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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生导师制是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提高科研能

力和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药学人才在传统教学模式培养中存在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将本科生导师制引入和实施在我院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效果。本文从导师制在

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中的职责、具体实施步骤、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以及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分

析，将有助于实现“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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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tori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medical colleges of undergraduates’ inno-
vative spirit and improving research capacity and quality. In view of the lack of innovation think-
ing,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in the cultivation of pharmaceutical talent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
ing mode, the tutorial system was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phar-
maceutical talents in our college, and good educational effect was achieved. In this paper, we sum-
marize and analyze the responsibility,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ep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tutorial system in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
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city, which will help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novative” medical tal-
ent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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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仅是国家教育战略规划，而且也符合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和特征[1]。其中，

本科生导师制是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提高科研能

力和素质具有重要意义[2]。在学院和学科建设层面上，本科生导师制也能对本科生的教育教学水平起到

促进作用。如何增强本科生的科研能力与素养是高等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实践证实，本科生

导师制是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有目的性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3] [4]。 
本科生导师制最早起源于 14 世纪 70 年代末的英国牛津大学，强调对学生进行个体辅导，以期培养

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19 世纪晚期被应用到本科教育[5]。在我国，浙江大学于 1938 年率先实施本科生

导师制模式，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1952 年，高校教育改革，本科生导师制退出中国高校。21 世纪，

本科生导师制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重启，引领各大高校的新一轮本科生导师制[6]。 
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院于 2017 年在学校层面率先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笔者及其团队成员都有幸成为药

学院首批本科生导师，到如今已指导了药学专业的百余名同学，经过四年多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取

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指导的学生中有的在国家级实践技能大赛中获奖、有的获得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的支持，并因此荣获校级和省级的优秀大学生。因而，本文就本科生导师的职责、具体实

施步骤、现阶段提升本科生科研能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及对本科生导师制进一步实施中建议进行了总

结和探讨。 

2. 本科生导师制对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职责 

本科生导师制能为学生提供资源和实践的平台，也是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实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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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导师可以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发展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主要体现在

学生的学业规划、专业学习、科研工作和价值观等方面，以培养高素质科研能力的创新人才。本科生导

师的具体职责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内容： 
1) 指导学生制定学业规划。促进学生专业发展是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和使命，对于刚步入

大学校园的药学专业新生来说，对学科的性质和内容都不甚了解，此时本科生导师能给学生提供具体的

指导。此外，对于药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也面临课程压力大，部分学生易产生厌倦和困惑的情绪，同

样需要本科生导师的规划指导。因此，我们在导师制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阶段、学习基础、

性格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发展目标，制定不同阶段的学习计划。  
2) 指导学生加强专业学习。本科生导师围绕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内容对学

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帮助学生特别是大一的新生，认识和理解药学专业的学科特点、专业培养规范与要

求，增强专业自信心，培养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观念。与此同时，引导学生掌

握专业知识，使学生了解本专业的最新动态、学科理论的新变化，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3) 指导学生加强科研能力的培养。医学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科研能力的培养，药学院的本科

生导师一般由年富力强的教授、副教授教师来担当，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引导和指导学生参与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科研活动、学术讲座、学科竞赛等科技活动，指导学生开拓学生专业视野，增强学生专业

兴趣，培养学生学术思维、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 
4) 指导学生引领正确的思想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促进高校人才成长的关键，而加强本科生

导师制建设则是高等教育理念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对人的一生影响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导师

制也有助于学生培养积极进取的精神，积极探索和解决人生的具体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导师不仅是教

师，更要在生活中全方位地关注学生的成长，充分发挥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的职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 

3. 导师制在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中的具体实施步骤 

在明确上述本科生导师制的具体职责之后，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帮助本科生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业目标和实施四年学业规划。本科生学业规划主要包括自我审视和

认知、明确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制定行动计划和评估等四个步骤。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同学，刚经历高考，

