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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21st century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learning mode of college 
students urgently need to be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learning” to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earning is usually to passively accept the knowledge, and this kind of passive learning mode can not be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tal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takes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aoning	as	an	example,	and	adopts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s,	online	interviews,	offline	
interviews	and	seminars,	etc.,	to	explore	how	the	tutors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first-year	students,	and	how	the	tutors	can	help	the	
students to learn more and better by providing “point-to-point” guidance to the freshmen. Under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the	tutors	provide	personalized	guidance	to	the	freshmen,	which	promot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cademic,	moral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enhances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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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适应21世纪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需求，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亟待从传统的“填鸭式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传统
的学习方式往往是被动接受知识，这种被动学习方式已经无法满足21世纪对人才的需求。论文以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的“本科生导师制”为例，采用了问卷调查、线上访谈、线下访谈、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探讨了在“本科生导师制”下，
导师通过为大一新生提供“点对点”的个性化指导，促进了学生的学术、品德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提升了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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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

的日益多元化、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和紧密，21 世纪需要

更加高水平、高素质、全方面的人才 [1]。自从高等教育进入

大众化教育时期，社会各界要求的人才需经过更高水平教育

的培养，并且对高校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自主学习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2]。为了与 21 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相适应，

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积极推行了“本科生导师制”。这

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当时强调

导师对学生的侧重指导。而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2

年民国初年，北京清华学校和金陵女子大学 [3] 的实施，为

后续长达百年的“本科生导师制”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旨

在通过为大一新生提供个性化的“点对点”指导，促进他们

的学术、品德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服务于 21 世纪综合

高素质人才培养。

在研究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生导师制”

过程中，强调导师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和锻炼。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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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被动接受学习的现代化学习方式，它

强调自我监控 [4] 和可塑造性 [5]。作为学习的主体 [6]，学生

自主决定学习内容和方式，不受他人支配或干扰。这种学习

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通过视、听、讲、究等

手段，使个体得到持续变化，包括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

情感与价值的改善和升华。

2�研究设计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大一学

生为研究对象，共 69 人，高考英语成绩最低分 82 分，最高

分 134 分。

2.2�研究目的
①通过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培养学生独立自主

思考的习惯、逐步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其

他院校英语专业大一新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提供借鉴，并

且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②采集关于“本科生导师制”成效的相关数据，分析

和评估英语专业大一 69 名新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情况，

拓宽对“本科生导师制”的视野，改善学生学习环境，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2.3�研究问题
①在“本科生导师制下”，是否能够有效地引导大一

新生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的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的

主动学习进行转变；

②在学生的日常生活方面，该制度能否让每位大一新

生可以在大一的成长过程中接受到导师独特的关怀和照顾。

3�成效分析

论文的成效分析部分通过线上、线下问卷和访谈的形

式，进行数据整理和数据分析，从“导师的辅助情况以及自

主学习的情况”“学生与导师的日常关系”和“学生们对导

师制的总体满意度”这三个维度对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的“本科生导师制”的成效进行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近全部的同学同意在导师制度下：

学生的导师会对自身的学业发展以及就业规划起到辅助、引

导作用，并且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这对于初入大学并且较

为迷茫的大一新生，起到了指引的作用，使学生们在大一时

期就对四年大学所奋斗的目标较为明确。此外，调查结果还

显示导师制度下当学生们存在疑惑时，大部分学生可以主动

地向导师请教；侧面说明了学生不是在被动地接受导师有关

于疑难点的问询，而是主动向导师提问的疑惑；同时也进一

步说明了“本科生导师制”的推行，激发并且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已经开始从高中时期的“填鸭

式教学”的被动式学习向“自主学习”的主动式探索转变。

导师制度下，学生与导师的日常关系的情况分析如下：

在学生每次与导师交流的过程中，以学生主要自我倾诉为

主，随后导师针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答疑解惑；由导师主导，

学生只是被动地听或写，以及学生自己讲述并且导师少有建

设性意见的情况为少数；另外，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

方式多元化，包括线上线下，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亲

密的、融洽的。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让每一位新生在大

一的成长过程中均能得到导师具体、细致和专业的指引，导

师是学生思想成长的引路人，是学生学业发展的辅导员，是

学生身心健康的维护者。

通过线下问卷及访谈，最终得到关于全体同学关于“本

科生导师制”的总体呈现满意状态，导师对学生的学业指导、

个人发展、职业规划以及日常生活都提供了最大力度的辅助

和支持；此外，学生们也逐渐从被动学习转向自主学习转变，

进行自我定位、自我选择、自我培养和自我控制。

综合以上三种维度所述，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所

推行的“本科生导师制”是一种因材施教的柔性培养机制的

教育制度，建立在学生自主化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

上，将“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作为制度的核心。从学术

指导方面来看，本科生导师制可以帮助学生选择适合的课程

和学习方法，提供个性化的学术指导建议，帮助学生解决学

习中的困难和问题。在生活辅导方面，本科生导师制可以为

学生提供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导师还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职业规划方面，本科生导师制可以为学

