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

才、两种模式的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

人才高考；第二种高考模式是学术型人才高考[1]。

体育专业更加注重对学生运动技能的培养，因此，

对体育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意义重

大。本科生导师制是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推行素

质教育、培养技能型、应用性、创新型人才的一种教

育改革新模式[2-3]。它不同于研究生导师制，更加强

调了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教学、全程化育人的教

育管理理念，重在培养学生探究知识、独立思考、个

性发展、专业学习、交流沟通、思想品德和撰写毕业

论文等方面的能力和素质[4-8]。然而，师资、经费不

足等问题往往会使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大打

折扣[3,9-11]。我国高等院校体育专业鲜有针对本科生

采用导师制管理的经验成果。体育专业对学生的

教育往往更加重视对学生面对面的单独指导（如运

动技能教学）和学生个性化的培养，这一特点是本

科生导师制在体育专业中贯彻实施的有力保障。

本研究借鉴国内外院校的经验，构建了本科生导师

制在体育专业中的实施方案，并进行了3年的贯彻

实施和方案修订，不但解决了师资和经费问题，而

且在成人、成才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技能型人才培养、本科生导师制相关

的期刊文献，总结国内外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经验

和教训，制定本科生导师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1.2 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管理办法的贯彻实施，进一步总结经验

教训，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为了解管理

办法实施效果，制定了“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效果调

查问卷”，从“选导师”、“对导师期望”、“目标达成”

等几个方面调查了导师制实施效果。调查对象为

我校体育专业所有在校学生，共338人，根据回答情

况，每题的有效回答数量不尽一致，但是均大于

95%，详见下文；调查方法为实名制突击调查；所有

学生被调查时间一致：2013—2014学年第1学期第

17周周四中午12：00。

1.3 访谈法

为了完善本科生导师制相关环节、宏观上了解

导师制的实施效果，分别对5名导师和10名学生做

了访谈。对导师的访谈主要包括导师对“双向选

择”的认识、导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的感悟、导师对

本科生导师制的整体认识等。对学生的访谈主要

包括选导师的原因、导师对自己成长方面的影响、

导师指导的态度等。另外，2013年末对未按时完成

教学技能训练课程的师生进行原因访谈。

2 结果与分析
2.1 本科生导师制管理模式的构建

2.1.1 导师聘用制与师生双向选择，增强了导师责任

心和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

本科生导师的选择采用聘用制。凡体育专业

教师均具备导师资格，均有责任和义务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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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一年学生对其综合评价为“差”者，停聘一

年。

师生关系的确认采用双向选择的方法。新生

入学时，给学生下发“导师情况简介”（一个小本手

册）。学生根据手册中对导师的介绍选择导师，并

填写“导师双向选择表”，并请被选导师签字确认。

若通过师生沟通，不能达成师生关系，学生须再选

导师。体育专业师生“爱面子”是一大特点，采取的

师生双向选择、的机制有效增强了导师的责任心和

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

2.1.2 分段式、分层次管理，明确阶段性培养目标，解

决师资不足问题

初次双向选择时，师生间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

解。并且部分导师不具备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

的资格（依据“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聘用办法”）。因

此，在导师管理时采用分段式管理：一二年级、三四

年级两段。在学生三年级第一学期始，开展第二次

师生双向选择，不具备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资格的导

师，不得参选。这一规定，起到了师生“双向促进”的

作用。不但能够促进导师的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能

力，而且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专业素养等。

分段式管理中对导师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定

位。第一阶段：思想引导、专项提升、课程指导等；

第二阶段：在前者前提上增加了见习、实习、指导毕

业论文等。根据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为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教学技能，由导师担任教学技能训

练课程。本课程共六个学期，详细规定了每学期导

师和学生的任务。主要包括听课、评课、说课、无生

上课、理论课、实践课等六方面内容。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导师所带学生过多，无法

