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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导师制的应用困境及
优化策略

李青山，刘凤霞，褚蕾柔，顾洪亮

摘要：本科生导师制作为高校进行教育改革工作的重要载体，发挥其价值和作用的关键在

于有效落实。目前，我国高校中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面临本科生导师制定位不清晰、师生比失

衡、师生间互选和交流机制不完善和资源及政策支持不足等困境，使得本科生导师制多呈现名

存实亡的现象。高校若以本科生导师制为载体推进教育改革，提升育人效果，应该明确本科生

导师制的权责明细，建立合理的双选机制和常规化交流机制，构建创新型培养模式，完善本科

生导师的选拔标准，建立正向奖励机制和负向监督机制以及系统培训机制等方面继续加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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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各国都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高水平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性

任务。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综合能力强、素质水平高的“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科技人才是

迎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迅猛发展所需求的社会人才。由于自 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扩张，

本科生教育质量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牛津大学在14世纪创制了本科生导师制，随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

等世界名校也先后实施这一制度[1]。鉴于本科生导师制在人才培养上和促进教育改革上具有重要意义，我

国各地高校开始引进和推行此制度。浙江大学是率先引进并开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国内高校，随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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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结合自身实际现状和培养预期，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本科生导师制，通过优化实

施策略，已被证实此制度是精准育人，提高人才素质和能力的有效措施。2004年12月，由教育部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各大高校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要积极推行本科

生导师制。

一、本科生导师制的相关研究

我国在21世纪初就已开始关注本科生导师制的价值和实施情况，许多学者纷纷对其进行研究。在中

国知网输入关键词“本科生导师制”进行检索，截至2023年6月，一共获得3 677篇相关文献，主要研究

内容主要分为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目标研究、实践模式研究、运行机制研究等方面。

（一）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目标研究

提高本科生思维、创新和批判能力和精神是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第一实施目标。在《导师和学生的

学习或及为什么学校有导师》中，Caroline Lodgo[2]总结性得出了为学生学习提供支持是导师制存在的必要

性。国外学者研究多集中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建立，这是因为他们牢记牛津大学起初实

施导师制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和思维，其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

Rush Cosgrove[3]和Anil Balan[4]通过定性访谈和教程观察等方法，均得出了导师制能够激发并提升学生批判

性思维这一结论，在其他研究中发现老师和学生一起探索新知识、不断提升批判性思维是导师制成功的

秘诀。国内学者很少聚焦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上，而更多关注的是本科生导师制促进学生学习和成

长的效果。雷秀雅[5]、尉建文等[6]分别通过经验总结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探究，发现本科生导师制促进了

学生成长，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还可增强学生的母校情结。杨玲等[7]从导师对本科生学

业的指导方面入手研究，发现本科生导师制较好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就。本科生导师制督促导师不断

学习，拓展专业发展也是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目标之一。许多学者认为导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将受到

启发，还会“迫使”自己主动拓宽专业知识；另外，学生参与到导师的科研活动中，会壮大导师课题组

的人员力量。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可促进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毛靓[8]、王钰等[9]认为学生的综合素

质、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都会受益于本科生导师制。

（二）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模式研究

国内高校有各自的发展定位和办学特色，因此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的模式也因校而异。针对这一方面

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按高校类型划分、按年级阶段划分和按指导内容划分。在按院校类型划分研究上，

石达次仁等[10]在其研究中说明了不同院校背景适合采用的不同类型导师制，且阐述了本科生导师制如何去

实践与创新的路径。他们认为国内重点理工科院校和国家大力扶持的边远地区院校应该选择项目型导师

制，像医科大学和同样需要做大量实验的工农科院校应该选择实验室型导师制，人文学科类综合型大学

应该选择课程型导师制；社团型导师制和全方位型导师制则适用于国内所有高等院校。在按年级阶段划

分研究上，将本科生导师制分为三类：全程式导师制、半程式导师制和阶梯式导师制[11-13]。另有学者经过

研究，提出了国内高等院校应建立多层次本科生导师制培养模式：在大一年级，实行本科生顾问导师制；

在大二年级，实施科研助手导师制；大三年级，采用实验型导师制[14]。在按照指导内容划分研究上，主要

关注的是不同个性、不同年级的学生应配备何种类型导师，例如专门的生活型导师、学习型导师、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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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导师和就业型导师等。

（三）本科生导师制的运行机制研究

有关导师制运行机制、发展趋势等研究，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的摩尔将其思想成

果汇编成《导师制及其未来》。 国内学者针对本科生导师制的运行机制主要着重于导师的选聘、师生互

选、导师的考核奖励形式等方面，很少有学者关注于本科生导师制内部机制的价值。陈力祥等[15]认为能将

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落地需将“选择德才兼备的导师、采用师生互选方式、具体量化导师的指导成果和奖

