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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高校“新商科”建设开始被广泛关注，本科生导师制在培养“新商科”人才的

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笔者依据所在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情况，结合“新商科”发展的需求特点，

提出了实施多学科交叉、学生社团、分级分类三种本科生导师制模式并存的设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本科生导师制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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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business majors” in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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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began to be widely concerned, and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new business majors” talent.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n the author’s college, combined with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major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implementing the 
coexistence of thre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modes: multidisciplinary cross, student asso-
ciations and classification, and constructs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operation m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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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全球经济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要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在当前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亟需懂专业、懂技

术、懂企业、懂社会的新时代商科人才[1]。 
“新商科”要求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当今世界，不同行业逐渐形成融合发展的趋势，新行业、新

工作不断涌现，这也要求高校调整其人才培养模式，以构建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而本科生导师制是开展“新商科”建设，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举措[2]。 
本科生导师制，最早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的牛津大学，往后的实践不断证明其是一种高效的人才培养

模式，因而我国各高校也在不断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宁波大学从 2012 年开始，全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

导师制的实施，是我校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具体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生综合素质[3]。 
从实践情况来看，宁波大学本科生导师制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就宁波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当前

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以促进“新商科”背景下商科人才培养的质量，从而

为其他学院或高校提供参考与借鉴。 

2. 现阶段本科生导师制的不足之处 

笔者通过网上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宁波大学商学院在校学生进行调查，收到有效问卷 261 份，同时笔

者邀请了 2 名专职老师，2 名行政老师进行了访谈，得出本科生导师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存以下不足。 

2.1. 监督机制与奖惩机制不健全 

目前宁波大学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度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表现之一为监督机制及奖惩机制不健全。

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对本科生导师指导与实施过程中少监管、效果无反馈。每年 10 月，学生通

过“本科生导师管理系统”对导师进行评价，学生评价后并没有信息反馈，而且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

在导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较重，且导师制缺乏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导师往往会疏于对学生的培养与指导

[4]。长久以来的结果导致本科生导师制流于形式。 

2.2. 学生需求和导师指导内容不匹配 

宁波大学的本科全程导师制，是贯穿本科生四年的一种导师制模式。学生采用大类招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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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后进入阳明学院，学校根据“初次分配”的匹配原则，对新生依据“学院相同、专业相近”的

原则系统自动分配导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存在缺乏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沟通与选择的现象。2022
年，笔者在针对本科生导师制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一新生对本科生导师制不完全了解，同时新生入学

时并没有确定后续具体专业，此时学生的专业兴趣还没有表现出来，配备导师有一定盲目性。 
对老生的导师选择，实行“二次选择”的匹配原则，每位学生有 5 个志愿依次单向选择导师，导师可在

第一志愿名单中选择需求数一半的名额。2021 年 10 月宁波大学商学院在校老生为 1840 人，导师 181 名，平

均每位教师指导学生 10 人，有 755 名同学可以实现师生互选，剩余的未满足互选要求的学生和未填志愿学

生，由系统进行自动匹配，师生互选率仅仅 41%，由系统自动匹配的师生之间存在着需求与指导的不一致。 

2.3. 导师角色定位模糊 

笔者在导师制的调查中了解到，部分导师并不了解导师职责，不知道要“导”什么，怎么“导”。

从《宁波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管理办法》的“本科生导师的工作职责”可看出，作为本科生导师，不仅要

承担对学生进行学习上的指导的任务，还要承担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心理疏导、就业指导等。这

与学工办的辅导员老师和各班班主任在职责或角色上有一定的冲突，还会混淆学生对导师和辅导员、班

主任的职责范围。因此，宁波大学现有的本科生导师制由于导师角色定位的模糊，产生了分工混乱、工

作重复等现象，影响了导师制的实践效果。 

2.4. 专业导师资源不足 

从国际比较来看，斯坦福大学的生师比为 3:1，普林斯顿大学为 6:1 [5]。而从国内来看，高等教育从

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据“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为

18.37:1 [6]。因此，师资力量的不足也使得我国施行本科生导师制的高校没有取得理想的指导效果。 
以宁波大学商学院 2021 年本科生导师制生师情况为例，2021 年 10 月商科学生 2449 人(包括大一大

类招生归属商学院指导学生 609 人)，符合本科生导师资格的专职教师为 150 人，每位导师指导 10~17 人；

专职辅导员和行政管理人员 30 人，每位导师指导 1~13 人，本科生导师制的生师比为 13.6:1。 
导师在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辅助工作的同时，需额外承担数十名本科生的指导工作，这会导致导

