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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推进班导师工作制是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实践。班导师是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学业生涯发展、职业生涯规划的引导者，班导师工作制是高校做好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有效方法。

面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文章以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中
加合作)为例，分析了班导师工作的内涵，总结了班导师工作的不足，也对高职院校班导师工作的优化策

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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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class tutor work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to ad-
here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class tutor is the 
guide to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growth, academic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areer planning, so the class tutor work syste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ducate students in the whol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55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55
https://www.hanspub.org/


魏梦婷，郑怡清 
 

 

DOI: 10.12677/ve.2025.141055 374 职业教育发展 
 

process and in all aspects of college. In the fac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this paper takes the Hotel Management and Digital 
Operation (sino-Canadian program) of 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lass tutor work,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lass tutor work, and also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class tutor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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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一种办学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开展国

际教育合作交流与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使命[1]。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是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高职

院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学历的新途径。同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通过引进先进

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有助于培养具备专业知识、行业技

能、职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人才。 

2. 班导师工作的内涵 

高职院校班导师一般由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熟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了解教学管理规定的教师担任。

班导师的工作既不同于思政辅导员，也不同于专任教师，但三者之间有重合的地方。思政辅导员主要负

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辅导、组织学生活动以及管理学生日常事务，并且辅导员一般要负责

好几个班级的学生，人数较多，很难实现精准育人。专任教师主要负责课程教学和学术科研，与学生接

触主要还是在课堂上，注重传授专业知识给学生。班导师工作制决定了每个班级都配有一名班导师，他

们既是班级的任课老师，也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他们承担了“教书”和“育人”的双重使命[2]。 
在实际工作中，班导师的主要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在课堂

内，班导师将思想政治融入课堂教学，通过课程思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课堂外，班导师又是班级的管理者，通过与学生日常的接触，关注学生个人的身心状态，充分发挥言

传身教的作用，将普遍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助力大学生健康成长。第二，指导学生学业。作为班级

的任课教师，班导师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阅历，注重夯实学生的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树立创

新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班导师在指导学生学业方面不仅是提供学习方法，同时还应加强

对班级学习情况的掌握，建立系统的学业监督、考核和评价体系。第三，促进学生就业。班导师充分发

挥沟通的桥梁作用，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专业以及行业市场，提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帮助学生

树立自信。班导师通过指导学生职业规划、了解学生就业愿景并及时掌握学生就业情况，积极促进高校

大学生就业工作。 

3. 班导师工作的探索 

2017 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酒店管理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始招生，学制为 3 年国内培养，

符合毕业条件后获得本校毕业证书和加方院校课程证书。大三年级学生需同时符合毕业要求和英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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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即可申请加方合作院校的本科，再到加拿大进行 1 年的专业培养，合格者可获得加方合作院校的本

科学历证书。除了去加方合作院校留学的学生，其余学生可选择国内专升本和就业，这就要求班导师与

专业部主任、任课老师、辅导员、企业导师以及外教联合培养学生，根据不同年级的实际需求开展有针

对性的班导师工作，有利于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3]。 
面对大一年级的学生，班导师的工作重心是班级学风建设和学生学业指导。首先，班导师通过介绍

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毕业要求和职业面向，让新生充分了解所学专业，明白大学课程学分制的运

作，弄清大学需要修读的所有课程以及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实践教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其次，

班导师要重点突出专业办学特色，让学生了解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求引进外方课程达到 1/3 以上，我

校每年春季学期加拿大外教会来国内授课，这就要求大一第一学期开始就要重视英语学习，为第二学期

的外教课程打好语言基本功。除此之外，班导师要深入班级，了解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学习状态、家

庭背景、兴趣爱好、性格特长等，这既有助于建立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又有

利于后期帮助学生制定符合个人需求的职业规划[4]。 
面对大二年级的学生，班导师的工作重心是制定个人发展规划。大二年级的学生在经历了大一新生

的懵懂之后，应尽早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以及将来的发展做出规划并设立目标。首先，班导师可以借助自

己所授的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或专业拓展课程，发掘所带班级各个学生的闪光点，通过因材施

教的方法，为不同的学生提出能够发挥其优势的个人发展规划建议。其次，班导师通过“第二课堂”活

动，建立学生与学校、企业和行业之间深厚的联系，有助于学生及时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通过组织教