对本科学习阶段存在憧憬也存在迷茫，主要是对药学专业的认识和今后从事的职业认知不是太充分，因

而，大多数学生没有较为明确的学业目标和规划。作为本科生导师，在大学本科一年级时，指导教师与

学生进行双向选择，通过对学生展示导师的学历背景、研究方向和性格爱好，可让学生们对心仪的导师

有个初步认知，同时导师也能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和期望等，帮助制定人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比如 2018 级的王同学，刚入学时候不太清楚药学专业的毕业后能从事的职业，只简单的认知药学专业就

是毕业后到药店抓药，而感觉前途比较迷茫，学习兴趣不高。本人在了解她有这个困惑后，我就结合我

药理学教师的背景，跟她进行交流和谈心，让她认识到药学专业不简简单单是去药店抓药，还可以从事

药物开发研究、药厂生产质量控制、临床合理用药等方面的工作。考虑到她对药物开发研究比较感兴趣，

我也对她四年专业学习进行学业规划，大一和大二在完成学业的学习同时也要加强英语的学习；大三参

与导师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大四做好毕业实习工作，有条件可以继续考研深造。 
2) 积极指导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本团队本科生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是以科研项目为支撑，科研兴

趣为纽带，导师指导，本科生积极参与的模式。参与指导的教师都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的课题，能够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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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制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同时利用药学院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开放平台，为导师制的顺利实施提

供实验场地和仪器设备支持。导师主要起到引领和指导的作用，具体说来主要负责学生科研项目的选择，

早期实验技能的培训、科研思维的培养，鼓励本科生多阅读文献，批判总结课题的研究成果，并在实验

设计、课题申报、论文撰写等方面给予指导。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问题为导向(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的教学方法，首先导师给学生简述科研课题的主要内容，让学生更快地进入科学研究的角

色，同时每一次课题讨论导师都提出几个关键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并查阅资料以解决导师提出的问题。

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积极的与导师沟通交流、学会分享所学的知识，善于提出问题，利用课余时间积

极的开展实验研究工作，积极地参与科研小组的文献交流会议。经过这种模式的培养，既强化了大学生

的科研实践能力，又增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能力，为大学生的科研意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导

师制科研能力培养过程中，我们也涌现出较为典型的案例。比如 2019 级的段同学，她对本人的心脑血管

药理学研究方向比较感兴趣，但开始入组学习时，不知从哪个方面入手开展科研工作。本人根据她积极

主动的特点，让她多关注 miRNA 在药物保护中的作用课题。对于本科生这个课题难度虽然比较大，但段

同学还是愿意挑战自我。每次组会都能与导师积极沟通和交流，同时也利用课余时间与研究生一道开展

科学研究工作。在我的鼓励下，她参加了 2021 年的第一届“云南省大学生新药创制大赛”壁报组的比赛，

由于研究工作出色，汇报内容流利和准确，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最终被评为特等奖。 
3) 积极指导本科生毕业实习和论文答辩。毕业论文的设计和答辩是本科生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也

是本科生对在校学习基本理论知识、素质和教学效果的全面检验[7]。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不仅是衡量

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科研能力的体现。导师应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

首先论证毕业生的课题可行性和现实性，然后针对现有的科研条件，设计难度适中的毕业课题。学生在

与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的研究内容并完成毕业的答辩工作。在实习和论文答辩过程中，导师也要根

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比如 2017 级姜同学，实验的动手能力较强，但论文的书写规范

性不够。本人一方面要求他多查阅文献，学习他人的写作经验，同时也耐心一遍遍的修改毕业论文，大

到论文的构思和段落的规划，小到标点字符的写作和参考文献的引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他圆满地

完成毕业答辩，并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 

4. 提升本科生科研能力所面临的问题 

本科生导师制是当前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实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模式。但在具体的

实施过程中也会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认识，就会导致实施效果的不理想。具体

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本科生课程学习时间与科研工作的矛盾。本科生是从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上来的，进入大学

