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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职业技术教育专硕培养中，导师选择对学生学术成长与职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运用扎根理论方法，

通过深度访谈15位职业技术教育专硕，经严谨的编码分析流程，构建了包含“厚德行、高责任、助发展、

重契合”的多维度影响因素模型。厚德行是基础因素，高责任是核心因素，助发展是吸引因素，重契合

是保障因素。基于此，提出构建多维动态的导师评价机制、建立导师指导能力的梯度培养体系、优化师

生双向适配的智能匹配模式、强化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产教融合的资源协同供给、拓展导师跨文化比较

研究的纵深五大建议，旨在推动导师队伍建设与专硕培养质量的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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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master’s students, the selection of tutor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tudents’ academic growth and career development. Using the grounded the-
ory metho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master’s stu-
dents, and through a rigorous coding analysis process, a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including “moral integrity, high responsibility, assisting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ing fit” has 
been constructed. Moral integrity is the foundational factor, high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re factor, 
assisting development is the attractive factor, and emphasizing fit is the safeguard factor. Based on 
this, fiv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tutor evaluation mecha-
nism, establish a tiered training system for tutor guidance capabilities, optimize the intelligent 
matching mode of two-way teacher-student fit, strengthen the resource collaboration supply of ac-
ademic and corporate tutors i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expand the in-depth compara-
tive research of tut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im-
provement of tutor team building and the quality of master’s stud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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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专硕(045120)作为培养高层次职业教育师资和专业人

才的重要途径，其培养质量受到了广泛关注。导师的学术水平、指导能力、研究方向以及与学生的互动

等诸多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科研产出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然而，目前关于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究。运用扎根理论，旨在深入挖掘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过程中潜在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构建全面且科学的理论模型，为职业技术

教育专硕培养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进而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专硕的培养质量。 

2. 文献综述 

2.1.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的培养定位与核心价值 

第一，培养定位。蒋莹等(2024) [1]认为职业教育硕士是未来高水平职教师资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学生、准教师和技术人才的三重角色。唐瑗彬等(2023) [2]认为加大对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培养力度，致力于提升职业学校教师的整体学历层次，从而有力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郭姣

龙(2019) [3]认为职业教育硕士的培养对于提升职教教师队伍素质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职教领域)研究生，旨在为中等职业学校培育高层次的“双师型”师资。该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采用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两种模式，学生完成学业后，将获得教育硕士学位证书与硕士研究

生学历证书。第二，核心价值。巨岚(2022) [4]认为教育硕士是通过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的培养模式，历经

系统的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能力训练，塑造出卓越的职业技术教育实践能力。他们不仅能够熟练承担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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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教育教学任务，还具备出色的管理能力，足以胜任中等职业学校的相关工作。 

2.2. 研究生导师的角色演变与功能拓展 

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研究生导师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是推动研究生培养进程的核心要素。第

一，角色演变。巨岚(2022) [4]认为随着研究生教育需求的不断演变，导师的角色定位已发生深刻转变。

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者，而是逐渐演变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第二，功能拓展。

赵莉莉(2024) [5]认为导师是进行研究生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路径之一，为研究生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主题选取了来自江苏省某大学内 15 位职业技术教育专硕进行访谈，涵盖不同研究方向、学

历经历、本科专业，且在是否有相关工作经验、是否为第一志愿、是否来自省内等方面存在差异，确保

了样本的广泛性和全面性；通过访谈收集到了丰富而详尽的数据，充分展现了参与者选择导师的决策过

程、考虑因素、对导师的期望要求等，具有代表性。这 15 位专硕来自不同专业方向，他们积极进取、对

学术研究充满热情，具有典型性。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的影

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还能为学校优化导师管理、改进培养模式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nd background statistics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与背景统计 