保障指导工作的质量），还采用了分层次管理。导

师首先培养高年级（三、四年级）学生各种素质和能

力，部分指导内容可由高年级学生带动低年级完

成。这一管理模式不但解决了师资问题，还加强了

不同年级学生间的交流和沟通。

2.1.3 发扬师生情、师徒爱，形成师生生活共同体

管理办法中强调建立“师生情、师徒爱”的师生

关系。师生情：导师类似于兄长，带领学生提高运

动技能、拓宽专业知识、提高教学能力；师徒爱：导

师与学生就像中国古代的师傅与徒弟，导师对学生

无私奉献，从生活上、学习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学生

同样理解导师工作的辛苦和付出。如此，师生形成

生活共同体，师生情谊得到长足发展与延续。

2.1.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机制，增强导师责任心

为保证导师制实施的效果，每年度对学生进行

实施效果调查。调查的前提思想：学生永远是效果

评价的主体，任何学生都有权利得到教育，任何学

生都具有可塑性，都可以在教育中提升自己、完善

自我。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选导师”、“对导师期

望”、“目标达成”等几个方面，还包括学生对导师的

评分，评分办法为百分制。导师的所有学生评分均

值在90分以上者优秀、80～90分良好、70～80分中

等、60～70分合格、60分以下者差。每年末对导师

的评价等级在系网站上公告，等级为差者撤销一年

的导师资格。这是增强导师责任心的另一有效手

段。

2.1.5 建立激励监督机制，促进导师制的有效实施

一项科学制度的形成必须具备完善的激励和

监督机制。为激励导师的指导工作，首先，每学期

开展导师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导师树立教育学生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绩效津贴中对评价合格以

上者给予一定的补贴。根据导师职责和指导内容

的相关规定，导师指导的工作量巨大，过多的补贴

必然造成资金问题。因此，对师生的思想教育工

作、“师生情、师徒爱”的建立是导师制的核心内容

之一。

监督机构主要由我系质量管理小组负责。每

学期末由质量管理小组通过开展学生座谈会、审查

教学技能完成质量等方式监督导师的指导情况。

2.2 实施效果分析

2.2.1 导师的工作态度和专项技能是学生选导师的

主要原因

学生选择导师的原因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学生选择导师的原因

由图1可以看出：体育本科生选择导师的过程

中，多以导师的工作态度和导师的专项技能为主要

选择标准，其中选择导师的工作态度的学生占

72.3%，专项技能占67.6%。同时学生在选择导师的

时候也比较关注导师的个人魅力和研究方向，分别

占46.7%和44.6%。而其他因素如：导师的主讲课

程、学习工作简历、学历学位、科研获奖情况、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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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导师籍贯等依次次之。学生对导师的科研获

