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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undergraduate supervisor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xploration measur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but also effectively supplement the 
current class teach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mentorship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and improve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jor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conditions of the undergraduate mentorship system,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entors, the appoint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undergraduate mentorship system, and the tasks and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undergraduate mentorship system. Then,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junior academic mentors and senior scientific research 
mentors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major on our campus is constructe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ndergraduate mentorship system in the late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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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 理念下本科生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以河北工程大学园林专业为例
吴瑞刚   王丽君

河北工程大学园林与生态工程学院园林系，中国·河北 邯郸 056107

摘  要

本科生导师制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探索举措之一，不仅可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育观念的变革，也是对现行班级授
课制的有效补充。论文在分析现行本科生导师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本科生导师制的选聘条件、导师工作职责、本科生
导师制的聘任与管理、学生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的任务和要求等多个方面入手对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机制进行摸索与
完善，进而构建了符合我校园林专业发展的低年级学业导师和高年级科研导师管理体系。为后期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和成
效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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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培养工程兼具周期性长、复杂程度高等特点。高

等院校的主要职责是如何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大学生业

务水平和专业素养、推进大学生和谐稳固发展、拓展学生就

业渠道等。而在传统的本科教育模式中，辅导员主要负责学

生的思政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专任教师负责专业知识传

授，存在着专任教师与辅导员工作职责相独立、思政教育和

专业教育相分离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

养和专业素养的塑造 [1]。因此，该种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需求，必须对本科生培养模式进行深刻

变革。

当前在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改进措施的摸索与研讨中，

本科生导师制是其中一种有效举措 [2]。本科生导师制注重德

育和教育并举，是基于 OBE 三全育人理念的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强调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和全过

程。基于 OBE 三全育人理念下本科生导师制在高质量人才

培养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然而本科生导师制的施行

不能仅照搬国外已有模式，否则中国高校的本科教育会与本

科生导师制的本质内涵相偏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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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立足中国专业人才培养现状，探讨三全育人理

念下适用于新农科背景专业的本科生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研究专业本科生导师制当前存在问题、导师

工作职责、师生双向互选、多元交流机制，对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培养、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满足产业对高质

量人才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2 本科生导师制存在问题

2.1 制度建设保障的缺乏
为确保本科生导师制的大力实施，应在制度建设上加

以健全规范。首先，应明确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建立本科

生导师遴选制度和相关的考核制度。当前，本科生导师制虽

已实施，但因保障制度和遴选制度上的建设不够完善、导师

的职责不够明确，实施效果甚微。

2.2 导师指导积极性低且流于形式
由于在制度建设上关于导师的职责权限未能明确，加

之考核评价、监督管理体系的缺乏，以及本科生导师制未能

在绩效奖励、职称评定考核中有所体现，高校教师在成为本

科生指导教师后，对本科生导师制的认知存在偏差，参与的

积极性也不高，加之忙于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高校教师

对本科生指导和交流的次数较少甚至基本没有。最终导致本

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流于形式，学生并未从中受益。

3 本科生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河北工程大学园林专业是通过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有

效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园林学和人文艺术

的基本素质，拥有园林建筑、园林生态学等领域的基本理论、

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具有园林植物的繁殖、栽培、养护、

管理及应用的基本能力，熟练掌握园林制图与表现技巧，认

知各种园林植物的习性与特征，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

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在园林、城建、林业、生态、乡村振兴

等领域政府相关部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园林景观工

程或园林园艺公司从事管理、科研、教学、园林生态建设、

园林工程施工、园林绿地养护、园林绿地设计、园林植物应

用以及园林经营管理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该专业师资配备合

理，拥有专任教师 19 人，高级职称人数为 9 人，拥有博士

学位人数占比为 68.42%。每年招生规模在 90 人左右。园林

专业设有景观规划与园林生态修复实验室、组培室、植物科

学技术实验室园林规划设计实验室，1 个计算机设计室，5

个专业画室。近三年，园林专业教师主持（或参加）纵横向

科研项目达 27 项，其中省级课题 8 项，市级课题 9 项，横

向课题 10 项，总经费达到 106.65 万；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28 篇，其中有 15 篇 SCI，13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获得专

利 5 项；编写著作或教材 7 部；获得省市级等科研奖励共 7

项。因此，园林专业师资配备合理、科研成果显著，为河北

工程大学园林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落实奠定结实基础。

3.1 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为强化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切实加强我校园林专业本

科教学工作，推进和完善学分制，鼓励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

与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建立新型师生关系，不断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园林专业根据河北工程大学关于本科生导师制实施

方案，统筹规划、协调分工，明确了园林系主任、教工党支

部书记负责园林专业本科生导师制方案制订，园林系副系主

任、教工党支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分管本科教学管理和日

常事务。我院园林专业本科生导师的选聘、工作考核和管理

如下：

3.1.1 本科生导师的选聘条件
①政治立场坚定，教学经验丰富，师德师风优良，关

心关爱学生。

②教学水平显著，科研业绩突出。

③年龄低于 55 周岁。拥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拥有

博士学位。

④熟悉教学和学生管理的相关文件或规定。

⑤了解园林专业发展动态，熟悉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专业指导能力强。

3.1.2 本科生导师的工作职责
①从学生的道德品质、专业素养、思想状况等方面给

予学生及时指导，协助学生正确三观的树立和就业创业观念

的引导。

②遵循人才培养规律，根据园林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培

养目标结合学生个人情况因材施教，协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

规划、学业规划指导。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学习进程、选课等，

针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或问题答疑解惑，引导

学生掌握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做到认真指导、耐心疏导和

真诚以待，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达到专业素养、个性素

质协调发展。

③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规范意识和求真务实的科

研态度。通过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第二课堂、实践教育的各

类活动，强化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

协同育人等举措，的培养，增强学生就业、创业意识，以提

高园林专业就业率。

④加强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

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科技、文艺和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意识，指导学生正确对待处理生