访谈人 性别 方向 学历经历 本科专业 是否有相关工作经验 是否为第一志愿 是否来自省内 

S1 男 财经商贸 4 年本科 市场营销 否 是 是 

S2 女 电子与信息 3 + 4 学前教育 是 否 是 

S3 女 装备制造 3 + 2 + 2 跨境电子商务 否 是 是 

S4 女 旅游 3 + 2 酒店管理 否 否 是 

S5 女 旅游 考研二战 英语 是 否 否 

S6 女 电子与信息 4 年本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是 否 否 

S7 女 电子与信息 3 + 4 旅游管理 否 否 否 

S8 女 旅游 211 本科 商务英语 是 否 否 

S9 男 装备制造 4 年本科 土木工程 是 是 否 

S11 女 财经商贸 3 + 4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否 是 是 

S12 女 旅游 4 年本科 旅游管理 否 是 否 

S13 女 财经商贸 3 + 2 + 2 市场营销 否 是 否 

S14 男 旅游 4 年本科 酒店管理 是 是 是 

S15 女 旅游 3 + 4 酒店管理 否 是 是 

注：3 + 4 指 3 年中等职业教育 + 4 年本科教育；3 + 2 + 2 指 3 年中等职业教育 + 2 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 2 年本

科教育；3 + 2 指 3 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 2 年本科教育。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遵循其开放性、系统性和归纳性的原则，同时结合访谈对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6]。基于编码结果构建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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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模型。在正式访谈之前，根据研究目的和已有文献，设计了详细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访谈提纲

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学生选择导师的决策过程、选择导师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对导师的期望和

要求、与导师的互动情况以及选导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访谈采用一对一的方式。 

3.3. 资料编码 

第一步，开放性编码。在本研究中，对转录后的访谈文本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反复阅读和分析，

从资料中提炼出了大量的初始概念。经筛选提取出“声誉影响力”“成果吸引力”“风格适配度”“性格

亲和力”“责任关注度”“学历背景认可度”“经验借鉴度”“频率满意度”“关系融洽度”“团队和谐

度”“发展推动力”“资源丰富度”“经费保障度”“方向匹配度”“精力充沛度”15 个初始概念。 
第二步，主轴性编码。对初始概念进行分析，将具有相似属性和关系的概念归为同一类属。例如，

将“声誉影响力”“成果吸引力”“经验借鉴度”等概念归为“学术建树”类属；将“风格适配度”“性

格亲和力”“责任关注度”等概念归为“风格鉴评”类属。经过主轴性编码，共形成了 8 个类属，这些

类属涵盖了导师特质、教学能力、指导风格、师生关系等四个方面。 
第三步，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分析的最后阶段，旨在从主轴性编码形成的类属中提

炼出核心类属，并构建起系统的理论框架。“导师综合吸引力”涵盖了导师特质因素(包括学术声誉、教

学实践能力、个人品德修养等)、导师–学生互动因素(包括指导频率、沟通效果、师生关系融洽度等)、
导师资源助力因素(包括学术资源提供、职业发展支持、科研经费保障等)以及导师–学生契合因素(包括

研究方向契合度、兴趣爱好相似度、培养目标一致性等)。最终得到具体编码，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ree-level coding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oosing a thesis advisor for master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表 2.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影响因素三级编码 

选择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 原始资料 

厚德行 

学术建树 

声誉影响力 我听闻该导师在职业教育领域声誉斐然，其学术造诣深受同行认可与推

崇，此乃我倾向于选择他的重要缘由之一。(S1) 

成果吸引力 

经查阅，该导师不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还主持了多项具

有前沿性和影响力的科研项目，如此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应用类的成

果，无疑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是 3 年中专旅游管理 + 4 年本科旅游

管理，我坚信跟随其学习可收获颇丰。(S2) 

经验借鉴度 

我是五年一贯制大专 + 2 年本科，是省技能大赛冠军，我选导师的时候会

比较关注他的行业经验。有丰富的经验就可以给我带来更多宝贵的实际案

例和实用的经验。这些都能够让我更好地去理解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也能让我将理论和实践知识更好地结合起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S13) 

学历背景 
认可度 

具有海内外名校背景的导师，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先进的

教育理念，这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硕士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具有潜在的积极

影响，因而成为我选导师时会考量的因素之一。(S12) 

风格鉴评 

风格适配度 
部分导师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侧重于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而另一些导

师则更关注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我深知，选择与自身学习风格相契合的

导师，对于学业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S3) 

