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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本科生导师制对于提升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质量，加快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

过总结本科生导师制历史，找准导师制现存问题症结，分析军队院校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的必然性，阐述

了加强导师制的重要意义，提出以把握指导原则，更新教育理念，落实主体权责为主要内容，以完善顶

层设计，理顺组织机制，形成合力育人为关键重点积极推行军队院校本科生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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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of high-quality new-type military talents as well as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notative de-
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present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dentifies the crux of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such a system 
in military academies, and expound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tutorial system.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ctive pursuit of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n military academies should 
subsume grasping guiding principles, renewing concept of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entity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with efforts focused on improving top-level design, rationalizing or-
ganizational mechanism, and form a joint force for educating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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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军队院校是

军事人才的摇篮，承担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重担，必须发挥军队院校主渠道作用，以“强基固本、

服务部队、服务作战”为指导，牢固确立本科教育在高等军事教育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和新时代教育

发展的前沿地位。加强军队院校本科生导师制是本科生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提升高素质新型军事人

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军队院校向着“一流”建设目标深入推进，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

学内容的改革不断深化，新型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形成，必须抓住这一关键时期，不断增强建立本科生导

师制的紧迫意识，深入理解推进本科生导师制的内在要求，迅速找准深化本科生导师制的关键重点，充

分发挥本科生导师制育人成效，打造支撑一流军队院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2. 不断增强建立本科生导师制的紧迫意识 

2.1. 回溯本科生导师制发展的历史 

在我国古代，“导”的教育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他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

三隅反，则不复也”[2]的启发式教育。《论语》本身就是孔子与学生交谈和讨论的引导式语录。导师制

起源于 15 世纪的牛津大学。17 世纪，为保证学分制的顺利推行，牛津大学开始在本科生中广泛推行导师

制，此后世界各国大学纷纷效仿，开展本科生导师制。西方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导师制体现了批判性学术

思维，其本质是自由教育和人本教育，它将自自由、平等、启发作为师生关系的基础，特别注重个别指

导、激发潜力与师生关系的融洽。改革开放后，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本科生导师制逐步在具有一

定师资实力的重点大学实施。例如，北大的导师制坚持个性化教学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取得了较大成果。

我军多所院校也都对本科生导师制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导师制的推行成为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2.2. 理解本科生导师制施行的意义 

深入推进本科生导师制对军队院校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

入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是传承优良传统的需要。军队本科院校历来重视本科教育，长期坚持“以本为本”

的育人理念。部队绝大多数优秀人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导师制融于军队院校本科教育的长期实践证明

导师制对优秀人才的培养有突出效果，应得到继承和发扬。其次，深入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是优化教学方

法的需要。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突出特点是复合型知识能力，这从根本要求突破传统教学方法，提升

综合能力素质。传统的专业课与通识课以教师为中心，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互动性交流较少。而导

师制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开放式的教学方式，这从本质上要求导师与学员建立互动交流机制，是教

学模式的完善和创新。最后，深入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是创新学习方式的需要。传统的学分制以成绩分数

为导向，难以兼顾学员知识和能力的全面性，而导师制的教学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启发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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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探究性学习和终身学习，对构建多元学习模式，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促进个性发展有重

要推动作用。 

2.3. 查找本科生导师制存在的不足 

目前军队院校实施的导师制主要有班主任导师制、课题研究导师制、毕业论文导师制、课下辅导导

师制等，为一批批军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对标新形势下一线部队人才能力素质要求，

本科生导师制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效益仍显不足，其建设发展有一定短板弱项，主要表现在：本科生

导师制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对本科生导师制的内涵理解存一定在偏差；院校各级

抓导师制落实的制度不够健全，导师与学员二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配套制度保障不完善；导师

制的指导方式不够丰富灵活，师生互动交流不够充分，落实导师制存在一定程度的表面化和形式化；导

师制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指向性仍需加强；导师制对提升学员思维层次，掌握学习方法，强化自主学

习和自主科研能力的促进作用较弱。 

3. 深刻理解加强本科生导师制的重要内容 

3.1. 把握指导原则 

西方的导师制对我们极其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导师制不仅是一种实

施“一对一”教学的手段，更是一种不间断的导师与学员教学相长的学习过程。一要突出个性教育。我

国传统教育很早就提倡“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个性化教育”是对“因材施教”教育理念的一种继

承和发展，核心是要以学员成长为中心，尊重学员的个体差异性。导师应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每个学生，

以学生需求为出发点，尊重学生个性特以个性差异为依据为学员量身定做适合他学习和发展的规划，采

取启发性的互动交流引导学生进行学习的自我构建[3]。二要坚持互动交流。落实导师制应实现导师与学

员的“双向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性格、爱好与能力选择导师，导师根据自身专业特长选择学员，

这是导师和学员互动的基础[4]。导师治学态度严肃，思维方式严谨，思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强，而学员

的思维活跃新颖，紧贴时代节奏，双方的交流互动可以形成思维模式上的互补，对思维创新有积极推动

作用。落实导师制应采取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师生交流不能局限在课堂，可以增加课下灵活多样的教

学形式，使师生在轻松、互动、温馨的气氛中启迪思维，活跃思想，获益匪浅。三要强化示范引领。学

高为师，行为世范。教员的职责在于言传身教，而导师之身教更胜于言传，落实导师制应牢固树立姓军

为战的政治意识，塑造忠诚使命、品德高尚、专业精深的导师形象。学员经常与导师学习交流，耳濡目

染，自然地受到导师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不知不觉对学员的成长成才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四要实现

