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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以来，高等院校线上教学如火如荼，本科生导师和学生之间也开启了线上指导新模式，由“面对

面”转为“屏对屏”，但随之而来的师生配比失衡、评测激励机制不完善、线上指导的深度和广度不足

等问题也对这种新模式提出了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提升线上交流方式、弹性化师生考核标

准、在线问卷调查、建立线上专业问答知识图谱库等举措，为以后常态化的导师和学生线上交流方式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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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20, online classes in colleges have been in full swing. The guidance mode has also changed 
between undergraduate tutors and students, from “face-to-face” to “screen-to-screen” online. 
However, the new mode of guidance and communication also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mbalance in teacher-student ratio, imperfect evaluation incentives, and insufficient dep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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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th of online guid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solu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mproving online communication methods, establishing flexible assessment standards for teach-
ers and students, and conducting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s, building an online professional 
Q&A knowledge graph librar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normalized online guidance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for tutors and stud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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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科生导师制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是国家深化本科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举措。2020 年，为贯彻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政策[1]，线上教学如火如荼，

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的指导交流也从“线下”走向“线上”，从“面对面”转为“屏对屏”[2] [3]，腾讯会

议、钉钉、超星学习通等软件的开发也为导师与学生的线上交流提供了有利平台。但是相较于传统的面

对面交流，线上指导交流不利于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和情感交流，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本身存在的问题也

为线上指导交流带来了挑战，本文将简要分析线上交流问题并相应地提出改进建议。 

2. 线上交流存在的问题 

2.1. 师生配比失衡，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交流不足 

随着我国高校的持续扩招，师资建设难以实现同步发展[4]，师生配比严重失衡，而本科生导师除完

成自身教学科研任务外，还需对指导的本科生进行指导交流，有的甚至还担任研究生导师，工作任务繁

重，由于精力有限，导师很难了解和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更提不上个性化指导。线上指导模

式下，本科生导师与学生的指导交流更加不足。而学生由于长期的被动教育，与导师联系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都不高，也无法真正融入导师的科研课题，缺乏科学合理的学习目标和规划，学习生活状态较为散漫。 

2.2. 测评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导师指导效果的思考不足 

目前，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效果评估侧重过程测评，评测机制以师生相互评价为主，并通过导师的指

导手册和工作手册记录日常交流指导情况，并将导师工作量纳入绩效。导师与学生线上交流模式下，利

用现有的评测标准作为评测依据，往往无法准确的统计教师的工作量以及监测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学习

任务的完成度等，降低了本科导师与学生之间交流的积极性。同时高校计算教师的实际工作量基本上还

是以课堂教学和学生的实习情况为主，学校往往仅对课程常规、教学效果进行检查[5]，对本科生导师指

导效果的重视度不高，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这就导致本科生导师更加注重于过程指导，缺乏对学生

指导效果的思考。 

2.3. 线上指导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交流容易流于形式 

现有大专业招生条件下，涉及专业更广，学生对所学专业或所选课程缺乏了解[6]，在多种选择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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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由于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经验的不足，在选择专业和课程方面存在迷茫与跟风，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7]。尽管学校会针对新生开展专业教育，帮助他们尽快了解所学专业，但对学生如何科学合理选择课程

的相关培训较少，本科生导师对学生课程结构和选课要求也知之甚少，加之师生双方对本科生导师制度

也不重视[8]，导致本科生导师在学生专业学习和课程选择等方面的指导深度和广度不足。 

3. 提升线上指导交流效果的举措探讨 

3.1. 搭建导师在线指导交流平台 

一是成立学习小组，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可将相似专业或职业目标相同等情况的学生

为一组，设置学习小组长，学习小组长负责每周了解学生具体情况，每组成员间也互相了解思想动态，

每周导师以学习小组长了解的情况为主，对所带本科生的大致情况以及思想变动等情况进行粗略了解，

随时与思想动态不佳、学习兴趣不佳的学生进行沟通，至少每月对所带所有本科生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 
二是搭建在线指导平台，随时掌握和记录师生交流情况。对过各平台进行云编程控制、云上机实验

进行专业指导交流，在学习过程中，将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情况统一记录在教务系统中。本科生导师、

辅导员通过平台随时了解学生动态和思想情况，并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通过线上监查方式，记录每

次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小组长的交流情况，并对相关情况进行统计。实现学生自主填报谈话内容、小组

