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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各大高校争创“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新时期，建设高水平学科的关键是培养一流人才。学分制人才培

养模式已在我国高校广泛应用，学分制导师作为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中一个鲜明的角色，在学分制人才

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文献调研和工作总结，发现当前学分制导师的工作现状不容乐观，

将从实施学分制导师对人才培养的意义、学分制导师工作现状与问题探析，明确学分制导师工作职责，

学分制导师考评制度，学分制导师师资队伍建设、规范学分制导师工作制度等方面探讨学分制导师在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以期为双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管理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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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when universities strive to build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e key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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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disciplines is to train first-class talents. The credit syste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s a distinct role in the credit system, tu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edit system.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work summary,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current work situation of credit system tutors is not optimistic.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edit system tutors to talent training, the cur-
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redit system tutors, clarify the work responsibilities of credit sys-
tem tutors,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redit system tuto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cre-
dit system supervisors in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system tu-
tor team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redit system tutor work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disciplines,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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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2 月 14 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全国各大高校开始

进入争创“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新时期，如何建设高水平学科成为各普通高校必须突破的关键。一流高

校必须有一流学科，一流专业作为灵魂，必须有一流课程、一流教材、一流师资作为抓手，必须把培养

一流人才作为根本任务。 
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高校有广泛应用，学分制管理即把规定的毕业最低总学分作为衡量学生

学习量和毕业标准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学分

制导师作为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中一个鲜明的角色，在学分制人才培养中得到了重要的体现，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笔者通过文献调研和工作总结，发现当前学分制导师工作存在一些认识上的漏洞，方法上的

问题，制度上的不足。 
本文将从实施学分制导师对人才培养的意义、学分制导师工作现状与问题探析，明确学分制导师工

作职责，学分制导师考评制度，学分制导师师资队伍建设、规范学分制导师工作制度等方面探讨学分制

导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以期为双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管理提供一些建议。 

2. 实施学分制导师对学分制人才培养的意义 

2.1. 学分制导师是实施学分制人才培养的必要保障 

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符合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规律，其在激发学生

积极主动性、整合教学资源、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表现出来的优越性，一直备

受世界各国高校的认可并采纳[1]。学分制人才培养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学分制导

师，是在实行班级制和辅导员制的同时，由承担教学科研工作的科任教师担任，主要从事学分制人才

培养过程中的选课指导、学业辅导、学术引导、职业规划等，与辅导员工作互补，是学分制教学管理

的主要实施者之一，是推动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顺利进行，有效落实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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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分制导师是实施因材施教的重要形式 

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可追溯到最早孔子教导学生的方式，南宋代学者朱熹日“夫子育人，各因其材”

这八字所归纳的正是孔子的因材施教理念[2]。 
学分制导师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多样性，指导学生选课完成毕业应修学分，帮助学生制定良好的

学习计划和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导学生科研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潜能，符合

因材施的教育理念。在不断深化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学分制导师培养模式有利

于因材施教地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3]。  

2.3. 学分制导师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与学管理有机结合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每一位教学工作者的共同使命。传统的教学岗位职能分工，

主要是科任教师负责第一课堂，学科知识的传授和课堂管理，辅导员负责学生的第二课堂，思想教育、

心理辅导和班级管理，两者分工明确，各施其职。学分制导师可以有效地促进教书与育人的统一，是发

挥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作用的有力手段。 

2.4. 学分制导师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的大学教育中还普遍存在科学研究与本科生培养相分离的现象[4] [5]，这与本科生具有一定的科

学素养、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差距。学分制导师根据学生特长，对学生科研素养和创新能

力进行个性化启蒙，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创新意识能力。学生可参与学分制导师的科学研究

项目，也可以由学分制导师介绍到不同导师的项目中进行科学研究。通过学分制导师，将教学与研究相

结合，实现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6]。 

3. 学分制导师工作现状与问题探析 

3.1. 学分制导师对学分制管理模式理解不到位 

部分院校职称评定要求教师有带班经历，导致学分制导师出现中级职称大军现象，甚至有新入职教

师助培期间要求担任学分制导师。以上情况导致部分学分制导师为完成考核任务而担任，对学校学分制

管理相关文件不熟悉，对学分制管理模式理解不到位，无法有效解决学生的学分制相关问题，无法达到

学分制导师对学生全方位学业指导，无法更好地对学校学分制的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高校由于办学条件有限、教学资源不足，部分教师片面地追求课时、绩效等诸多因素，虽然实现弹

