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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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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东华理工大学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的实际情况，对本科生科研导师

制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在分析科研导师制的研究现状、实施的意义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本

科生‘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的思路。
关键词: 本科生; 科研导师制; 培养模式; 探索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12( 2015) 01-0089-03

谢宗波，姜国芳，刘云海，等． 本科生“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的探索［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5，34( 1) : 89-91．
Xie Zong-Bo，Jiang Guo-Fang，Liu Yun-Hai，et al． Study on the mode of“1 + 3”research tutorial system for under-
graduates［J］． Journal of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2015，34( 1) : 89-91．

本科生科研导师制是导师制的实施模式之一，

是高校育人机制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是高等教育大

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1，2］。导师制源于 14
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由威廉·威克姆于 1379 年

创建［2］; 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以“世界上最为有效的

教育关系”而备受世人赞誉［3］。导师制随后被全球

众多高校效仿，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等世界著名院校也实行着各具特色的大学生导

师制［2］。在我国，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曾在 20 世

纪 30 年代进行过大学生导师制的尝试［2，3］。但长

期以来导师制主要是针对研究生教育，本科生主要

实行班主任制或辅导员制［4，5］。新时期本科生导师

制在我国高校的试点，始于 2002 年北京大学和浙

江大学的教学改革，随后逐渐在一些有影响的高校

得以试行，乃至地方普通高校也开始有意引进与实

施［6］。随后，四川大学［7］、浙江大学［8］、湖南农业大

学［9］和重庆理工大学［10］等高校尝试实施了本科生

科研导师制，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不同高校的

校情不同，因此效仿的难度较大。
东华理工大学在 2007 和 2008 级本科生中也

曾尝试实行了导师制，但作为教学型普通高校，师

生比相对较低，各学院发展也很不平衡，加上认识

不到位等原因，致使全面实施的难度很大，未能奏

效，只是流于形式。东华理工大学化学生物与材料

科学学院有着相对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科研

基础，具备了实行科研导师制的条件。因此本文以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分析

科研导师制的研究现状、实施意义及存在问题的基

础上，提出了构建“本科生‘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

模式”的思路。

1 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实施的意义

本科生科研导师制是一项旨在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促进个性发展的英才育人模式，其

成功实施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⑴ 本科生科研导师制贯彻了“以学生为本”的

教育理念，导师的特长、优势与学生的爱好紧密结

合，体现了“个性化培养”的要求，有利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
⑵ 科研导师制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挑战杯、创

新性实验和毕业论文等环节提供一条龙指导，能有

效提高这些创新性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为本硕连读或

就业创造条件。
⑶ 科研导师的主要职责在于科研指导方面，



可以与辅导员、班主任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人才培

养局面，也有利于学风班风建设。
⑷ 科研导师与学生定期交流，使因材施教成

为可能，个性化教育色彩浓厚，也可以弥补高校普

遍施行的班级制群体教育在个性化培养方面的先

天性不足。
⑸ 科研导师既是导师又是课题负责人，承担

着教学与科研的双重任务，科研导师制的实施有利

于促进学校“产、学、研”机制的发展。
⑹ 科研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导师和学生一起

经历科研攻关的艰辛、成功的喜悦，也一起体会失

败的痛苦，有利于实现教学相长。
综上所述，实施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具有重要的

意义，但国内对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的研究还不够

深入，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

2 本科生“1 +3”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的探索

现行的本科生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主要有“全

员科研导师制”、“全程科研导师制”及“本科毕业

论文导师制”等，这些培养模式对促进相关高校本

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个性化的发展均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但不同高校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学生

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探索更适宜的培养模式。基于此，我们

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本科生‘1 + 3’
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的思路。
2． 1 “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及运行模式

刚入学的本科生对大学生活还处于适应期，对

专业了解甚少，对导师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所以

在大一入学就分配导师，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互选”，这也正是“全程式”科研导师制存在的弊

端。而本文提出的“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则

分两个阶段进行，“1 阶段”即一年级，“3 阶段”即 2
－ 4 年级，共 3 年。其中“1 阶段”每个自然班级配

一位科研导师，由各系在新生入学教育前推荐完

成，任期 1 年。在入学教育中即开始向学生灌输科

研思想，培养科研意识。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以

召开班会、现场参观等形式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接

触其他指导老师，了解各位导师的科研情况，并培

养学生的科研兴趣。“3 阶段”导师在第二学期末

通过“师生互选”的方式进行，根据学生自愿的原则

及学生在第一学年的整体表现实行“双向选择”，但

并非所有学生都必须选择导师。第四学期末进行

补选，第一次没安排导师的学生可以继续“双向选

择”，安排了导师的学生也可以更换导师或导师劝

退学生，本次确定了授受关系后原则上将维持到本

科毕业。第六学期末将进行最后一次扫尾工作，即

没有安排科研导师的同学必须落实导师以完成毕

业论文工作。“3 阶段”导师除了负责科研指导外，

还要承担相应的德育、就业指导等职责。本科生“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框架及运行模式分别如

图 1、图 2 所示。

图 1 “1 + 3”科研导师制培养模式框架图

图 2 “1 + 3”科研导师制运行模式图

2． 2 导师职责

⑴ 帮助学生了解和熟悉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计

划、课程体系、教学大纲及各专业方向等内容。
⑵ 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新等科学研究活动，

并向学生介绍进行专业研究的方法，组织和指导学

生撰写学术论文，积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⑶ 指导学生高质量完成本科毕业论文。
⑷ 指导学生选课，并协助指导其升学 ( 考研)

或就业。
2． 3 导师遴选条件

⑴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⑵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工作认真

负责、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熟悉各教学环节及培养

过程，具有丰富的教育教学及科学研究经验。
⑶ 具有副高或以上职称、硕士及以上学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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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平台及充足的科研经费( 各专

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细则) 。
⑷ 导师实行聘任制，由各系自主聘任，报学院

备案，导师任期一轮为 3 年，每年均可增补，不称职

者及时解聘; 为鼓励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可以

跨系、专业聘请导师。
2． 4 考核及激励措施

⑴ 从学生科技创新立项、获奖、毕业论文质

量、就业及研究论文发表等方面对导师和学生进行

考核。
⑵ 导师工作每学年考核一次，为导师做出工

作鉴定，评出优秀、合格、不合格，考核情况存入本

人档案。
⑶ 导师的考核结果将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

体现，评价结果为优秀的科研导师，授予“优秀科研

导师”的荣誉称号，在职称晋升时优先考虑。
⑷ 学生的考核结果将作为“评优”、“评奖学

金”的主要依据，也可直接给予奖励。

图 3 本科生科研导师制评价机制模式图

总之，本科生“1 + 3”科研导师制可以克服本科

生导师制或全程科研导师制等的不足，受普通二本

院校“师生比”较低的影响也较小，且实施过程具有

较大的灵活性。但监督、考核和激励措施能否落实

到位仍是重要的制约因素。目前该制度已在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实施，从初步效果来看，学生的科研

意识、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及对专业的认识等方面均

有较大的进步。我们深信，随着考核、激励措施的

落实及学校绩效工资的实施，该制度一定能很好地

落实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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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de of“1 + 3”Ｒesearch Tutorial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s

XIE Zong-bo， JIANG Guo-fang， LIU Yun-hai， LE Zhang-gao
( School of Chemistry，Biology and Material Science，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investigation，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college，this pa-
per explores the mode of research tutorial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s． After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sig-
nificanc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research tutorial system，we put forward the line of thinking to build the
mode of“1 + 3”research tutorial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tutorial system; training mod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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