奖情况、同学推荐、导师籍贯等关注较少，其中把籍

贯作为选择导师的标准的学生只占统计人数的

6.5%。由此可见，在选择导师的过程中，大多数学

生更关注导师的能力和态度。几乎一半的学生会

关注导师的教学方式是否为自己所喜欢和推崇，导

师的研究方向和自己的爱好、能力是否相契合。调

查后，通过访谈部分学生了解到，很多学生在选择

导师时还会考虑导师专项或研究方向是否具有良

好的就业前景。

2.2.2 导师对学生的帮助多体现在态度、学习和教学

技能方面

导师给学生帮助的方面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导师给学生帮助较大的方面

由图2可以看出，学生认为导师在学习态度和

生活态度方面给与了自己很大的帮助，前者占

73.6%，后者占60.2%。其次是学习能力和教学技

能，分别占55.2%和51.3%。心理认识、专项技能、毕

业论文、学术科技水平、理论成绩、生活困难等方面

的帮助依次次之。对学生的教育，首要是思想教

育，思想是行为的引领。大部分学生认为导师对其

学习、生活态度影响较大，表明导师对学生做的思

想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校体育系包括体育教育

和运动训练两个专业，因此，学生的技能学习一直

是我们培养的重心。通过导师制管理，近一半的学

生认为导师对其学习能力、教学技能、专项技能帮

助较大。但是，这一比例仍然较小。技能的提高都

是一个认知和反复锻炼达到熟练的过程，因此导师

应当进一步加强实践学习方面的引导和教学技能

教学。同时，为了迎合学生就业需要（如考编制、考

公务员等），导师还应当加强学生相关方面的引导

工作。

2.2.3 学生期望在毕业论文、教学技能、专项技能和

学习能力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导

学生希望得到导师指导的方面调查结果如下

图所示：

图3 学生希望得到导师指导的方面

由图3可以看出：学生认为需要导师在毕业论

文方面给自己很大的帮助，占总调查人数的70.3%，

已经超出总人数的一半。这根我们对毕业论文的

定位和严格把关有关。我们认为，毕业论文是学生

毕业前的最后一课，不仅要通过毕业论文提高学生

的专业认识、实践能力、探究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等，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处世态度。因

此，我们从学生三年级开始灌输这种思想，另外制

定相关制度，使毕业论文质量跟学生学位挂钩，跟

导师绩效挂钩，跟导师声誉挂钩。因此，较多学生

认为希望得到毕业论文指导，在我系属于正常现

象。另外，认为需要导师在教学技能方面给自己很

大的帮助的学生占58.8%、专项技能占56.4%、学习

能力占54.3%。学习态度、理论成绩、心理认识、学

习技能、生活困难等方面依次次之。说明，近一半

的学生具有教学技能、专项技能、学习能力等方面

指导的需求，并深刻的认识到其重要性。同时也表

明学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薄弱，需要进一步改善保

障制度和实施方案。

2.2.4 师生沟通尚需双方更加主动积极

导师是否经常主动在学习、生活等方面联系学

生和学生是否经常主动在学习、生活等方面联系导

师调查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导师是否经常主动在学习、生活等方面联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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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学生是否经常主动在学习、生活等方面联系导师

由图4、5可知，师生间的沟通，导师主动联系学

生的多一些（47%），学生主动联系导师的少一些

（31%）。这表明，我们在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方面

力度不够。很多学生也许认识不到导师在其学习、

生活中的重要性，缺乏主动与导师的沟通、交流。

但是，从导师的责任感出发，导师还是应当更加主动

的与学生沟通，加强思想教育和行为引导，让学生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与导师沟通学习、生活等

问题。图4表明，部分导师在关心学习、生活等方面

还是积极主动的，也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肯定。在学

校，很多学生第一次脱离了家长的庇护，成为一个独

立的个体，而个体在生活中总会遇到很多事情，在没

有帮助或者解决不当的情况下很容易对其学习、生活

甚至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新生，刚刚从一个

高考这种极度被动压制的环境中脱离出来，对于大学

很是憧憬和向往，有时还会带有冲动和盲目。这种思

想容易让他们积极学习、向往美好，也可能使他们迷

恋网游、迷失方向。因此，导师主动联系学生进行教

育、关心和疏通引导非常重要，这种培养有时还会出

现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蝴蝶效应。

2.2.5 导师指导态度认真负责

学生眼中导师的指导态度调查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学生眼中导师的指导态度

由图6可知，我院体育系本科学生对导师的指

导态度有很高的评价。其中认为导师在指导过程

中非常认真负责的占58%、认真负责占38%，态度一

般占13.4%，不认真负责的、很不认真负责各有1

人。由此可见，通过导师制，96%的学生认为导师对

学生认真负责。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耳濡目染的，

导师指导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态

度，这也许是大部分学生认为导师对其生活、学习

态度帮助较大的原因。

2.2.6 教学技能任务完成情况良好

教学技能任务完成情况调查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教学技能任务完成情况

教学技能训练课程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

环节，也是导师务必完成的课程，是学生的必修课

程，对学生教学技能的提高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

学生的就业能力。由图7可知，17周内，教学技能已

经按时完成的占93%。通过访谈未完成课程的导

师和指导的学生，未完成的原因均与导师和学生对

导师制的态度有关。这也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导师制对导师和学生的思想教育，让导师充分