励”这三者有机联合。也有学者从内外部多角度总结出了本科生导师制完整有序的运行路径，他们认为

本科生导师制内部运行时，首先要明确主体，即导师要有责任心和学生要具有积极性，实施时要兼顾差

异化和均衡化的指导原则，考核时要注重荣誉和物质性奖励相结合；另外，外部环境也很重要，主要是

要有基础保障和可行性高的制度[16]。

二、本科生导师制的价值和意义

高等教育目前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在部分高等院校中存在“重教学轻育人”的现象。填鸭式、灌

输式等方法的教学方式不仅不能满足本科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且阻碍了学生创新精神、思考能力、实

践动手能力的提升。我国高校教育中以学分制为主，把本科生导师制作为高校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补充载

体，将是提升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关键抓手”，将本科生导师制切实落地和良好运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

值和深远意义。

（一）促进“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具体落实

“三全育人”综合教育改革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三全育人”是指高校教育要坚持育人范围全覆盖、育人过程全覆盖和育人方位全

覆盖，该教育理念阐明了我国高等院校应培养什么人、如何去培养人和为谁去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本

科生导师制的要点是聚焦本科生精准培养，要根据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爱好特长、职业规划等方面进

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将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另外，通过本科生导师制有利于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将彰显高校教师在育人过程中的多重角色[17]。因此，本科生导师制将有助于“三全育人”综合教育改革。

（二）提升本科生学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科生导师制是强调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教师与导师仅一字之差，但两者间本质上

存在差异。“导”主要是对学生的德育提升、学业发展和职业谋划提供指导和建议，而“教”主要负责将

知识和专业技能传授于学生，虽然现在已强调课程思政融合课堂，但与“导”还是有很大差距。本科生

导师制强调师生双选，彼此认可度高，师生间的交流沟通将更有效，从而利于学生自愿性地去听从导师

的指导，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潜能，锻炼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另外，借助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或者在

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创新创业项目、专业学科竞赛以及“挑战杯”等大型比赛，本科生可以获得更多接近

科研的机会，以及更有信心去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17-18]。

（三）教师专业能力和综合知识的有效提升途径

本科生导师制虽以为本科生提供更好的本科教育为主要目标，但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教师的

专业能力以及综合知识面也会得到不同程度提升[18]。本科生导师制要求导师在德育、学业发展、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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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业谋划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指导，在这个过程中，导师为了更好地为学生进行答疑解惑，会主动

地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加强自己的专业理论学习，也会学习新领域的知识；另外，在良好的师生

互动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将促进导师不断反思教学方式、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会推

进导师主动寻求教学改革、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因此，本科生导师制的受益者不仅是本科生，对提升高

校教师专业知识和综合实践能力将具有重要意义。

（四）高校教育事业改革的关键举措

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教育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相契合[19]。当前高校的学生

管理实质是以辅导员或班主任为主，涉及本科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日常生活、学业情况均由辅导员负责。

然而，高校辅导员所带学生数量较大，在学生抉择选修哪些专业课、应考取哪些从业资格证、寻求提升

自我能力的学习方法、正确学习目标的设定、如何规划升学与择业等方面，辅导员总显得力不从心。一

方面，辅导员的精力有限，对本科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就占用了大部分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辅导员的学

历和认知水平限制了其对本科生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有效指导。在国内多数高校里存在部分本科生与

辅导员的见面仅寥寥几次，而专业课老师与本科生接触时间最多。然而，专业课老师只承担本科生的授

课，毕业设计等教学任务，大部分时间忙于自身的科研项目，缺乏主动对本科生育心育德的积极性和意

愿性。因此，针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是两条线，无法实现协同。因此，将本科生培养模

式转换成以教师为主，辅导员或班主任为辅，可实现角色与职责相融合，从而能将“教书育人”和“育

心育德”更好地结合，进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因此，如何将本科生导师制切实落地，

并将其良好运营，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加快培养德才兼备现代化人才的有效

途径。

三、本科生导师制发挥精准育人存在的困境

（一）本科生导师制定位不清晰

本科生导师制在不同高校中的定位千差万别，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作为课堂教学环节的重要补充

环节；被设立成学业顾问或者心理咨询制度；作为高年级毕业生论文设计或毕业实习的指导制度；将其

作为贫困生的帮扶或者创新创业辅导制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质性和方向性“定位”不清，实际上是对

班主任、辅导员、本科生导师制的导师这三者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权责不明晰所导致。因此，目前众多