学实践活动，例如创新创业等各种与专业相关的竞赛、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

业素养[5]。最后，班导师强调校内专业课程理论学习和校外社会实践学习二者同样重要，前者是基础，后

者是应用。特别是对于有留学意向且外语有优势的同学，可以参加学校合作的海外实习或海外实践项目。 
面对大三年级的学生，班导师的工作重心是指导学生毕业、就业工作。一是排摸班级里想要出国深

造的同学，对这些学生在校内的课业完成情况要及时掌握，在保证能够顺利完成本校的学业情况下，为

计划出国的学生的院校及专业选择提供适当的建议，使计划留学的同学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二是指导

准备国内专升本考试的同学，按照报考院校对他们进行分组，通过分析不同院校的报考条件，针对性地

提出不同的备考建议和复习计划，同时还要及时关注专升本同学的心理状态，帮助学生排解考试的压力，

为他们提供精神支柱，助力他们考上心仪的院校。三是面对计划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同学，班导师应做好

就业宣讲工作，让学生了解就业市场，同时及时为学生推送就业信息，鼓励学生勇于尝试，指导学生的

简历撰写、工作应聘的技巧和方法，使每个学生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兴趣和志向的工作岗位。此外，班导

师还可以借助校企合作平台，通过企业导师，为学生提供精准匹配其需求的岗位，使学生毕业即就业，

改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4. 班导师工作的实践 

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专业的班导师工作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班导师的工作方法，旨在为培养具备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适应现代国际酒店服务业发展需要，并掌握现代国际酒店经营管理基本理论、

专业知识和服务技能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提供参考。 

4.1. 坚持思想引领 

班导师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和专业学习有机结合，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引导学生树立学习目标、

注重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向学生介绍酒店管理专业的特色、发展动态以及适应社会所需的技

能，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树立学生的专业信心，将课程内容与服务精神相结合。中方老师和加方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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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诸如顾客服务管理、酒店人力资源管理、餐饮运行管理、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等专业课程时，除

了重视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以外，更要加强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的培养。酒店的一线服务岗位和二

线管理岗位不仅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更需要能够同时具备吃苦耐劳、爱岗敬业、责任心强、

热情开朗、积极进取等精神的人才。 

4.2. 召开主题班会 

通过每月一次的主题班会，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学习情况、人际交往、兴趣爱好、优势特长

等。在大一学年共召开了八次主题班会，大一上学期召开了新生见面会、专业介绍会、读书分享会和期

末备考会；大一下学期召开了学习方法分享会、感恩教育主题班会、人际交往主题班会以及期末备考会。

在召开主题班会之前，班导师会提前与中方任课老师、加方外教、辅导员、班干部交流，主要了解班级

学生目前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情况，找到更合适的管理班级的方法。通过多方协作，对学生进行

学业和心理上的预先干预，防止学生出现过度焦虑和厌学等各种心理问题。 

4.3. 组织谈心谈话 

通过每周开展一次谈心谈话活动，班导师跟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每个学生

的学业诉求和真实想法，让学生敞开心扉，诉说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挑战，班导师也可以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谈心谈话，班导师切实关心、关爱每个学生的发展

情况，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沟通方式，凭借自己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不断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

纽带，使学生更愿意向班导师倾诉，也使班导师的话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在与学生的谈心谈话结束之后，

班导师做好工作手册的记录，再与专业教学部主任一起解决学生的问题。 

4.4. 制定学习方案 

高职院校的学生除了课程学习以外，还有实践学习，二者同样重要。在校内，班导师在每个学期开

学的第一次班会上引导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计划主要包括学业目标、具体的实施方案以及时间安排表，

并强调计划必须具有可实现性。在每次谈心谈话中，班导师会让学生带上自己本学期制定的学习计划，

进一步督促学生落实自己的计划。大一阶段除了两个学期的校内学习以外，大一寒暑假也有部分学生开

始进入酒店进行社会实践。班导师在寒暑假与企业指导老师建立联系，关注学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

在学生实践结束后，协助专业教学部主任一起收集学生的实践报告，完成认知实习部分的学分认定。 

4.5. 提供专业指导 

首先，在大一学年里，班导师和加方外教一起带领学生外出参观酒店以及酿酒厂，通过专业见习，

可以使学生对所学专业课程有更深入直观的理解，同时也建立了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为日后企业指

导老师的选聘、校企合作项目、订单班的设立等作了铺垫。其次，班导师协助专业部主任，走访校企合

作单位以及其他酒店集团，洽谈学生岗位实习、毕业设计、企业导师等相关事宜，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