性格亲和力 

从以前的经验以及在和师兄师姐的交流当中，我发现导师性格对于师生互

动和学习氛围有比较大的影响。我希望导师的性格好一点，能够以耐心、

友善的态度进行指导，如果导师过于严厉的话，会给我带来较大的心理压

力，可能会影响到学习效果。尤其对我 3 年大专所学的酒店管理专业 + 2
年本科所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有所了解。(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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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责任关注度 
我认为，一位富有责任心的导师会认真对待学生在学习、科研以及生活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需求，给予及时且有效的指导与帮助而非敷衍塞责，特

别是对自考来的学生。(S10) 

高责任 

督学疏密 频率满意度 

通过和其他同学进行沟通之后，我了解到每位导师的指导频率都不同。有

的导师会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及时给他们反馈和指导，但是有的

导师会因为各种原因和学生见面交流的次数比较少。我觉得合理且高频率

的指导对于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困惑、把握研究方向和促进学术成长都

是有帮助的。(S5) 

教泽学缘 

关系融洽度 我期望能够进入一个师生关系融洽的团队，在导师的引领下，与同学们共

同成长、进步。(S7) 

团队和谐度 
听说有些导师的团队氛围融洽，师兄师姐之间团结互助、积极向上，我觉

得这种良好的团队环境能够激发我的创造力和合作精神，有利于进行学术

交流与合作。所以在选择导师的时候我会考虑这个团队的学习氛围。(S14) 

助发展 

事业拓进 发展推动力 
我希望我选择的导师能够在职业发展方面给我一些明确的指导和有力的支

持和帮助，比如推荐优质的实习机会、介绍相关行业的工作机会等，这对

我的职业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S6) 

学术宝储 

资源丰富度 我本科是 211 的，本科学校资源丰富且对学生要求严格，导师若能严谨治

学、严格管理学生，且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是我考量的重要因素。(S8) 

经费保障度 

我觉得在研究项目的开展和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当中，科研经费是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所以在选择导师的时候我会考虑到这个因素，避免因经费短

缺导致研究受限或停滞，希望导师能够保障我们可以充分开展学术探索和

实践创新。(S15) 

重契合 

路径同归 方向匹配度 

职业教育涵盖多个研究方向，我个人对职业教育中的课程开发方向有着浓

厚的兴趣和深入研究的意愿。因此，我期望所选导师的研究方向能够与我

的兴趣点高度契合，这样可以使我在导师的指导下，更加专注、深入地开

展相关研究，提高学习效率和研究质量，实现个人学术目标与导师研究方

向的有机统一。(S9) 

师者精魄 精力充沛度 

导师所带学生数量的多寡会直接影响到其对单个学生的精力投入和关注

度。我更倾向于选择带学生数量适中的导师，以确保其能够有足够的精力

关注我的学习和研究进展，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避免因导师精力有

限而导致指导不足的情况发生，从而保障我的学业顺利推进。(S11) 

3.4. 饱和度验证 

饱和度验证是扎根理论的关键环节，旨在判断收集的数据对研究现象的代表性，以及是否存在未被

发现的新信息或概念。本研究在完成初步资料收集与编码后，选取额外 5 名职业技术教育专硕进行访谈。

对新资料按开放性、主轴性和选择性编码流程分析，新访谈内容如“导师行业口碑影响选导”可纳入“学

术建树”概念，未发现新的概念。同时，新资料能合理归入“导师特质”“导师–学生互动”“导师资源

助力”“导师–学生契合”类属框架，类属间关系也无变化，如导师与学生沟通描述进一步丰富相关类

属内容但未产生新类属。经分析，新资料未产生新的概念、类属，现有理论框架无需重大调整，表明本

研究在数据收集与资料分析上达到较高的饱和度。 

4.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对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的分析，构建如图 1 所示的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的影响因

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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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oosing a thesis advisor for master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图 1.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选导师影响因素 

4.1. 厚德行：基础因素 

“厚德行”维度通过学术权威性、教学适切性与人格感召力的三重作用，重塑职业教育导师的评价

标准。学生在选择导师时，需辩证看待硬性指标(如论文数量)与软性特质(如责任心)的关系，尤其需警惕

“唯成果论”倾向，应通过多种途径全面评估导师的德行匹配度。 

4.1.1. 学术建树的复合评价体系 
“声誉影响力”与“成果吸引力”共同构成导师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基准。一方面，学术声誉体现为

导师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界地位，如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等标志性成果，此类成

