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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科生导师制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本科教学质量工程中的一项有效措施和培养

模式，有利于提早挖掘具有科研潜质的人才，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该文以农林经管类专业本科生导师制为例，对

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本科生导师 制 实 施 的 意 义 和 必 要 性，以 及 目 前 本 科 生 导 师 制 度 存 在 的

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林经管类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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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导师制起源于１４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剑

桥大学和牛津大学［１］。在我国１９３８年 竺 可 桢 领 导

的浙江大学等高校实施了导师制，随后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和复 旦 大 学 等 高 校 也 陆 续 实 行 本 科 生 导 师

制，并取得显著成绩。国内一些高校施行本科生导

师制后，经过连续几年的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导师指导下，多篇学生论文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

刊上；学生除了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之外，而且在

各种校级、市级、国家级重点比赛中，多次获得重要

奖项。
本 科 生 导 师 制 有 效 实 行 的 前 提 是 满 足 学 生 需

求，因此本研究于２０１０年针对北京某高校农林经管

类专业学生展开调查，并辅以全校范围内的随机调

查，调查内容主要围绕本科学生对导师的需求以及

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看法和建议，从而为完善导师制

度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提供科学参考。

一、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可行性分析

目前，我国国内针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２方面，包括我国实行

本科生导师制的现状分析、可行性分析、发展模式探

究以及实践探索。
当前我国高校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背景，主要

表现在教师与学生严重脱节、辅导员与学生所占比

例失衡、普 通 高 校 学 生 适 应 能 力 差 和 综 合 素 质 不

高［２］，而且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制度定位模糊、生师比

例偏大等困境［３］。但是从目前实施效果看，本 科 生

导师制的实施，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提高了

学生素质，找到了学校教学管理的新切入点。我国

高校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理论依据是基于人文关怀

的教学理论；法律依据是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教书

育人是高校教师的基本义务［４］。通过借鉴国外高校

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从现代高校教育理念出发，我
国许多高校已开始积极探索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模

式［５］。目前我国某些高校的心理学、理工科、医学等

专业已经开 始 实 行 本 科 生 导 师 制［６－１０］，并 且 取 得 良

好效果。

二、本科生导师制现状描述与分析

本文主要针对已分配导师和未分配导师２类本

科生群体，采取分类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展开调

查。调查对 象 以 农 林 经 管 类 专 业 的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和

２０１０级学生为 主，其 他 专 业 的 学 生 为 辅，共 发 放 问

卷１６０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１５５份，有 效 回 收 率 达 到

９６．９％。

２００８级农林经 管 类 学 生 分 配 导 师 的 基 本 状 况

如下：２００８级某农林经管类专业的学生有２个基础

班级，共６１人，分成１６个组，有１６位导师指导，每

位导师分配有３～５名学生。接下来将针对已分配

导师的２００８级农林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和未分配导

师的学生（包括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级的农林经管类专业学

生和其他专业学生）进行相关分析。
（一）对 已 分 配 导 师 的 农 林 经 管 类 专 业 学 生 的

分析

１．被调查对象对本科生导师制的主观认知

２００８级农林经 管 类 专 业 学 生 对 本 科 生 导 师 制

的主观认知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本科生导师制是

否应该实施、实施的最佳时机和本科生导师的职责

等方面。第一，在对本科生导师制是否应该实施这

一问题的调查中发现，大约８０％的被调查对象期望

实施导师制；第二，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最佳时机

上，４７％的学生认为应该在大三学年开始实施，３１％
的学生认为在大二学年实施，这说明本科生在大二

学年时对导 师 有 需 求，渴 望 得 到 导 师 的 指 导（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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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三，大部分的被调查对象对本科生导师制的了

解程度仅限于听说过；第四，在调查导师与辅导员、
班主任的职责是否重合时，４９％的同学表示偶尔重

合，４５％的同学表示不重合（见图２）。

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生对导师的期待度很高，另

一方面也说明导师在某些职责上可能与班主任或辅

导员重合。因为缺乏合理的考核机制，所以导师的

职责定位比较模糊，影响了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效

果。

２．被调查对象对本科生导师制的满意度

通过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本科生导师制满意度调

查，满意度评价指标用ｘ表示，其中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
分别表示导师制的分配方式、导师的资历和职称、导
师的人格魅 力、导 师 的 研 究 方 向、导 师 给 予 的 帮 助

