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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对于工科人才在科研创新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高校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

模式才能适应社会进步，为此国内诸多高校开始采用导师制来应对人才培养的需要，然而在该制度应用

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重庆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导师制为例，通过分析现存问题，

介绍了完善后人才培养要求，阐明了导师制具体实施内容，为土木工程等工科方向中导师制培养提供了

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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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evel, engineering talents in scientific re-
search and innovation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o improve 
th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to adapt to the social progress, therefore the domestic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an to adopt tutorial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of talent training, however, 
the system still has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 Taking the tutorial system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i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troduces the requir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after the improve-
ment, and clarifies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contents of the tutorial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tutorial system training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other engineering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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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人才是国家发展的主动力来源，各国内部发展创新型人才已成为国际竞争中重

要一环[1]，我国为此落实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然而国内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情况，

如何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培养出能担当伟大复兴事业的创新型人才，是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本科生是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培养人群，提高本科生的自主科研创新能力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础。

加之土木工程是一门理论、实践结合紧密的应用型学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新技术、新材料引

入该领域，土木方向的本科生要在掌握传统建筑理论基础之上，具备一定的科研创新能力[2]，以此才能

更好应对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出现的工程新兴问题。  
我国自从 2002 年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3]，该制度在培养本科生创造力、树立正向人生观、提高学

生科研热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效应，同时提高了师生互动性，然而对于一些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类似于

土木工程，其下属的二级学科方向诸多，且刚入学的大学生，专业培养方案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

导致学生对于导师制的需求性不得已体现。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工程领域不断发展出新工艺、新材料，

只有在掌握传统建筑基本设计技能的同时还保持一定科研创新能力，才能应对工程领域出现的新兴问题

[4]。综上，如何培养出基础厚、志向高、素质高、社会适应力强的创新型人才成为高校主要挑战。 

2. 国内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科研培养现状与存在问题 

与欧美国家相比，国内本科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在上世纪 90 年代

前，国内理工型大学生主要通过“数学建模”等科研比赛来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90 年代之后，国内

借鉴了欧美大学科研人才成功培养案例，开始制定出更高效的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计划[5]。当前我

国主要采用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为主、各类科研技能竞赛为辅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方式。本科生

导师制也是在此之后于国内开始实行。根据《重庆科技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重科院委〔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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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号)，我校于 2019 年全面实现本科生班导师制，其中主要为发挥人才培养中教师的主导作用，要求导

师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在学业指导、专业指导、能力培养以及朋辈帮扶等

方面提供指导与支持[6]。然而在该培养模式之下，由于发展时间短，仍存在着诸多有待完善的问题。 
首先，教师对导师制认识存在问题。以重庆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为例，虽然我校积极开展教学改

革，在本科生范围推行班导师制，选任专业教师来担当本科生导师，但在该过程中，教师们并没有真正

意义上领会到导师制相关内涵，作为本科生导师他们不清楚自己应当做什么、如何去做。大多的专业教

师将导师制表面理解为每学期找学生谈几次话，了解一下近况学习、生活等情况，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专

业指导以及思想交流，这与导师制实行初衷所相违背。此外，教师们在职称评定、高校政策以及自身繁

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情况下，对于学生生活、科研等投入大大受限，无暇顾及到每位学生的特点，因材施

教。因此，专业教师们对于导师制里自身工作认识不够到位，疏忽遗漏了学生培养，这样很难达到导师

制提高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目的。 
其次，土木工程专业科研平台受限。在重庆科技学院内，科研经费主要的倾斜对象仍为研究生，由

于土木专业内部相关经费短缺、设备不足，一些针对于本科生的科技创新培养项目实际成效受限。同时，

由于土木工程专业的相关试验大多为大型力学试验，其对于场地以及使用人员的要求较高，加之考虑到

使用人员安全及设备损坏风险，在实际操作中能亲身使用设备的本科生占比较小[7]。 
最后，学生缺乏主动性及持久科研热情。学院内学生存在对自己专业的导师制理解不充分，在专业

导师、辅导员、班主任中分不出其中区别。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到导师制对于自身学业发展、专业提升、