长及时检查，导师及时监查谈话的流程，在谈话内容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出现解决

不了的情况时，及时上报。 

3.2. 健全完善本科生导师考核激励机制 

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的交流与考核模式如下图 1，主体分为学生互评和师生考评，学生分为小组，成员

之间、成员和小组长、小组长于小组长之间每周互评，师生考评采用每月考评，本科专业导师还能够与

任课老师和辅导员进行信息共享，如上课进度、学生精神状态等，这样考核并不需要以试卷进行直接考

核，通过信息共享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即可实现师生考评，该部分可以融入导师在线指导交流平台功能中。 
 

 
Figure 1. The communication and assessment mode between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tutors and students 
图 1. 本科专业导师与学生交流与考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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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考核激励 
一是对日常交流情况进行统计。利用已有系统的自动统计和定时提醒功能，按时提醒未进行交流的

情况，并在次周自动统计本周学习小组长与小组成员、本科导师与学习小组长的交流情况，并进行每周

互评；次月自动统计本月本科导师与每组学生的交流情况，并进行每月互评。 
二是进行相互评定。在每学期末，将师生–生生交流的情况与互评情况纳入对学生与导师的考核中，

通过硬性要求，加强学生与导师联系的主动性。并通过奖惩方式，对认真负责的学习小组长给予嘉奖与

鼓励，在锻炼学生的同时，加强学生工作的积极性。 
• 导师考核激励 

设立相应的导师考核制度，规定每学期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次数，将学生绩点、奖惩和荣誉等与

导师考核挂钩。同时，将考核结果纳入导师绩效考核，对完成情况好的导师给予一定的绩效奖励。学校

应定期对导师开展教育培养活动，确立安全、有效和富有积极效果的线上教育体系。明确导师制的具体

内容和职责，加强导师的专业指导能力。 
• 问卷调查方式及时反馈 

通过学生学习方式调查、学习效率自评、学生学习计划与复习情况、教师课堂互动方式、教师授课

方法评价、专业了解情况、专业与自身契合度、心理健康问题等问题，对学生进行统筹分析，按照不同

的学生学习风格进行划分，有类别、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进一步关注及辅导，同时通过调查方式，主

动加强学生与导师的沟通交流性。 
通过定期的调查问卷方式，对学生情况进行统计，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并且通过

调查内容，对学生的不良学习心态、职业发展规划变化情况进行及时的沟通。 
在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立中，根据学生的学习、心理问题创建不同的问卷模板，并按照考察频率创建

不同的问卷模板，导师根据学生的自身发展需要通过对问卷模板进行修改，针对性的用于所带本科生，

通过问卷结果以及分类等相关情况，加强与学生之间的联系。 

3.3. 线上增强专业指导的深度和广度 

将专业指导功能加入导师在线指导交流平台，设立专业问题库，通过本科专业导师、任课教师和辅

导员进行该库的信息收集和更新维护，对常见专业问题自动搜索问题–回答库，模糊匹配问题和答案，

并根据学生的学习背景进行灵活的指导，例如跨专业考研的专业课指导就比本专业考研课指导需要的专

业课程领域宽广的多，通过几届学生的问题和导师的回复积累，就能够将该专业问题库升级建设为基于

知识图谱的智能问答库，该专业问题库初期阶段大量搜索专业问题和回答，再转由专业导师、任课教师

和辅导员进行筛选和简要修改，线上回复给学生后记录答案的满意效果，并允许学生一段时间后来追评

该答案，也允许学生进行补充回答，中期通过交互式问答能够较快的健全专业问题的知识图谱，关键是

两点，一个是实体维度的挖掘，一个是短句维度进行挖掘，通过获取线上师生问答和追评积累的大量数

据，通过主题模型的方式进行挖掘、标注与清洗，最终再通过预设定好的专业关系进行实体之间关系的

定义最终形成专业指导的问答知识图谱库，如果该库还不满足学生的专业指导，可以在线预约导师直接

进行交流，通过智能问答知识图谱库可以减轻导师的线上交流负担，也可以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专业学

习，实现线上加强专业指导的深度和广度。 

4. 结语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化教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9]，尤其是面对突发情况，线上教育能够作

为传统“面对面”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过将传统的线下指导交流模式与线上交流模式相结合，既能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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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日常指导交流更加便捷高效，也能保证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和情感交流，加强师

生合作关系以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10]，更好地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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