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的那点小心思（十大秘密） 

2017-05-07 陈怡然 陈老师有话说 

 

从教这么多年来我发现学生（主要是博士生）对导师以及博士学习经常有些误解和想

当然，有时候甚至造成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紧张，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如果大家（包括老师和学生）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欢迎补充。 
 

 

1. 我拿 RA 每周 20小时，所以我只要好好干了这 20 个小时就问心无愧。 

RA(Research Assistant)制度的出现和博士学习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而

是为了满足导师科研项目进展的需要。 

严格意义上的 RA是要求在这 20小时之内可以进行完全有效的相关科学研究

（有点像博士后），而 RA也并不一定非要是导师自己的学生。但考虑到博士期间

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RA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支持博士生能够完成学业的重

要经济来源，因此和博士学习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如果你的 RA和你的博士学习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无论这 20个小时之内之外你都是在为你的博士学位而奋

斗。所以不要再问什么加班不加班的事情了！ 

 

2. 导师啥也不懂，对我的研究不能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当然不排除有些滥竽充数的导师。但大多数时候我遇到的这种抱怨往往是来自

学生对导师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就是希望导师能够对科研中遇到的每一个细节

都能给予足够的指导。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拿着 buggy的 code去找导师要求帮忙

debu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NTY2NTU3NQ==&mid=2247483688&idx=1&sn=b1720fab0ec88cdccbff7a29c67e6dd6&chksm=ea98ac60ddef25769411ae07a27b276f82c9d58c3464cd770429cb7efebcef49b3cc02ce7d09&scene=27&key=fef0cb6a4f422abce3367fd9f1b3567549404a75fe25e8bdc5c7e0db77738b34e9f1bd207d4c126cdb1a1ca980ad0a9ab9bd0cd1281eff936bf91d95bf0b4a13582c49b4323a2025d68a910930b7a6b5&ascene=7&uin=MjA3NTAyMzMyMA%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60028&pass_ticket=7zmYM9Ya54w%2BlFL7RxsZkMRiWGI2uIkqCwFa8orfQnLJs8PaxoYGqZiya3xU2t0X&winzoom=1##


其实导师之所以有一个“导”字，意思是主要作用在于指导而不是手把手的教

（那个叫“师傅”）。技术实现本身如果不牵涉创新，大多数时候其实导师远不如

学生。反过来讲，一个博士生要在毕业的时候在他所在的细分研究领域的理解和

贡献超过他的导师，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博士毕业生。 

 

3. “老师忘记了和我每周的讨论会，好开心！”和“我这周尝试了好几种方

法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没有进度，待会汇报怎么办?” 

其实很少有导师会真的忘记和学生的讨论会，他们还往往因为错过了和学生的

讨论而内疚。如果说你不主动出现他也不去找你，那最大的可能其实是他觉得不

值得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因为怕导师责备就故意躲起来只会让你的处境越来

越糟，还不如勇敢的面对。 

每周都有进度可以汇报当然好，但这并不是导师每周和你讨论的目的。讨论会

的目的是为了让导师确保你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作为科研，失败也是学习的一

部分(当然你不能一直失败)。因为没有向前的进度而逃避汇报，或者指望憋个大的

再汇报，都有可能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老师把我骂的狗血喷头，恨死我了。 

脾气不好的导师当然不少。不过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那么这种“骂”其实是

“爱之深，责之切”。考虑到美国养一个学生这么贵，而科研经费又这么难拿，如

果一个学生真的实在无法达到导师的预期，那么对导师来说利益最大化的办法就是

“割肉止损”，把学生赶紧开了了事。虽然可能你不爱听，但是我还是得说导师乐

意花时间在你身上，哪怕是数落你个狗血喷头，那还是说明在他心里你尚属孺子

可教，可以回家偷偷乐上一会（当然工作该做还得做）。 

 

5. 我偷个懒，占点小便宜，仿佛导师也没说什么，赚了! 

是不是经常有下面这些情况? 

o 一周没干活，两小时后要跟导师开会！赶紧糊弄几个数给导师。（嗯，好

像他也没说什么，Bingo! ） 

o 出差住了个 300 块的酒店，请朋友吃了顿 100块一位的牛排，导师也给报

了。（耶！） 

o 休假多修了两天。（爽！） 

其实导师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充分理解年轻人偷个懒耍个滑占点小便宜（毕竟

RA钱少么）的小心思。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导师顶多说两句提醒一下，并不会斤斤



计较。不过如果你每次都如此，科研上又没什么进度，那保不齐这些会成为导火

索，你导师哪天就要爆发了！其实你早毕业一天，就多挣差不多 700美元（按照现

在的 package），完全没别要把心思放在这些小花招上面。而且，把精力放在这些

鸡毛蒜皮上的人往往不会有大眼光，大格局。 

 