后，接触到都是新的书本知识和新的实践技能。尤其是医学院校的学生，每学期的课程较多，学生的学

习任务比较繁重。虽然学生们也通过各种渠道认识到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仍然认为课程的学习是

最重要的，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就会相应地减少。部分教师刚开始对本科生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情很

高，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对本科生的时间分配不满意，科研工作进展也不理想，最后许多

工作都只能依靠研究生或实习生来承担和完成，会消退导师指导低年级本科生的积极性。 
2) 本科生课堂被动学习和科研主动探索的矛盾。大学生已经习惯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这种“填

鸭式”的被动教学，会使得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创新性和创造性。有的学生过分依赖指导老师的解

答，缺乏主动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科学研究工作是最具创新性，是人们运用已有的知识和

方法探索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科学研究的过程也完全不同于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课下完成作

业、考前突击背诵题目。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参与者主动、持之以恒的学习，在实验中不断地经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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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解决失败的原因，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成就。 
3) 本科生缺乏批判思维和科研的开放性思维之间的矛盾。批判性思维是学生对问题的洞察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也是大学生必备科研思维之一。现行的医学教育模式仍然沿袭中学的应试教育，提倡客观

题，依靠标准答案。医学院校的学生会努力学习大量的医学知识，以便记忆专业知识并通过考试，造成

了不同年级的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偏弱[8]。在课堂上，学生也不习惯于公开讨论，只是回答问题而非

开放性的探讨，表现出有限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整合力和主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动力和能力。

而且科研工作者需要具有开放的思维，导师只起到一个引导者的作用，具体的科研活动实施需要学生亲

自动手实践。 

5. 本科生导师制进一步改进建议 

在本科生指导过程中，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学生是本科生导师制的主体，是指导效果的最

终体现。所以，在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导师的引导作用，而且也要提高学生的

积极参与意识。我们认为本科生导师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优化： 
1) 加强本科生导师的责任意识。强化本科生导师的责任意识，是完善本科生导师制的关键点。教师

的责任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导师制的成果大小。要加强导师以身作则，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强化导师与

学生的利益共同意识，对于参与科研工作的本科生，要在科研项目初期多引领他们进入这一领域，耐心

的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本科生导师制也对高校教师专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查永军[9]提
出，对学生的指导和培养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的过程，学生的新思想观点能启发导师，并作为导师课

题组的新生力量参与科学研究，此外学生能促进导师持续不断地学习，这些都能促进导师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的提升。 
2) 加强本科生的批判思维的培养。首先，学生应该解放思想，树立批判思维的意识。从观念上进行

改变，不追求标准答案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在思想上摆脱对教师的迷信。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学习，更

好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学生们也要勤于思考，树立质疑的精神，不要将老师和书

本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要有持否定的态度，不要墨守成规。最后，客观性是批判性思维最主要的特征。

本科生应该学会与他人合作，客观地看待问题。要加强与各方的交流，开展辩论，在辩论中增强分析和

判断的能力，最终全面、客观解决问题。谭章斌等[10]人提出，掌握批判性思维是学生学科教育的核心学

习目标之一，医学院院校的大学生可以从批判性阅读、参与具体的科研实践、撰写科研论文和参加科研

汇报等活动来培养和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 
3) 建立完善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关键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本科

生导师的实施，离不开导师辛勤的工作，需要导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指导学生工作。而这个过程

中很难用统一的标准量化衡量。要激发导师的积极性，确保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应该建立与其相匹配

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必须从制度上规范和建设本科生导师制，加强对导师制的考核和激励制度的建设。

本科生导师制下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应从奖学金评选、推荐免试研究生、推荐优秀毕业生等方面给予

政策倾斜；为激发本科生导师的工作积极性，可采取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法，学校和学院应

根据指导本科生人数和成绩设置不同级别的导师奖励性津贴，并在优秀导师评选、年度评优、职称评聘

等方面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确保本科生导师制稳定有序的健康发展。 
总之，本科生导师制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

目前本科生导师制的职责、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进一步的

完善的措施，对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要求充分发挥教师、学生和学校管理

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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