高等院校虽有该制度，但成效甚微。

（二）师生比例失调

目前，国内高校面临导师资源力量不足的困境，数据表明，自从本科生扩招以来，2019年相较于

1998年，本科生在校人数提高了将近30倍，生师比也由7:1升至18:1[20]。如果要将本科生导师制运营好，

国内高校教师的压力很大，一方面要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有的教师还要兼顾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另

一方面高校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巨大，有的来自高校的科研考核，也有的来自职称评审和培养硕博士科

研任务等方面，因此教师需要不断申请课题项目和发表科研论文。然而，导师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

在承担上述多重压力的前提下，很难再去对本科生进行个性化培养，从而使得因材施教仅能停留在喊口

号层面上，这完全相悖于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初衷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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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科生与导师之间互选机制不完善

本科生和导师是本科生导师制的双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紧密联系和有章可循的。目前，国

内很多高校存在导师服从学院“平摊人头”“随机分配”和“中途不得调换”等形式分配本科生，甚至导

师对本科生一无所知，出现“单方选择”现象，这使得导师和学生间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大打折扣，导致

导师对学生采取敷衍态度，学生也很少主动与导师联系，最终致使本科生导师制名存实亡[17]。

（四）师生交流机制缺乏常规化

各高等院校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并未对导师和本科生提出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要求。现实情况是

本科生仅在选择导师的时候与导师进行联系，后续很少主动去与导师进行沟通。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

面本科生平时的上课任务较重，其时间与难以导师的空闲时间相契合，另一方面是本科生对本科生导师

制的认知有限，或因自己专业知识掌握不够不愿主动与导师去沟通交流，导师则由于担负的工作压力较

大和精力有限等原因，很难抽出时间主动找本科生进行交流。另外，存在有部分导师把本科生当成免费

的劳动力，仅让其从事实验室中最基础的、高重复性工作的情形，长此以往，本科生感觉从中学习不到

有用的知识，从而失去学习的动力和主动性。因此，从导师和学生两个层面上讲，本科生导师制难以发

挥其作用和价值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加强师生间的常规化交流[21]。

（五）相关政策支持不足

1.缺乏本科生导师的评价和奖励机制

在导师资源不足且高校教师承受教学和科研双重压力的前提下，如何调动高校教师的积极性是将本

科生导师运营好的关键所在。目前，国内部分高校教师指导本科生的工作量并未计入日常的工作量考核

中，也有部分高校将教师指导本科生的工作量纳入了工作量考核中，但给予的工作量与教师付出的时间

和精力完全不对等，高校教师指导本科生普遍存在“额外奉献”的情形。长此以往，高校教师将对指导

本科生的任务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因此，若要切实发挥本科生导师制该有的价值和作用，建立合理的

本科生导师评价和奖励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2.缺乏系统培训机制

国内很少有高校针对本科生导师制开展系统的培训，这导致很多导师经常处于“迷茫”中，有些导

师甚至厘不清“为什么指导、指导什么、怎么指导”这些问题，而有些导师会按照自己觉得“对”的方

向进行指导，因此，缺乏对导师心理健康知识培训、工作内容与技巧培训等系列胜任力方面的培训，无

法实现导师为学生解谜团、引领方向和促学业发展。

四、促进本科生导师制发挥精准育人的优化策略

（一）构建本科生导师制协同育人的权责机制

明确本科生导师制中导师的权利和责任，才可充分发挥出本科生导师制的价值和作用。本科生导师

应该是本科生在大学四年学习生活中的“第一负责人”，应类同于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各高校应按照自身

办学理念、师资力量、学生规模，出台明确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细则，确认本科生导师的权利和地位，

让导师有理有据地去开展工作。本科生导师的职责应该是引导本科生专业学习、推荐本科生课外学习、

负责本科生毕业设计、督促本科生积极考取职业证书、指导本科生参加各类竞赛、培养本科生的正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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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勇于创新精神。如果有条件的高校，可整合不同专业的教师资源，以专业水平、年龄层次，组建

独立且合理的本科生导师团队。除外，涉及本科生的其他事务，应明确分配给任课教师或者辅导员。

（二）建立常规化双向互动的师生选择和交流机制

1.建立合理的师生双向选择机制

在本科生导师制中，学生能选到“心仪导师”，导师能选到“理想人选”是该制度能发挥价值和作用

的重要基础。导师和本科生在互选时要做到信息透明公开和对称，比如导师的简历（包括其研究方向、

科研成果、教学特点、指导学生获得成果等情况），而学生应提供自己的导师选择申请表，陈述自己的爱

好特长、学业规划等信息。另外，导师和本科生进行互选时，要建立面试机制。由教师所在课题组的人

员组成面试官对学生进行面试，以学生的需求为中心，视能促进双方发展的可能性进行最终定夺。另外，

本科生导师制应该设立磨合期或中途可调换制。导师和本科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导师和本科生应均