就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学术信心与研究高度，如 S1 指出的导师“声誉斐然”。另一方面，“经验借鉴度”

与“学历背景认可度”则拓展了学术建树的内涵：前者通过导师的行业实践经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如 S13 强调导师所带来的“实际案例”；后者依托海内外教育背景，如 S12 提到的“国际视野”，赋予

学生跨文化研究能力。二者共同形成“经验资本 + 文化资本→学术资本”结构。 

4.1.2. 教学实践能力的双轨驱动模式 
教学能力的评价需突破传统课堂范畴，延伸至“风格适配度”与“责任关注度”的协同作用。其一，

教学风格的适配性体现为导师对职业教育特殊性的把握，严谨型导师侧重理论体系构建，如 S3 提到的导

师侧重于“夯实理论基础”，而实践型导师则通过项目驱动教学来强化应用能力，学生需根据自身发展

需求进行匹配选择。其二，责任意识通过“性格亲和力”与“指导投入度”实现，导师的耐心指导，如 S4
觉得导师的“友善态度”能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而对学生需求的及时响应，如 S10 提到导师的“有效

指导”，能直接影响研究进度与质量。这种“风格–责任”双轨机制，本质上是教学模式从单向传授向师

生共建的转型。 

4.1.3. 人格特质的隐性育人价值 
导师的品德修养通过“性格亲和力”与“责任关注度”渗透到培养全过程。学术诚信，如 S10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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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塑造了学生的科研伦理观；而人文关怀，如 S4 提到的“心理压力调控”则构建情

感支持网络。人格特质的影响具有延时效应，即导师的敬业精神，类似 S10 所提及的“认真对待问题”，

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这种隐性育人机制往往比显性知识传授更具持久影响

力。 

4.2. 高责任：核心因素 

高责任导师的作用体现为指导频率、沟通质量与关系建设的系统整合。学生的实证反馈与学术研究

结论共同表明，这三者的协同优化是提升学术培养效能的关键路径。 

4.2.1. 导师指导频率的差异化影响 
指导频率作为学术指导的核心变量，直接影响学生的研究效率与成果质量。高频次指导能够通过定

期讨论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术困惑，明确研究方向。例如，部分导师采用每周一对一交流模式，动态跟

踪研究进展，并在论文撰写、实验设计等环节提供针对性建议，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术产出能力[7]。然

而，也有导师因工作负荷等原因导致指导频率不足，使学生在关键节点缺乏有效支持[8]。这种差异化现

象表明，学生在导师选择中更倾向能够保障稳定指导频率的导师，如 S5 提到的更倾向于选择指导频率高

的导师，以规避学术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4.2.2. 沟通成效的双向建构作用 
高效沟通是优化师生互动的核心路径。一方面，导师需根据学生需求灵活选择沟通媒介，确保信息

传递的及时性与准确性[9]；另一方面，沟通内容需涵盖学术进展、心理状态等多维度，体现导师的全方

位支持。如 S7 强调对“师生关系融洽的团队”的期待，折射出学生对情感支持与学术引导的双重需求。

研究表明，导师通过倾听学生观点、给予建设性反馈，可显著增强学生的学术自信与合作意愿。这种双

向互动不仅深化了师生信任，更为后续协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4.2.3. 师生关系与团队氛围的协同效应 
和谐的师生关系与积极的团队氛围具有显著的学术赋能价值。在关系融洽的团队中，学生可自由参

与学术对话，激发创新思维，而良好的团队和谐度则能提升合作效率，如 S14 所说“师兄师姐之间团结

互助”。部分导师通过组织学术沙龙或实践考察活动，既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又强化了团队凝聚力

[10]。此外，和谐关系还可为学生链接学术资源(如会议参与、导师人脉)，形成“学术支持–情感联结”

的双轨发展模式。S14 对“团队学习氛围”的重视，进一步印证了环境因素对学术成长的长效影响。 

4.3. 助发展：吸引因素 

学术资源是基础支撑，职业指导是价值延伸，经费保障是运行枢纽。三者构成协同驱动的“助发展”

体系，其中学生在选择导师时，应系统评估导师在这三个维度上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实施效能，而非单一