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让学生认识到导师对其发

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本

科生导师制激励监督机制。

2.2.7 学生满意度较高

学生是否选择了期望的导师和学生对导师的

满意程度调查结果如图8、9所示。

图8 学生是否选择了期望的导师

图9 学生对导师的满意程度

由图8、9可知，94%的学生认为自己选择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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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导师，95%的学生对导师满意。通过访谈部分

导师，大多数导师也感受到了学生的可塑性和再造

性，体验到了学生在自己指导下得到进步的喜悦。

这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导师制在双向选择方面起

到了良好的效果，对师生具有双重促进作用。同时，

导师制也应当对导师和学生提出双重要求。导师方

面：在学科专业上，导师应该是能够随时向学生提供

指导和思维上的启发，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有更好的

方法与创新。此外，导师还要在生活上给予学生以关

怀和帮助，让学生感受到浓浓的关怀和关爱，帮助学

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学生方面：学生要综合考虑自己的特长、

需求和导师的特长、研究方向等慎重选择导师，还可

以通过学长、学姐了解导师的能力和知识面。总之，

学生应该学会不断地了解自己、完善自己，善于和导

师沟通交流，把自己的想法、观点和导师分享。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技能型人才培养视野下，本科生导师制管

理模式中通过导师聘用制与师生双向选择，增强了

导师责任心和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采用分段式、

分层次管理，明确了阶段性培养目标，并解决了师

资不足问题；思想教育方面发扬师生情、师徒爱，形

成了师生生活共同体；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机

制，增强了导师责任心；建立激励监督机制，促进了

导师制的有效实施。

（2）导师制实施中发现：导师的工作态度和专

项技能是学生选导师的主要原因；导师对学生的帮

助多体现在态度、学习和教学技能方面；学生期望

在毕业论文、教学技能、专项技能和学习能力等方

面得到更多的指导；师生沟通尚需双方更加主动积

极；导师指导态度认真负责；教学技能任务完成情

况良好；学生满意度较高；本科生导师制的确起到

了师生双向促进的作用。

3.2 建议

进一步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建立学生成长档

案，完善管理的分段式和分层次模式。进一步加强

导师制对导师和学生的思想教育，让导师充分认识

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让学生认识到导师对其发展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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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skilled personnel training ,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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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Sports and Arts 2 + 1 "Sports Project
in Hefei City Urban Schools

SU Long，YOU Yong-hao，LIANG Zhan-ge
（Department of Sports Science，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Sports and Arts 2 + 1 "sports project in Hefei city. It is found :1,the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and Arts 2 + 1 "sports project are track and field, table tennis,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2,

most teacher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and Arts 2 + 1 "sports project 3, some schools do

not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evaluation group; 4,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oject can't be jointed effectively, lack continuous and consistency; 5,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and

Arts 2 + 1 "sports project mainly focuses on two aspect that PE teachers' workload is too big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not sound.

Key words: Hefei city；urban schools；"Sports and Arts 2 + 1 "

model i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e model by the tutor employment system and a two-way choic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hances the tutor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tudents' good behavior norms;

using segmented,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clears the stage of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solves the problems of

shortage of teachers; ideological education carries forward the emo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sters love,

and form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life community; to implement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of evaluation

mechanism enhances the tutor responsibility; to establish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promote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utorial system. The tutor's work attitude and special skill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students to choose their teachers. Th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more guidance in attitud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kills, graduation thesis and learning ability. The task of teaching skill is in good condition, and the students'

satisfaction is higher, and the tutor system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s really the function of the two way promotion.

Key words: skilled personnel; the tutor system; undergraduate; bidirectional promotion; teaching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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