有权利做出终止和退出的抉择，从而营造择优指导的和谐师生关系，进而发挥本科生导师制的价值和

作用。

2.构建师生常规化互动交流机制

构建师生常规化互动交流机制是本科生导师制顺利实施的保障。高校应该加大宣传本科生导师优秀

案例，让本科生充分理解和认知本科生导师制的价值和作用，激发学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

造良好的师生互动交流氛围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增加师生的交流次数，消除师生间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二是应该建立本科生导师的固定指导场所和宣传场地，将其作为一种共享资源，惠及每位教师和学生；

三是确定常规化交流方式，比如组织定期的组会、答疑会和报告会。

（三）多种实践类型协同提升本科生导师制

良好运营本科生导师制离不开正确的实践模式，应该按照大学生的人生规划、个性培养、思想品德、

专业素养和生活等方面进行分类，分别为不同本科生配以全程式导师制、低年级式导师制、高年级式导

师制和精英式导师制等人才培养模式，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导师资源匮乏，提高针对性和专业指导性等问

题，最大程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助力本科生导师制的良好可持续发展[22]。另外，可以按照高校实际情况

和学生需求，构建 “专业教师+辅导员+研究生+校外导师”的创新培养模式。将研究生与本科生协同培

育，研究生可发挥其实践能力，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协助教师指导本科生，将更有利于本科生导

师制的良好运营。一方面研究生与本科生年龄相近，相互沟通时无代沟，不仅可以负责本科生日常任务

的执行情况，也可提高本科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以及指导本科生后续的考研规划；另一方面研究生的融入，

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生师比例严重不足的现状[23]。另外，通过本科生与研究生协同培育模式，也促进研究

生巩固原有知识、拓宽专业知识、提升领导和组织能力[24]。校外导师一般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在各行各

业也基本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不仅可为本科生解答专业就业前景，指导本科生合理规划学业，还能为本

科生提供大量的就业和职场信息。经调查，本科生想从导师处获得的帮助中，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就业

指导是除提升学业水平外呼声最高的[23]。

（四）完善制度建设

1.建立本科生导师制的选拔制度

要保障本科生导师制的有效实施，首先要严控本科生导师的选拔条件。教师品德、专业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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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技能、科研水平和科研条件等因素都应该作为选拔的限制条件。担任本科生导师的教师应具备

责任心、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一定基础的科研条件。对科研型导师、社会实践型导师、学科竞赛型导师

等导师的选拔应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设置选拔标准。

2.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和负向监督机制

本科生导师制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相关制度的建设。当前，大学教师面临着教学和科研双重压力，在

本科生导师工作不计入日常教学工作量的背景下，如何激发大学教师积极担任导师是急需解决的难题[22]。

另外，大部分导师甚至厘不清“为什么指导、指导什么、怎么指导”这些问题，且有些导师只按自己觉

得对的方向进行指导，缺乏指导规范性。因此，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和负向监督机制是保证本科生导师制

切实实施，避免其停留在形式上的有效解决措施[25]。正向激励机制建设应包括设置专门的活动经费，构建

本科生导师制的项目式运作模式；建立奖评机制，给予物质性奖励和荣誉性奖励，并与职称评定挂钩[26]。

负向监督机制建设应包括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设置权责明细，明确导师与学生的权利与责任；构建量

化考核指标，客观评价导师工作效果[27-28]。如此，高校教师才会有动力去担当“导师”的角色和负责任地

去指导学生，从而发挥本科生导师制的价值和作用。

3.建立本科生导师的系统培训机制

针对大部分导师厘不清“指导什么，怎么指导”这个问题，学校大力宣传本科生导师制的意义和作

用，让高校教师理解本科生导师制且明确导师的定位、权责、考核与评价。各高校应该建立本科生导师

的系列培训活动，可以是参加短期培训，也可是邀请相关专家作报告、定期组织经验交流会、相关议题

集体研讨会等方式，以达到不断更新本科生导师的观念、指导水平和技巧。如此，导师才能明确“为什

么指导、指导什么、怎么指导”，确保本科生导师制发挥其培养人才、促进教育改革等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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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LI　Qingshan， LIU　Fengxia， CHU　Leirou， WEI　Qixin

Abstract: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edu⁃
cational reform. The key to realizing its value lies i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t present, the undergradu⁃
ate tutorial system implement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unclear positioning, 
imbalanced teacher-student ratio, imperfect mechanisms for mutual sel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
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policy support, resulting in futil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ut into effect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as a carrier to promote edu⁃
cational reform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we should clarify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
ties of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establish a rational mutual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routin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 innovative training models, improve th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under⁃
graduate mentors, set up positive reward mechanisms, nega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s, and systematic 
training mechanisms.

Keywords: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application; difficulties; optim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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