关注某方面优势，如此才能实现学术能力与职业发展的双重增值。 

4.3.1. 学术资源的全面供给与深度支持 
“资源丰富度”是支撑学生开展高质量研究的基础要素。第一，导师通过整合文献数据库、实验平

台及学术网络资源，可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前沿动态，并依托实验室设备支持实践研究，譬如 S8 提及的

“先进的实验设备”。第二，导师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国际交流等活动，对应 S8 提到的“学术交流机会”，

构建学生与领域专家的对话渠道，例如鼓励学生在核心期刊发表成果或在国际会议上进行学术汇报[11]。
这种资源整合不仅拓展了学术视野，更通过“资源丰富度”实现了研究能力的阶梯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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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职业发展指导的精准化实施路径 
职业“发展推动力”的实质在于导师的行业资源转化能力。具体而言，导师需通过“事业拓进”，将

学术培养与职业需求对接：一方面基于个体评估，如 S6 所述“给我一些明确的指导”，制定个性化职业

规划；另一方面通过校企合作网络，提供优质实习岗位，如 S6 强调的“推荐实习机会”，形成从能力培

养到就业落地的闭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超越简单的岗位推荐，建立长效跟踪机制，如通过校友资源网

络持续优化学生的职业发展轨迹。 

4.3.3. 科研经费的系统化保障机制 
“经费保障度”直接影响研究项目的可行性与创新空间。导师作为经费管理者，需实现双重目标：

在供给层面确保做到像 S5 说到的“保障我们可以充分开展学术探索和实践创新”，避免因资源短缺导致

研究中断；在管理层面建立“高效利用”规范，通过预算编制培训提升学生的经费自主管理能力。这种

保障机制不仅体现为经费数额的充足性，更需通过动态评估体系实现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4.4. 重契合：保障因素 

“重契合”维度通过研究方向匹配度、导师精力分配阈值与兴趣目标协同性的三维联动，构建师生

协作的可持续保障机制。学生在选择导师时需超越表层领域标签，系统考察学术路径兼容性、指导资源

可及性以及价值愿景一致性，从而规避因方向偏差、精力分散或目标错位导致的潜在风险，确保学术指

导的精准性与职业发展的长效性。 

4.4.1. 研究方向契合度的学术赋能效应 
研究方向的高度契合是学术指导有效性的基石。学生个体兴趣与导师研究领域的精准匹配，如 S9 对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浓厚兴趣，能够显著提升学术研究的专注度与创新潜力。以职业教育信息化领

域为例，若学生选择该领域权威导师，可通过系统性指导深化理论认知，并在实践层面获得针对性资源

支持[12]。研究表明，研究方向契合度高的师生组合，其论文发表质量与课题完成效率普遍优于匹配度不

足的组别。这种契合不仅体现为领域一致性，还需关注研究方法的兼容性——例如定量分析与质性研究

取向的协同。因此，学生在选择导师时需超越表层领域标签，深入考察其学术路径与自身研究设计的兼

容性。 

4.4.2. 导师精力分配的指导效能阈值 
导师精力充沛度，如 S11 强调的“学生数量适中”标准，直接决定了指导资源的可及性与个性化程

度。虽然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但如果导师因指导学生数量过多导致精力分散，仍可能削弱指导实效。如

某导师在职业教育领域成果斐然，但若同时指导 20 名以上学生，其反馈周期可能延长，个性化指导强度

下降。反之，指导学生数量适中的导师，往往能通过定期组会、阶段性成果审查等机制，实现资源分配

的最优化。而精力充沛度并非孤立指标，需与导师的时间管理能力、团队协作模式结合评估，以避免片

面追求“低负荷”导师而忽视其学术活跃度。 

4.4.3. 兴趣协同与目标一致的耦合机制 
兴趣偏好的隐性契合与培养目标的显性对齐，共同构成“重契合”的双螺旋结构。S9 对“研究方向

深度匹配”的诉求，隐含了对学术兴趣协同的需求，当师生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价值认知、方法论偏

好等方面产生共鸣时，可激发更高效的学术对话。这种协同性可通过非正式学术活动(如联合调研、学术

沙龙)得以强化。与此同时，培养目标的一致性要求师生在学术产出形式、职业发展路径等方面达成共识。

如若学生希望在学校任教而导师侧重产业合作研究，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因此，目标对齐需通过入学前

的深度沟通实现前瞻性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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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导师选择对策 