等。对这些指标进行打分，采取５分制，其中１分为

最低分，５分为最高分，且１～５分别代表非常不 满

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为了解已分配导师的学生对此次本科生导师制

实施的满意程 度，笔 者 利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 计 软 件 对

该５项指标的满意度调查数据进行了假设分析。假

设 Ｈ０代表２００８级 农 林 经 管 类 专 业 学 生 对 本 科 生

导师制总体满意，Ｈ１代表２００８级农林经管类专业

学生对本科生导师制不满意，假设当满意度大于等

于３时为满意，满意 度 小 于３时 为 不 满 意，即（Ｈ０：

ｘ≥３；Ｈ１：ｘ＜３），检验结果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单个样本统计量

评价指标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分配方式 ４９　 ３．２７　 ０．８８４　 ０．１２６
资历 ４９　 ３．８６　 ０．７６４　 ０．１０９
人格 ４９　 ４．０６　 ０．７１９　 ０．１０３
研究方向 ４９　 ３．６１　 ０．７８６　 ０．１１２
帮助 ４９　 ３．７８　 ０．８９６　 ０．１２８

表２　单个样本检验

评价

指标

ｔ
（统计量）

ｄｆ
（自由度）

Ｓｉｇ．
（显著性）

均值

差值

差分的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分配方式 ２５．８４２　 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２６５　３．０１　 ３．５２
资历 ３５．３５１　 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８５７　３．６４　 ４．０８
人格 ３９．５３７　 ４８　 ０．０００　４．０６１　３．８５　 ４．２７
研究方向 ３２．１８２　 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６１２　３．３９　 ３．８４
帮助 ２９．４９８　 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７７６　３．５２　 ４．０３

从表１看，与其他３项指标相比，本科生导师制的

分配方式以及目前导师给予的帮助这２项指标的标准

差比较大，说明这２项指标反映的问题有待改进。
从表２看，各个变量的显著性均小于等于零，说

明该专业的大三学生对此次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

状况总体上是满意的。
（二）对未分配导师的学生的分析

１．农林经管类专业学生对本科生导师制的主观

认知

从问卷的 数 据 分 析 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级 农 林 经 管

类专业未分配导师学生，非常期待本科生导师制的

实施，只有６．７％的同学认为没有实行的必要，这可

能是因为他们对本科生导师制不甚了解。如果向未

分配导师的学生介绍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目的和意

义，持否决态度的学生所占比率还会降低。大多数

学生认为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最佳阶段在大二和大

三学年，１５％的学生认为大一学年就应该分配导师。
这些数据表明，大部分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级农林经管类专

业的学生渴望及早与导师接触，接受导师指导，更好

地规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２．农林经管类专业学生对导师职责的憧憬

通过对 未 分 配 导 师 的 农 林 经 管 类 专 业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级学生的调查，可以发现他们对导师的责任有

以下憧憬，例如，选择“导师让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并
提供指导”这一职责的比例占到７６％；选择“导师指

导学生毕业论文并协助其发表文章”这一职责的比

例占到７１％；而“导师协助学生应对大学考试”的比

例仅占到１８％。由于农林经管专业学科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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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更多是希望导师能够提供资源和指导，让学生

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并写好学术论文。

３．非 农 林 经 管 类 专 业 学 生 对 本 科 生 导 师 制 的

需求

由于农林经管类专业学科的特殊性，本科时期

分配导师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通过对非农林经管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可
以发现８０％以 上 的 被 调 查 者 对 本 科 生 导 师 制 也 有