6. 导师给我选了个烂题目，导致我迟迟没有进度，要骂娘了！ 

这个问题有时候还真的是双方面的。 

给学生一个力所能及的题目是导师的必修课之一。确实有一些导师给学生选了

个做不下去或者没有前途的选题。但做不做的下去选题的成分只是一部分，学生的

科研能力则是另一部分：能力强的学生能在拿到问题之后快速的找到突破口并打开

局面，或者很快发现原来的想法有问题并加以变通；而能力弱的学生往往就陷在那

里，既无法前进，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有个情况更糟：学生天天变着法证明导师

的想法是错误的。忘记了其实只有朝前走才是正确的方向。 

 

7. 我做的不好，导师会开了我么？ 

时不时用“开了”学生来“激励”学生学习的导师真的是失败中的失败。 

学生做的不好既可能是学生自己的原因(比如确实能力不及)，也可能是导师的

原因（比如指导水平有限），也可能仅仅是双方不合拍，甚至是一些客观原因比如

选题不好或者学生健康问题。开掉一个学生对于导师的声誉影响其实是巨大的。从

学校一方来说，也并不希望如此。因此当导师的经费真的出现问题，学校往往会想

办法通过各种方式让现有的学生能够尽快顺利毕业。但这并不是说学生可以高枕无

忧：博士不是义务教育。如果发现学生确实不适合，导师也有责任尽快告知以免误

了学生前程。这也就是常说的因为“做的不好”被导师开掉。其实这个时候不妨

和导师开诚布公的谈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再做选择。换个导师或者学校就风生水

起的例子非常多。读博士读了一半去干别的而成功的例子就更多了，没必要一棵树

上吊死。 

 

8. 我其实只想混个毕业，但导师天天逼着我攀登科学高峰，受不了了！ 

这是造成师生关系紧张的第二大原因。 

很多人来名校读博士其实只是为了这个名，而并非真的要做一个在某个课题上

全世界最懂的博士。所以巴不得每天都不要来实验室，只要倒倒 eBay，混两篇三

流会议文章，然后导师赶紧放我毕业，刷题做码农去。为什么越是有名的学校在招

生和博士资格考试上越严格？就是为了把这些混事的人筛走，把机会留给真正想做



科研的人。其实无论你努力不努力，毕业的时间在同一个导师手下长短差别并不大

（假设你不被中途开掉）。那你不如好好的努力做个科研，读个博士；除了在领域

真的变成专家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认真对待人生每个阶段的态度：通常混

的人会一般会一辈子混下去，而努力的人则会一直努力。 

 

9. 导师什么时候放我毕业?       

毕业时间是造成师生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 

我打赌大多数人从读博士第一天起就开始计算什么时候能毕业(或者说导师什

么时候放我毕业)了，毕竟早一年毕业多挣快 20万美元呢（按照今年的行情）! 其

实放在一个大的时间尺度看，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的起点，而不是

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工作。有时候起步时的一点点差距随着时间的增长在未来会变得

非常巨大。所以你应该选择的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跳到一个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位置

上。而毕业时间的本身真的并不像你想象那么重要。 

另一个经常问的问题是究竟是研究做的好才能早毕业还是做的不好才能早被导

师放走。不能排除有些（还不少）导师喜欢留科研做的好的学生多一阵子。不过一

个好的导师应该考虑的是学生的前途而不是自己方便与否。在学生完成博士训练之

后，导师应该及时的帮助他们开始人生的下一段篇章；相比于多一两篇文章，学生

的事业成功对于老师的 reward 更大。而作为学生来说，记得 keep 你对老师的

promise，比如毕业后把答应结尾的文章记得完成。一个人信守诺言也是很重要的

美德。 

 

10. 什么是 21世纪的新型师生关系？ 

两千多年来这个社会变化了很多。但师徒传承这件事情可能是变化最小的一个

方面（之一）。 

成人社会没有哪个一对一关系有像导师和学生这样高度一致的利益关系了：学

生的成功就是导师的成功。而你如果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你的成功可未见得是你上

司喜闻乐见的，反之亦然。所以把自己和导师放在对立面思考，认为我为导师做了

研究，学了习，写了文章这种抱怨都是不成熟的表现。考虑到导师和学生要在一起

呆 4-5年以及博士专业所带来的就业的局限性，导师往往是一个学生可以有效参照

的未来发展的例子。但有一个事实很让人沮丧：通常导师受到的教育以及事业发展

的起点一般都比学生要高，比如通常只有排名比本学校高的学校的毕业生才有机会

在本校任教。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老师才更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还是回到

你小时候已经听腻的那句话：“老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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