生提供关于专业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帮助学生了解就业

市场和自身特点，明确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同时，导师还

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经验，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

会。该制度实施过程中注重师生双方的互动和交流，并且在

导师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指导学生学业发展的同时，

关心学生的生活以及品德发展，为学生解决思想上的疑惑和

相关的实际问题，最终达到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

生学术能力、使师生关系更加和谐、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的

效果。

4�创新点

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提高本科生的教育质量已

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所推行

的本科生导师制是一种创新的教育制度，旨在提升本科生的

教育质量，通过导师的引导和指导，进行学生的个性化培养，

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其创新实践能力

和综合素质。该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了本科生导师制的

创新之处，包括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模式和

师生关系三个方面。

4.1�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
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基础下，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

学院所推行的本科生导师制将“以学生为本”作为教育理念，

更加地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以及全面发展。传统的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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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往往强调知识的传授和考试的成绩，而本科生导师制

则更加注重学生的思想素质、人格品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但同时也兼顾了知识的传授以及考试成绩的提升。根据每位

学生的自身情况，导师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学院也尽可

能给予支持；在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专业设立可以体

现出“个性化培养”这一教育理念，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

设有“英语（翻译方向）”和“英语（跨境电商方向）”两

个方向，学院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这种教育

理念的创新转变，使得本科生的教育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全面

化，更加符合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4.2�教学管理模式
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生导师制的教学管理

是一种创新的教学管理。在这种管理中，导师需要对学生的

课程学习、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等课内课外多个方面进行全

面的管理、指导以及提供支持。例如：在课内，导师会不定

时地带领学生进行知识测验或者知识拓展并指导学生完成

跨校选修相关课程，在课外，导师会关注“辽宁省大学生创

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或其他渠道的各种大学生赛事，带领

或引导学生进行报名参赛。同时，学院也需要为本科生导师

制度下的行动提供必要的引导、管理和支持，包括制定相关

政策和规定、提供资源和支持等。这种全方位的教学管理，

使得本科生的培养更加有序和高效，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提高。

4.3�师生关系
该制度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更加融洽而且新型的师生

关系 [7]。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基础下，导师不仅是学生的

知识传授者 [8]，更是学生的指导者和朋友。导师学生之间应

该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导师需了解学生的需求和问

题，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导师还应通过自

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 [9]。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导

师的关怀和支持，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5�结语

在“三全育人”的视角下，“本科生导师制”显得尤

为重要 [10]。“近年来，党中央将‘坚持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三全育人）作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基本原则之一。”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积极响应该政

策，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将大一全体 69 名英语专业新

生作为对象，每 2~3 名学生配备一个导师，不仅在学业发

展和职业规划上进行了指导，还在综合素质的发展方面进行

了全方位的引导和辅助，与“三全育人”的基本原则相适应。

论文探究了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导师制”

的实施过程及成效，并对该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全方位、

宽领域、多层次的分析。研究发现：辽宁科技大学外国语学

院“本科生导师制”能够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是一种有效的教育策略和模式。但是本研究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例如，在下一步的研究中，

应该设置对照组与实验组，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应继续扩

大样本数据，更好地探究本科生导师制对学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宇英.基于学习金字塔模型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以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为例[J].科教导刊,2022(7):91-93.

[2] 陈晓辉.高校人才培养政策对大学生自治能力培养的影响研究

[D].长沙:湖南大学,2014.

[3] 吴涛,凌越波,沈梅英.我国本科生导师制起源于发展现状[J].大

众文艺,2019(20):248-249.

[4] 高云静.自我领导力视角下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的实证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2021(3):184-187.

[5] 赵媛媛,邵娟娟,陈颖,等.基于自主学习理论的医学生专业兴趣与

学习行为相关性研究[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3,15(15):130-134.

[6] 王宁,汪梦林,齐莫曼.自主学习理论启示下的智慧教学探索[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3(5):44-46.

[7] 耿悦杰,陈建,张甜.“3+3”本科生导师制育人模式研究:以北京科

技大学为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45-651.

[8] 宋波,陈建,耿悦杰.本科生全程导师制的探索与实践[J].北京教

育(高教),2021(3):82-85.

[9] 付晓林,岳中文,单仁亮.高校本科生全程导师制管理实践与思考

[J].教育教学论坛,2021(41):125-128.

[10] 于天奇.立德树人视阈下高校“三全育人”的创新路径研究[D].石

家庄:河北科技大学,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