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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创新培养模式、提高教

学质量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育才造士，为国之本。随着导师制在高校院所的实施，成效显

著，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就高等教育下导师制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探讨了本科生导师制的发展

内涵及意义，并提出完善导师制的具体措施，以期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和教学质量，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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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ow to innovate the training mod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ulti-
vating talents and making scholar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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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tutorial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ut 
some problems have also been exposed. Based on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practice of 
off-duty tutorial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to im-
prove the tutorial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teaching qual-
ity,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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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对高校本科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

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职能。人才培养是高校办学之本，随着高

等教育的普及化，如何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是高校面临的首要问题[1]。 
导师制被学者一度认为是英国本科教学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其卓越教学治疗的关键因素。国内高校

本科生导师制施行后，如何充分发挥导师制的作用，各高校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和实践，本文就现下高

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作一概述。 

2. 导师制的背景与含义 

导师制起源于 14 世纪的英国，最早实施于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本科教育[2]。而导师制在我国

更多的是用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长期以来，本科生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教育理念跟不上社会发

展，学生的素质和能力逐渐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随着学分制在高校教育中的实施，导师制也焕发出更多

活力。 
学分制的施行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可根据自身兴趣、特长安排课程。但大学中课程设置

丰富，学生学业规划不足，往往无法均衡学校学业要求与自身兴趣爱好，迫切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给予

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导师制呼之欲出。国内众多高校在本科生教育中推行导师制度，即本科生入学

后，为其配备导师，通常由院系专业教师担任；导师负责指导学业规划，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开展实践

项目以及实习、就业指导等。 
当然，上述工作也可由辅导员负责，但辅导员作为院系与班级的中间代理人，更多的是负责所带班

集体的事务性工作、思想教育，以及本班学生的日常管理。而导师则更注重学生的学业指导，基于所带

学生的兴趣与特长，量身定制学业规划，指导参与课题研究，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导师制的实践 

3.1. 导师遴选 

首先，导师应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道德修养，高校教师除教学任务外，还担负着比较大的科研

压力，若没有很强的责任心，只是走马观花的完成任务，则很难保证导师制的质量和效果。其次，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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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一定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如此才能指导学生参加各种大学生实践活动、学科竞赛、课题研究等等。 
导师通常由所在院系专业教师担任，也可由教务部门协调双向选择确定导师关系。前期，学校教务

部门应统一发布导师信息，包括教学经历、科研方向以及对学生的专业、能力素养要求等，学生根据个

人专业、喜好确立意向导师。 

3.2. 导师配备 

国内高校导师的配备时间不尽相同，配备过早可能导致因新生不熟悉专业等原因更换导师，造成资

源浪费；配备过晚则不能将其效益最大化。建议导师制从第二学年开始[3]，根据自身特点，本科学生每

人配备一名导师。每名导师所带学生不超过 5 名为宜，既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又未超出导师的能力范围

[4]。国外高校师生比例一般在 1:10 以内，师资力量雄厚，便于导师制的施行；而在国内，师生比例可达

到 1:17，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影响导师制的效果[5]。 

3.3. 考评制度 

完备的考核、监督和奖励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导师制模式流于形式，目前很多高校都缺乏对导师的有

效考核，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导师工作积极性[6]。高校应从制度上保证导师制的推行，并且要加强考核与

激励机制[7]。首先是对学生的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科研工作完成情况、学生取得的业绩以及表达能力、

思维和逻辑能力等综合素质；其次是对导师的考核，包括导师履职尽责情况、学生评价等。定期召开经

验交流会，对导师进行定期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提职晋级、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充分调动学生和

导师的积极性。 

4. 导师制的意义 

4.1. 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意识是牛津大学导师制的精髓[8]。导师制施行后，学生不在满足于

课堂所学，发现问题并能独立检索文献解决问题。与导师学术交流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提升

自身的逻辑能力、思维能力。通过这种培养模式，本校多名学生积极参加全国、省内创新竞赛，并取得

优异成绩。 

4.2. 锻造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 

细心、缜密是科研工作者的重要素养。导师制的开展为本科学生提供了科研平台，导师指导学生进

行创新实践项目或课题研究，不仅能巩固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能增强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丰富科

学前沿认识。潜移默化中养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4.3. 有利于高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教育大国，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渐渐传入国内；在国内高校普遍推行学分制的

今天，导师制充分发挥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创新，为学分制的推行提供重要保障。学分制强调尊重学生

