量、科研业绩、薪酬安排等关键内 (下转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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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及其具体实施部门形成一定的激励。 

(三)进一步降低插班生招生的实施成本 

在参与招生学校增多、招生积极性提高的情况下，在 

插班生招生的初试环节可以采取联考的形式，由各招生学 

校联合命题，统一组织实施 ，复试环节再由各个高校分别 

组织，这样可以大大地减少招生工作的总工作量 ；对招生 

学校而言，应克服招生计划过于分散的现象，使招生专业 

适度集中，单个专业的招生规模适度扩大，这样也可以降 

低组织成本，提高插班生制度的运行效率。 

(四)尝试实行多元志愿制度 

理想的招生考试制度，是使所有的高校挑选最合适的 

生源 ，使所有的学生选择最合适的高校 ，体现双向选择原 

则的制度。_l 而目前插班生招生中仍实行单一志愿制度， 

即一个考生只能报考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学生的选择性 

不高，招生学校也是如此。为此 ，可以尝试实行 “一专业 

多志愿”的形式，即在初试联考的前提下，考生可以同时 

报考不同学校的同一专业 ，招生学校及考生双向选择，这 

样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增强招生学校及学生的选择性，实 

现教育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 

(五)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 

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高校招生问题，社会公信力是成 

败的关键，也是促进这种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动力。对于社 

会的关切，招生学校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增强招生录取 

过程的透明度，自觉地接受考生及社会的监督，并在这个 

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 ，这样才能使这样制度更加公 

平、公正，也使这项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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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对此国外高校都有成熟的做法 ，可以作为制订相关制 

度的基本参照系；三是在临时性制度层面要避免冲突，尤 

其在我国高校临时性制度安排往往比经常性制度更具约束 

力的现实状况下，要坚决避免一些临时性制度影响学术休 

假制度的执行 ，不能让导师一方面在外学习提升，一方面 

担心后方 “城门失火”。 

四、逐步营造导师学术休假的政策环境 

建立具有中国大学特色的学术休假制度，实质上是现 

代大学制度的一个缩影，也是能否实现大学自治的一个重 

要 “影响因子”，不仅需要高等学校不断努力，更需要得到 

全社会的关注和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尤其需要关注以下 

四个方 面 ： 

(一)转变教师管理理念 

学校管理者要切实转变 “管理与被管理”的基本关系， 

摒弃 “管”的思想，强化人本的理念、服务的意识 ，从教 

师的真实感受深处去思考问题 ，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规 

律性中设计政策，让管理更加柔性 ，更加符合学校的特点， 

更加契合知识分子的诉求。l4 

(二)改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的特色是鼓励 自由探索，这也是大学的重要内涵 

之一。学术休假制度能够在国外高水平大学生根发芽，最 

关键的养分是学术 自治、教授治学，离开了崇尚学术、学 

术自由的土壤，这些制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让学术 

回归大学，才是推进这一制度的本源。 

(三)调整教师评价体系 

国外大学学术休假制度一般来讲有三项制度作为支撑， 
一 是终身教授制，二是年薪制，三是学术共同体 ，这些制 

度可以保障教师不受经济等其它因素的干扰。当下，我国 

高校也应改变以行政为主导的量化考核体系，如果教授因 

花费大量时间去填写表格而变成 “表格教授”，年轻教授由 

于需要工作量、论文等去挣工分而变成 “学术民工”，那么 

学术休假制度就不可能持续推进下去。 

(四)改革课程教学模式 

我国现行的课程教学模式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线性模 

式，一个教师上一门课，一门课一学期 ，周周都有安排。 

教师给学生上课，尤其是给本科生上课就好 比 “被拴住 

了”，很难脱身去参加学术休假，为此可以采用国外大学模 

块化的课程教学模式，一门课分若干模块，一个教师就承 

担最擅长的模块 ，这样可以让导师有更多的弹性时间去进 

行学术研究，为学术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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