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⑤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心理等状态，构建

与学院、辅导员和学生家长等的有效沟通机制，提出有针对

性、符合学生特点的人才培养建议与措施。

⑥在学生毕业后，建立与学生的长效沟通机制，了解

学生的就业创业或继续学习等情况，做好毕业生跟踪调查

工作。

⑦每学期初和学期末必须与学生见面。平时可采取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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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样的指导方式，通过见面、电话、微信、邮件等进行指导。

3.1.3 本科生导师的聘任
①符合聘任条件的人员，采用自愿原则向园林系提出

申请，经园林系审核备案。

②园林专业建立“本科生导师信息库”，供学生了解

和选择导师。

③每学年第二学期，园林系根据师生互选原则组织一

年级学生选配导师。原则上每位导师指导每届学生人数 3-5

名，指导周期一般为 3.5 年。

④学生和导师确定后，结果由园林系汇总形成本科生

导师制名单，交由学院教学办备案。聘期一般到学生毕业为

止。本科生导师制名单确立后不得随意更改。如需调整，师

生可向所在教研系（室）提出变更申请，经教研系（室）批

准后，报教学办备案。

3.1.4 本科生导师的管理
①每个学年园林与生态工程学院根据本科生导师制的

相关考核细则和制度文件对各个系室的本科生导师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在学院网站公布。此外，评定结果将在年度工

作考核评定中有所体现。

②学院教学办根据本科生导师人数和评优占比，确定

本年度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的导师名单，并给予证书颁发

和一定奖励。

③导师的指导任务按“10 标准学时 / 生·学年”标准

计算教学工作量。

④园林系应高度重视本科生导师队伍建设，建立和完

善导师工作机制，加强日常管理，交流工作经验，研讨、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本科生导师制的建设与完善。

3.1.5 学生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中的任务、要求
①尊师重道，主动联系指导教师，积极向导师汇报个

人学业进展、生活状况、情感诉求等。在指导教师的协助下

制定每个学期的学业规划。

②积极申请加入导师的科研团队，参与指导教师的科

研项目和安排的各类实践训练活动，不断增强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③根据实际情况对导师的指导情况做出公正、客观、

全面的评价。

3.2 低年级学业导师体系构建
大一新生入学后，园林专业根据师生互选原则配备导

师。在本科生大一期间，导师围绕专业认知、学业规划等方

面给予指导。指导教师从个人经验、面对面交谈等多个层面

入手增强学生专业认知。主要从园林专业的工作领域、专业

特点及办学特色等方面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加深对专业的认

知与认同感，降低转专业率（图 1）。

导师在低年级学生培养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5]。

导师在新生入学后，针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不适应

问题，从学业指导和规化方面协助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

园林系定期会邀请系室资深教师、职业规划导师开展职业规

划讲座，指导大一学生学习规划，引导学生树立目标，精准

定位，为学生的学业生涯规划提供指导和帮助。

图 1 低年级学业导师制模式图

3.3 高年级科研导师体系搭建
为全面提高高年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个人专业素

养，指导教师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学科

竞赛，跟进指导学生的各类园林专业实习，全程监督和指导

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的各个环节 [6]，如图 2 所示。

图 2 高年级学业导师制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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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园林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提升探索与实践
充分利用我院制定的 2021 版园林专业培养方案，将本

科生导师制与课程实践教学相结合，在南方（北方）综合、

毕业实习等园林专业各类实习的实践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

全过程、全方位的及时指导 [7]。

3.3.2 园林专业本科生创新能力提升探索与实践
为加强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园林专

业各指导教师应及时关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学科竞赛的通

知及要求，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给予指导。学生可参与指导

教师主持或参加的纵横向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并

以此为选题背景，提早开展学生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调研或

科研工作 [8]。

3.3.3 园林专业本科生工程素养提升探索与实践
为全方位、多渠道提升园林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工程素

养，应在学生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多

个环节入手，加强企业导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①本科生毕业实习环节。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工程素

养，毕业实习单位可由导师提供或指定，协助学生均能配

备到企业导师，构建本科生毕业实习的双师型指导和管理

体系。

由企业导师和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毕业实习，学

生应定期汇报在企业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收获或感悟，

指导教师和企业导师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给予及时指导。

②本科生毕业论文 / 设计环节。校内指导教师和校外企

业导师立足于园林工程实际，从毕业论文选题、开题报告、

外文翻译、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答辩等环节全程跟踪、共

同指导。

③课程讲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讲座等环节。聘请

业内企业知名人士为企业导师进校开展讲座、专题报告。邀

请企业导师参加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在《园

林植物遗传育种》《园林花卉学》等部分专业核心课程讲授

方面，聘请企业导师讲授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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