师对学生的指导质量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术业有专攻”，每个导师擅长的专业领域不一样，若

要求所有导师既能指导学生的学业、创新创业、学科竞赛，又能指导学生的思想、考研就业、实习实践

等，不仅是增加了导师的负担，而且往往最后也达不到最佳的指导效果[7]。这样的后果就是本科生导师

制严重走样，甚至成了形式主义。 

2.5. 学生缺乏主动性 

在导师制中，导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学生的参与度和态度也是影响导师制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从

收集到的本科生导师制问卷调查样本中，我们发现师生互动的频次比较少，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的状态：

假如导师没有主动联系学生，学生也很少主动联系导师，只有个别对科研或竞赛感兴趣的学生才会主动

寻求导师的指导。 
现行的本科生导师制缺乏对学生的约束和考评机制，致使学生缺乏主动性。例如，在学生评奖评优

或者入党评价时，导师没有话语权也无法对其产生约束力[8]。学生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学生认为是否

参与导师指导不会对自己的学习生活产生影响，甚至觉得导师制可有可无。 

3. “新商科”背景下的商科专业本科生导师制模式选择与优化 

本科生导师制虽源于西方精英教育理论，其在我国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在高等教育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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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大众化的今天，其蕴含的教育模式有助于国内高校“双一流”建设、“四新”建设等。因此，有必

要探索构建符合国情、校情的本科生导师制模式，同时，这也是“新商科”背景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

要举措。 

3.1. 多学科交叉本科生导师团队模式 

由于“新商科”的主要特征是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目前宁波大学的本专业教师担任本科生导师的

模式，与“新商科”育人理念和培养目标有所偏离。本科生导师制应该打破学科和专业壁垒，建立全校

性的“大导师制”，在当前以专业为基础的导师制基础上，适当增加跨专业导师，从而形成一个多学科

融合的科研创新团体。团队中跨专业学生共同合作与发展，实现团队内优势互补，该培养模式可以提高

团队的创新能力，学生通过接触不同学科知识，拓宽知识面和思辨广度，有助于团队在学术上获得更多

创新成果[9]。此外，不同学科交叉融合也有助于提高团队内每个学生的个人素质。 

3.2. 学生社团本科生导师模式 

2019 年，宁波大学商学院尝试着对现有的本科生导师制进行改革试点，由专业教师结合专业实践教

学的需求，结合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培育组建了一系列学术型社团。有课程兴趣为导向的——“保险学

苑”活动小组，有竞赛为导向的——大学生经济管理案例兴趣社团、统计调查兴趣社团，还有以深造为

导向的——出国申研交流协会等等。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各学术型团队成果突出，人才培养质量显著上

升。学术型社团本科生导师模式，能有效解决导师指导的盲目性，能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从而提高

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笔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要遵循学生需求原则，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围绕学生学习兴趣、知识基础和

人才培养目标，引导学生自主组建团队，如竞赛团队、创业团队、考研团队、留学团队、就业团队等，

同时老师“给自己贴上标签”进行精细化分类，将导师分为科研型、创业型、竞赛型等类型，并将导师

信息向学生公示，师生进行有效的双向选择，实现本科生导师与学生精准匹配。实践证明，实行学生团

队本科生导师制，能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3.3. 分级分类设置本科生导师制 

针对生师比偏高、专业导师资源不足、学生需求多样化的现实特点，可多渠道优化导师队伍，实行

分级分类本科导师制。 
从调查问卷中了解，我们发现新生入学后第一年本科生导师制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成效，这与现

行的大类培养模式及学生成长规律有关。 
由于从高中到大学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因此，大一年纪的本科生导师应该聘请与新生具有相近心理

年龄的学生导师担任。比如本校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他们有着新鲜的经历，能更有效地帮助新生解

决在学习生活、个人情感、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问题，从而缩短他们的适应期[10]。 
大二、大三学生专业方向已经明确，也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学习基础，学生可根据兴趣和需求，选择

进入不同的学生团队，选择不同类型的导师，更好地满足学生在科研、竞赛等不同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大四学生面临毕业、就业和深造，学院可在专业导师的基础上，利用校友资源聘请优秀校友担任兼

职导师。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可由校友担任导师，校友导师可以从职业生涯规划方面对学生进行针对性

指导，让学生提前了解和适应就业岗位，利于学生早日适应社会。 

4. 结语 

本科生导师制作为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面临“新商科”人才培养新要求和新标准，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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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构建符合国情、校情的本科生导师制制度。具体地，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提升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为目标，从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制度、加强导师培训、健全考评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努力，最终培养出具

有跨学科交流能力的复合型本科人才，为“新商科”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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