全面发展。导师不应只注重学员专业知识和学术能力的培养，更应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推进政治意识、

思想品德、专业素质、军人养成、身心健康等全面提高，使学员真正成为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新一代革命军人。 

3.2. 更新教育理念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贵在长远，难在持久，重在坚持。因此，必须建立长效的教育理念指导本科生导

师制的实施。一是树立以人才质量为核心的理念。学员能否胜任未来岗位需求是导师制发挥效能的检验，

人才能否充分服务部队、服务作战是军队院校教育质量的标尺。必须根据部队改革发展之变、人才需求

之变，确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方向，保证人才培养与部队需求精准对接。二是树立以学员发展为根

本的理念。把学员的成长成才作为落实导师制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培育宽专结合、知识融合、能力

复合的优秀人才[5]。同时，充分发挥导师制启发式教学的独特优势，推动探究性学习，激发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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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导知识体系和成长规划的自主构建。三是树立以导师能力为关键的理念。

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优化导师年龄和专业结构。委任品德高尚、责任心强、专业过硬的教师担任低年级

导师，强基固本。委任学术领先、成果突出、思路开阔的教师担任高年级导师，拔高能力。增加本科生

导师赴一线代职经历，聘请一线部队专家和外校专家学者作为学员的第二导师。 

3.3. 落实主体权责 

一是理解导师制“导”的精髓。不同于传统教育“教”的核心，导师制的精髓在于“导”。“导”

的背后实际上是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质疑性的治学态度，只有导师允许和鼓励学员在学术领域挑战权威，

学员敢于和善于质疑老师的思想，才能真正实现教学上的互动。牛津大学圣约翰院士威尔·摩尔对导师制

有过精彩的论述：“导师制的教学方法归根到底是一种质疑的方法，一种让学生去提问、探索和审视的

方法。它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某种权威的声明，而在于批判、理论、分析和比较”[6]。二是拓展导师“权”

的内容。军校的导师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导师既是学员学习上的良师，又是生活中的益友，既要做学术

思维的引导者，又要做军人作风的培育人，具有“教”、“导”、“管”的多重任务，因此，导师教育

管理学员的权利必须涵盖学员思想政治、军人作风、学术风气、心理素质等的各方面，真正将教书与育

人结合起来，培育堪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三是端正学员“责”的态度。有调研表明，学员义务

的缺失是导致本科生导师制实践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因素。“要我学”和“我要学”的学员在同样教学环

境下的学习效果截然不同，必须强化学员职责，明确学员在主动汇报、积极沟通、服从管理、自主学习

等方面应尽的义务，使学员学会主动学习，积极与导师开展学习互动。 

4. 迅速找准推进本科生导师制的关键重点 

4.1. 完善顶层设计 

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是用系统论的视角，从全局出发，将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

统筹规划，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它由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实施体系和评价体系构成。首先，在目标

上瞄准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需求，突出岗位任职能力，坚持综合全面发展，为导师制把准发展方向。

其次，在内容上紧贴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发挥本科生导师制对第一课堂的互补增效作用和对第二课堂的

引导支撑作用。第三，在实施上遵守导师和学员基本职责，坚持导师制基本工作制度和组织管理，完善

评配套制度建设。最后，在评价上突出二元评价，将导师对学员的评价作为学分获取、学习标兵和优秀

生评选、入党、毕业综合评定、遴选骨干、推荐先进的重要依据。将学员对导师的评价纳入教学信息反

馈制度，大力表彰学员评价高、人才培养效果明显的优秀导师。 

4.2. 理顺组织机制 

建立高质量的本科生导师制，关键是设计好导师制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理。一要明确权责关系。明

确院校机关、教学系、学员大队和学员队的权利职责。机关处室对本科生导师制度落实统一领导，主要

负责导师的遴选、培训、考评、奖励等工作，突出立目标、树规章、定标准、搞评估、搭平合；教学系

对导师制具体实施，负责导师学员的双向选择、学习模式、学习形式、学习内容等的制定与落实；学员

大队和学员队密切配合，主要负责学员教育管理，突出学员的教育引导和组织管理。二要加强制度建设。

围绕导师制权责主体制定实施办法、指导原则、工作规范、导师和学员守则、奖惩规定等规章制度，形

成导师制法规体系。三要构筑评价奖励体系。将目标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相结合，公正、客观、科学地评价导师与学员的表现。探索导师工作量计算、课时补助、工作考评、学

习评价等机制方法，加大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力度，充分表彰奖励落实导师制较好的教员和学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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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形成合力育人 

导师制是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积极规划学员一到四年特色鲜明的导师制，还应将学员队和

家长共同纳入导师制之中，形成合力育人机制。一方面，根据成长规律把好育人的纵向坐标。在学员入

校至第三学期实行低年级导师制，打好学员思想与学习基础。第四学期至第七学期实行高年级导师制，

突出个性化培养，进一步提升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第八学期针对毕业论文为学员配备论文导师，突出

科研学术能力，强化岗位指向性指导，提升学员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发挥整体效能把好育人的横向坐

标。以人才质量为核心，构建学员为主体，导师、学员队干部、家长共同参与，紧密协作的多点支撑的

人才培养格局。聚焦全面综合素质和岗位指向性能力素质，将导师的专业性教导和个性化辅导，队干部

的管理教育，家长的引导统筹协调起来，保持导师与队干部、家长的同频共振，真正发挥合力育人的整

体效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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