着强烈的需求。虽然被调查者的专业不同（包括会

计、心理、林学、机 械、国 贸 和 园 林 等），而 且 约２０％
的学生表示没有听说过本科生导师制，但大部分被

调查者希望能尽快实行导师制，在导师指导下，充分

调动起学习、参与竞赛及科研训练等方面的积极性，
这样既有利于学科整体实力的发展，也对学生自身

发展有很大益处。
（三）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效果

调查数据显示，９４％的被调查对象表示 通 过 与

导师的接触有不同的收获。通过与被调查对象深度

访谈，他们表示导师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和指

导：如要求学生阅读相关文献，帮助学生明确兴趣方

向，指导学生进行论文的写作等。
此外，４５％的学生希望与导师的交流频 率 为 每

月１次，而２７％的 学 生 要 求 随 时 需 要 随 时 见 面，

２２％认为每周１次比较合适，这说明学生希望与导

师交流频繁一些，以便及时得到导师的指导，尽快解

决学习、科研等方面的疑惑。
虽然目前该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调查来看，问题

主要表现在导师制度不完善、导师分配方式不透明、
学生与导师交流机会少和导师资源缺乏等（见图３）。

图３　导师制存在的问题

三、完善本科生导师制的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已分配导师的学生对本科生导

师制总体上是满意的，但在调查问卷开放式问题中，

约３０％的学生从导师分配方式、导师职责等方面提

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结合上述分析的问题和学生

们反馈的意见和建议，笔者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一）明确导师职责

本科生 导 师 制 的 有 效 实 施，前 提 是 明 确 导 师

的职责，而 且 要 与 班 主 任、辅 导 员 的 职 责 区 别 开

来。每个 基 层 班 级 都 配 置１名 班 主 任、１名 辅 导

员，有的专业在大 三 学 年 还 会 继 续 分 配 导 师，将 出

现班主任、辅 导 员 和 导 师 三 者 的 职 责 重 合 或 相 混

淆的现象：如 学 生 在 学 习、生 活 上 出 现 问 题，不 知

道应该 找 哪 位 老 师 解 决，而 一 旦 出 现 问 题，班 主

任、辅导员、导 师 会 出 现 相 互 推 卸 责 任 的 情 况，所

以导师、班 主 任、辅 导 员 的 权 责 应 该 明 确，让 教 师

资源得到 充 分 合 理 配 置，必 要 时 可 以 取 消 班 主 任

或辅导员，这 样 既 能 避 免 教 师 的 资 源 浪 费 或 职 责

重合问题，又 能 够 针 对 学 生 不 同 的 需 求，在 科 研、
工作和生活方面享有针对性的指导。

（二）完善导师选拔制度

导师制度成功实施的基础是要有优秀的导师团

队，因此要完善导师的选拔制度，对导师进行必要的

选拔。在选拔的过程中，要从多方面考虑，包括导师

的专业素养、性格、指导学生的能力以及学历、经验

和品德等。只有各方面都合格的导师，才会在本科

生导师制度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学生的学习、人格

以及个人培养上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要注意学生

的需求意向，实行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这样本科生

导师制度的实施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三）制定导师考核制度

一项新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一套监督考核制

度的约束。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也不例外。本科生

导师制在我国是一种新的教学管理模式，某些方面

还有待改进，这时就更需要一套完善的导师考核制

度来对导师 进 行 一 定 的 约 束［１１］。这 不 仅 要 监 督 导

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还要通过学生对导师的工作

进行评价打分，对某些责任心差、不按规定尽职尽责

的导师采取措施进行批评和惩罚，以确保本科生导

师制度真正应用到日常的教学管理中。
（四）建立导师激励机制

除了监督之外，采取配套激励机制对激发导师

的积极性是非常必要的［１２］。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
会增加某些导师的工作强度，所以为了激发上岗本

科生导师的积极性，需要给予导师适当的导师补贴；
对于表现出色的导师，还可以在年度教师评奖评优

上给予相应的加分，提供出国进修的机会等条件。

０１



　第３０卷　第１期 中　国　林　业　教　育

　　２０１２年１月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试论理科生物学基地对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以北京林业大学国家理科生物学基地为例

任建武　张志翔　郑彩霞　王晓旭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北京林业大学理科生物学基地经过１０多年建设，已成为具有森林生物学特色的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

养基地。但是，目前基地科研能力培养的良好模式仍需进一步推广，优秀团队的培养还需要重点支持，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提升科研培训水平。为此，有必要加强科研训练平台的主体支撑作用，力争将科研训练纳入国家基础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主渠道。理科生物学基地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应结合高校ＳＲＴ项目，优化本科生“导师制”，着力推进

大学生科研训练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建立健全强有力的保障措施，确保通过科研训练加强研究与教学的

融合，将学生科研能力训练寓于整个教学和科研系统工程之中，形成以提高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科研训练；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森林生物学

一、理科生物学基地现状分析

北京林业大学理科生物学基 地［１］，作 为 森 林 生

物学学术后备人才培养的摇篮，面对林业和生态环

境建设的艰巨任务，始终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理科

基地的建设目标，构建了从课堂教学、实验实习到专

题立项的多 层 次 科 研 能 力 培 养 体 系。１４年 来，“基

地”共培养了１０届毕业生３６９人，其中２９４名继续

读研究生。大部分毕业生在国内一流大学和中科院

等著名科研机构攻读研究生，有３０多人就读于国外

知名大学。部 分 毕 业 生 的 研 究 成 果 已 发 表 于 Ｎａ－
ｔｕｒｅ［２］，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３］等 顶 级ＳＣＩ收 录 期

刊，显示出了极强的科技创新实力。
然而，目前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工作还存在着

一些欠缺，具体表现在已取得的宝贵经验没有得到

有效推广，科研训练和能力培养的系统化工程覆盖

面窄；已取得的突破没有及时进一步深化，客观上影

响了新成果推出的进程。为此，理科基地的教师经

过多年研究和跟踪调查，认真总结经验，期望为大学

生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工作提供参考。

二、创新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工作思路

理 科 生 物 学 基 地 利 用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的 办 学 优

势，突出森林生物学特色，以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为载体，促进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巩固

基地前期建设的成果。基地还充分利用现有国家重

点实验室、部委重点实验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

学生创新实验室以及学科教师研究室构筑的科研训

练平台，来培养基地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意识、创

新 及实践能力。同时，结合国家级、北京市级、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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