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依据个人基础、兴趣、爱好选择学习课程；但多数学生初次接触这种培养模式，

缺乏足够的了解，选课时过多的以就业为导向或趋易避难，违背学分制初衷；导师制的施行可以在选课

过程中进行指导帮助，提高选课的科学性。 

5. 我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现状及展望 

我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于 2002 年实行，各地地方院校和军队院校先后将导师制引入本科阶段，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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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导师制运行模式和施行效果参差不齐。在南通大学对试点班导师制进行的调查结果中显示仅 47.58%
的学生对导师制实施现状比较满意，大部分学生对导师制一知半解，部分学生处于被动地位[9]。青海大

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情况显示：大部分学生对目前的导师制实施情况满

意，但导师对此的满意度较低[10]。 

5.1. 目前高校导师制存在的问题 

5.1.1. 认知度及接受度低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在校本科生中导师制调查中，大多数本科生不了解本科生导师制，44.5%的学生

对导师制的实施表示不满意，43.8%的学生认为导师制对其专业素质没有影响，结果表明学生对导师制的

接受度偏低[11]。 
此外，从导师层面而言，不仅要完成自身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同时还要指导所带研究生的科研工作；

在如此繁重任务下，导师很难对本科生做到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指导和培养。 

5.1.2. 导师配备时机及师生比例 
不同高校对于导师的配备时间有不同的选择，在军医大学学员选择导师的时机调查中，多数学员认

为大一下学期合适[12]。配备时间过早时，学生初入大学时不了解导师，选择导师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学

生可能通过导师知名度来选择导师，导致师资配置不合理。导师制实施中，师生比例直接影响导师制的

实施效果；高校在导师制的遴选及配置上应加大学生及导师选择的弹性，应允许学生在合适的阶段选或

不选导师，师生比例控制在 1:10 以内，可充分发挥学生及导师的主观能动性。 

5.1.3. 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 
有学者调查发现导师实践过程中，多数导师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对学生的指导时间投入普

遍不足，超过 40%的学生每学期与导师见面的机会仅有 1 次[12]。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表达更换导师的意

愿，这可能与学生不了解导师研究方向有关，或因学习、工作冲突导致学生–导师关系中断，而大多数

高校缺乏完备的学生–导师退出机制。 

5.1.4. 工作效果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多数高校多采用津贴形式作为激励制度，依据导师带教的学生人数或负责的班级量而定，这在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导师的积极性，致使导师的落实大打折扣。对导师的评价不仅需从工作投入，还要从

实际效果、工作态度等因素全方面系统考察。正因为缺乏公平、客观、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导致导师

工作的评价停留在表面工作上，削弱了导师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 

5.2. 完善导师制培养模式的建议 

5.2.1. 充分调动学生及导师的积极性 
导师制的有效施行需要学生与导师的积极参与，一方面，高校应对学生进行导师制度进行宣传和解

释工作。利用现有媒介如校园网、大学公众号、讲座等途径对学生进行讲解宣传，阐述导师制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宣传导师制实施办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导师制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导师的责任心，校、系也应设计制定完整的制度，如导师的聘任与

其绩效工资相挂钩，从物质层面激励导师。以学生的成长评价导师，如指导学生获奖、升学、就业等情

况，并将导师经历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考量元素。 

5.2.2. 强化导师职能 
高校本科导师制的实施是为了补充和强化日常教学制度，有针对性地满足本科生的学习需求。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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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导师是高校本科生培养体系的两大主体，要明确各自的责任与分工。辅导员应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

学生活，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导师制中导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对所带学生在学习、科研

方面进行指导，强化其专业素养。两者明确分工、优势互补，协同做好本科生的培养。 

5.2.3. 健全激励机制和质量评价体系 
导师制的顺利实施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高校应通过学习考察、座谈等形式收集意见和建议，

制定详细的激励机制和质量评价体系，对导师进行业务培训，定期交流经验，提高导师工作积极性和责

任心，并将其作为教师考核、职称评选、评先争优的重要依据。 
7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数次调整，1952 年到 1957 年开展院系大调整，1977 年恢复高考，1998

年高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管理向现代化的教育治理

转型。虽然本科生导师制推行已有一定的时间，但仍任重道远。新时代背景下，基于导师制的高校本科

生教育要紧密结合高校实际，加强顶层设计，注重管理监督，完善校院两级导师管理体系，完善导师遴

选、培训、评价、激励和管理机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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