基于扎根理论构建的“厚德行、高责任、助发展、重契合”四维模型，系统揭示了职业技术教育专硕

选导师的动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师生匹配效能不仅取决于导师的学术能力与资源供给，更依托于责

任驱动的互动质量、契合导向的目标协同以及动态适配的保障体系。为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动能，提

出以下建议。 

5.1. 构建多维动态的导师评价机制 

导师的学术能力、教学适配性及人格特质共同构成其综合影响力，这就要求现行评价体系需突破单

一量化指标的限制。可以整合学术贡献、教学创新及师德表现等多维度指标，形成动态评价框架。具体

可以参考英国“教学卓越框架”(TEF)的评估逻辑，将“指导风格与职业教育需求的契合度”纳入导师考

核标准，并增设行业专家评审环节，强化实践经验的评价权重，避免“唯论文数量”的片面导向。   

5.2. 建立导师指导能力的梯度培养体系 

职业技术教育专硕培养质量的关键影响变量可解构为三个核心维度：指导频度效度、师生交互质量

及团队协作效能。基于多维分析框架，学校需建立导师专业化发展长效机制，具体可依托分阶段、系统

化的能力提升工程，着重优化导师群体的个性化育人能力与情感支持素养。可以举办“差异化育人能力

提升工作坊”，帮助导师基于学生个性特质设计差异化成长路径，重点强化导师在学生心理疏导方面的

能力。应着力构建导师协作共同体，让资深导师与新晋导师协同指导机制，该模式既能有效分担个体指

导压力，又可通过经验传承机制，在代际协作中形成育人智慧的良性循环。 

5.3. 优化师生双向适配的智能匹配模式 

提升学术培养质量的首要前提是精准定位研究方向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契合点。学校应搭建师生双向

匹配系统，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导师研究方向、指导风格与学生学术志趣、发展诉求的立体信息交互模块，

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人岗精准适配。学生通过网络能系统了解导师的研究领域、课题方向及指导风格；导

师亦可同步收集学生的学术兴趣、职业规划与学习习惯等信息。学生在正式确定导师前，可以提前参与

意向导师的课题讨论、学术活动等，以此直观判断双方匹配度。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选择偏差，

形成“双向了解–自主选择–深度合作”的良性培养机制。 

5.4. 强化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产教融合的资源协同供给 

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打通学术资源与实践资源的双向通道。建议实施“校企双导师联合

指导 + 项目驱动”的育人模式：企业导师侧重输送行业一线真实需求与实操场景，学术导师专注学术思

维与工具方法训练，双方协作设计“产教融合”课题并形成案例库。同时构建校企资源动态对接机制，

建立包含企业课题承接量、实习岗位转化率等指标的导师评价体系，将校企合作成效与导师聘任晋升直

接挂钩，形成“产业需求牵引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反哺实践创新”的良性循环，破解产教融合的“两张

皮”难题。 

5.5. 拓展导师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纵深 

当前研究聚焦国内样本，未来可结合国际职业教育体系，如德国“双元制”企业导师角色、新加坡

“教学工厂”模式等展开对比分析，探索文化差异对导师职能定位的影响。例如，对比中德职业教育导

师在“学术权威性”与“实践导向性”上的权重差异，可为我国导师队伍的国际化能力建设提供策略依

据，助力“一带一路”职教合作中的师资标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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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25 年江苏理工学院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职教专硕培养模式：中职旅游专业线路规划师培养

实践研究(XSJCX25_94)，主持人：王福薇。2023 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中职重点)，职教专硕培

养模式提升研究——以江苏理工学院为例(B/2023/02/94)，主持人：孙建波。2024 年江苏理工学院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一般课题，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和创造活力激发机制研究(项目编号：YJSJG2404)，
主持人：孙建波。江苏省终身教育研究 2024 年度科研项目，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行业新工匠培养研究—

—以新能源行业为例(24SZJ002)，主持人：孙建波。2023 年度江苏理工学院常州新能源之都发展研究专

项，常州推进新能源之都的产业工人精细培养研究(KYY23506)，主持人，孙建波。2025 年江苏理工学院

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生成式 AI 赋能的 Z 世代中职生学习倦怠转化机制研究(XSJCX25_91)，主持

人：彭欣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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