性学制，自主选课，但教学进程安排中强制性规定较多，还不能完全实现学生自主选课程、选教师、选

专业方向、自主安排学习进程等，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使学分制导师的指导流于形式[7]，没有真正实现

完全学分制。 

3.2. 学分制导师对其工作职责认识不全面 

由于对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理解不到位，对相关学分制管理规定只停留在指导学生选课的片面认识

上，学分制导师对其工作职责认识不全面，不能更好地根据学生的特点帮助学生在学分制人才培养模式

下增强个性化发展，提高综合能力[8]。与辅导员工作内容有区别也有交叉，学分制导师应清晰认识到自

身工作职责。 

3.3. 高校对学分制导师管理与考核制度不规范 

高校往往将工作重心放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的开发与建设、学生选课的管理与实施上，而

忽略对学分制导师的培养和管理[9]，学分制导师相关管理与考核制度非常不完善。高校在绩效体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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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可方面的重视与学分制导师工作量严重不成正比，学分制导师存在仅完成任务，而内在动力不足的

现象，在学分制人才培养过程中没有真正起到学分制导师的立德树人，因材施教的作用。 

4. 发挥学分制导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路径 

4.1. 明确学分制导师工作职责 

按照学分制导师的定位：依循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原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学习思想，帮

助学生制定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安排学习进度，指导学生有序选课、自主学习，促进学生科学创新、

知识能力、综合素质协调发展[10]。总结学分制导师在人才培养中的十大工作职责如下： 
1) 思想引导：掌握学生的专业思想动态，帮助学生端正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 
2) 职业规划：根据专业发展趋势，对学生进行学业规划、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指导； 
3) 个性指导：帮助学生完善符合自身特点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结构体系，并完成选课规划； 
4) 学术引领：介绍学科专业前沿动态； 
5) 答疑解惑：及时解答学生学习生活的问题和疑惑，传授学习方法； 
6) 学科竞赛：指导学生参与科研立项、学科竞赛，积极申报创新训练项目等科技活动； 
7) 科研培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培养学生基本的科研思路及科研思维。培养学生

科研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 
8) 学业帮扶：关心关注学业困难学生，建立个性帮扶档案，分析学习困难存在的问题，指导学生完

成学业；学业预警：关注班级整体学业情况，梳理学分获取情况，做好受到学业预警学生的相关工作； 
9) 就业指导：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就业意向，解读就业形式，指导学生就业准备； 
10) 理论研究：在做好学分制导师日常工作情况下，积极探索学分制导师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形

成理论体系。 

4.2. 建立学分制导师考评制度 

学分制导师在学校教学管理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由二级学院绩效考核小组进行考核，每学期考核

1 次，考核分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考核优秀者，每年评选 1 次优秀学分制导师，(原则上每个

年级 1 名)，给予相应绩效奖励；考核合格者，按绩效管理办法核算相应工作量，给予相应绩效核算；考

核不合格者，不计算或减计相应绩效及工作量。 
同时明确要求学分制导师每学期完成不少于 5 次主题指导，并做好工作记录，明确要求为每个学生

建立个性化学习档案等作为基本要求；将学生学习成绩优秀率，考研率，学生创新创业类项目获奖，学

生发表论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奖作为学分制导师突出业绩进行考评。 

4.3. 夯实学分制导师师资队伍 

完善学分制导师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学分制导师培养机制，形成以专业背景为特色的学分制导师中

高级职称梯队，加强学分制导师培养计划，组织学分制导师外出学习，组织优秀学分制导师示范活动，

经验交流分享活动。 

4.4. 规范学分制导师工作制度 

1) 高校层面 
学分制导师的管理应归口到教务处或学生处等重要职能部门统一管理，并建立学分制导师激励机制，

加大绩效奖励，增加学分制导师的职业认同感；建立学分制导师奖惩机制，奖罚有理有据；建立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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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工作专项经费，学分制导师工作业绩列入教师职称评定加分细则；建立学分制导师培养方案，培训

计划。 
2) 学分制导师层面 
转变教育教学观念，牢固秉承立德树人理念，提升教书和育人并重的认识；加强对学分制人才培养

方案的认识，熟悉掌握相关政策文件；明确工作职责，积极参加培训，提升业务能力；与辅导员紧密协

作，既分工又合作，发挥共同育人作用[11]；积极进行学分制工作改革研究。 
3) 学生层面 
与学生加强沟通，全面掌握学生情况；建立符合班级特色，学生特点的学分制导师工作台账，记录

工作内容，完成情况，下一步计划[12]；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档案，学分制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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