思维引领方面重要性。同时，由于国内的学生大多从小受义务教育的影响，习惯了在被动学习的状态下

接受知识，因此很少会主动和导师取得联系进行专业方面沟通[8]。在大多本科生科研项目申报的初期都

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兴趣，然而在项目立项后进行的过程中，遇到一些不能及时处理的困难后，容易萌

生不了了之、应付了事的心理。尤其是土木工程类工科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中课程任务基本占据了大

学生绝大多数校内时间，假期也存在实习安排。以上问题的出现导致本科生导师制度虽然实施但并未发

挥出实质应有的作用，亟待有效的改革与完善。 

3. 本科生导师制的提升改进对策 

针对重庆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现有条件，

提出如下改善措施： 
1) 构建“党建+”导师制培养体系 
提升党建对导师制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党建重点目标中纳入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有计划、有重点、

有考核的实施进行。围绕促进学生科研创新思维能力提升，保证学院内部重点工作特别是涉及到导师制

提升及促进相关工作，先经党总支研究后提交至党政联席决策制度，修订完善与导师制相关党总支议事

规则。 
2) 建立健全导师管理及考核制度 
一是完善导师选拔、培训及考核制度；针对于专业导师工作方法、纪律提出要求，并定期举行导师

分享交流会，总结不足，取之精华，推行成果案例，提高导师综合指导能力。二是形成指导方式多样化；

导师通过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座谈讨论等多元化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三是对导师每学年考核一次；

针对专业导师公职完成度、指导成效、学生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核，对于优秀导师进行相应奖励，并纳

入评优以及年度考核依据。 
3) 完善学生的管理与考核制度 
首先，要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让学生怀有虚心求教、尊师敬师的心态，服从导师管理与教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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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让学生加强与导师联系，主动联系导师，固定时间与导师见面交流学习近况，制定科学规范的发展

计划。再次，学生要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参与导师所在项目及课题学术研讨，在科研实践过程中认真踏

实，培养自身创新、科研思维。最后，完善本科生考评制度，在学生的期末时间由导师对其学术、科研

过程进行打分，其结果纳入综合测评依据，对表现优异突出的学生进行相应物质及精神奖励，纳入评优、

奖学金评定依据。 
4) 完善导师指导学生科研细则 
重庆科技学院导师指导学生工作细则主要从四个阶段进行，包含到学生本科生涯 4 年时光。第一阶

段为基础培养阶段，主要为本科生第一学年至第二学年上半学期，主要目的为促进本科生科研兴趣，并

具备基本的文献检索、文案排版能力。第二阶段为科研入门阶段，跨度为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第二学年至

第三学年上半学期，培养学生掌握土木相关试验操作、处理实验数据并具备撰写试验报告及申报书的能

力。第三阶段为时间创新阶段，时间跨度在本科第三学年至第四学年上半年，主要通过一些科研竞赛、

专业创新试验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科学研究素养，并发掘出一些表现优异学生为日后攻读研究生打

牢基础。第四阶段为全面完善阶段，时间包含在本科生大三下半学期至学位毕业，主要通过本科生毕业

设计论文撰写，完善其资料整理、文献检索、技术路线制定、论文答辩等全过程研究，让有打算攻读研

究生的同学提前进入研究生状态。 

4. 实施成效 

重庆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自从实施导师制几年来，本科生综合素质水平明显提高，本科生获评省

部级优秀学位论文 10 余位，在学生们积极申报并顺利结题相关国家级、省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50
余项，参与“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70 余项。毕业生就业率稳定，考

研率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取得以上成效与本科生阶段导师对于其在科研、学术、创新创业、就业布

局等全方面培养密不可分。整理相关学生资料得到，实行导师制后的学生在学年成绩、优秀毕业率、就

业率、获奖率等方面均高于以前未采用该制度时期的学生。学院对学生进行相应实施成效匿名问卷调查，

其中进 90%学生支持实行本科生导师制，认为其对自身学习及工作有帮助。 

5. 结语 

随着时代发展进步，基础设施建设蓬勃推进，这对于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科研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通过剖析重庆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导师制实施方案以及改进对策，有效的促进了师生共同参与导

师制积极性，提高了该院本科生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土木工程专业未来培养方式提出一条新道路，为同

类学科院校采取本科生导师制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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