制定不同的实习方案：大一学生可以利用寒暑假以及周末时间进入酒店做兼职，通过临时工的社会实践

深入一线岗位，提高职业技能；大二学生可以利用寒暑假进入酒店实习，通过连续完整的几个月的时间，

深入了解酒店某个部门的运作，为将来从事二线基础管理岗位提供了预热的机会；大三学生可以综合自

己前两年的临时工作和实习的经历，选择自己心仪的酒店或者其他企业的岗位，找准自己发展的方向。

除此之外，班导师协助专业教学部主任一起邀请酒店集团选派企业导师来学校开展专业讲座。计划在大

二和大三学年的专业课程中，请企业老师进入课堂和校内老师一起完成课程教学，并引入酒店集团的最

新课程资源、职业技能证书以及行业竞赛等，让学生充分利用“第二课堂”，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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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班导师工作的不足 

5.1. 班导师工作职责不明晰 

班导师制是一种新的学生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班导师和辅导员都要对所带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

班导师侧重于学习、生活、专业方面的引导，辅导员侧重于思想引领和心理辅导。在实际的工作中，由

于缺乏系统完善的班导师工作条例，导致班导师和辅导员的工作在一些时候存在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

也会导致工作中会出现二者都忽视的方面。此外，班导师和辅导员两支队伍未能建立及时有效的沟通模

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职业教育的质量。 

5.2. 班导师队伍供需不匹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方位育人，高职院校积极推进班导师工作制，但是班导师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

不足以满足学校的需求。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高职院校只为大一新生聘请班导师，且班导师来源大部分

为专任教师，但不完全是所带班级所属专业的老师。此外，班导师队伍中“双师型”教师比例不高，未能

满足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每个自然班级配备的班导师基本都是二级学院统筹，班导师和学生也多是被

动接受，自主双向选择性很小。由于专任老师本来就承担了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量，再加上从事班导师工

作与教师职级职称晋升关系不大，导致专任老师没有充足的动力和过多的精力投入班导师工作，造成班

导师队伍资源缺乏。 

5.3. 班导师制度建设不完善 

班导师在选聘、培训、管理和考核方面缺乏健全的制度，多数高职院校在选聘班导师时有一定的标

准，但是未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一些高职院校规定专任老师原则上三年内担任一次班导师，

聘期为一年。班导师在开学初接到分配的工作任务，在未经过培训的提前下便开展了班导师工作，因此

未能充分实现班导师工作制的成效。其次，缺乏班导师队伍的管理办法，在聘期内也没有班导师的交流

活动，未能及时掌握班导师的工作开展情况。此外，缺乏对班导师工作的考核机制，一些高职院校在聘

期结束后，让每位班导师上交一份工作日志和工作总结，以此来作为考核的依据，这也是不全面的。 

6. 班导师工作的优化 

6.1. 明确工作职责，创新工作方式 

首先，通过制定详细的班导师工作条例，明确班导师的工作职责，尤其是班导师工作和辅导员工作

之间的区别。条例中应进一步突出班导师的“导师”作用，弱化其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其次，班导师的工

作不仅仅局限于校内，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该专业的班导师应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深入行业了解

发展动态，与企业之间建立合作模式，共同培养学生。最后，班导师的工作重点应该聚焦“育人”，班导

师要善于掌握学生的特点、发现学生的特长、激发学生的潜能，做学生成长成才之路的人生导师。 

6.2. 健全选聘制度，推进全员育人 

首先，班导师的选聘范围可以扩大到全校符合要求的专任教师、行政管理和教学教辅人员，扩大选

聘范围可以进一步筛选合适的班导师。其次，进一步完善班导师的选聘标准，除了基本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为人师表所需的职业素养以外，还应该优先聘用“双师型”教师。最后，在选聘与配备方面，增强班导

师的自主选择性，班导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优势，选择自己想要指导的班级，增强班导师的工作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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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严格考核机制，完善评价体系 

首先，班导师的考核应该纳入年终绩效考核，考核应制定相应的等级以及每个等级的比例标准。对

于考核优秀的班导师应给予精神上的激励和物质上的奖励；对于考核不合格的班导师，应制定相应的惩

罚机制，例如下一年度不可参与职级职称评选等[6]。其次，考核评价的主体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班导师工

作领导小组，可以增加班导师互评、学院领导评价、学生评价、企业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最后，将班导

师工作业绩作为教师职级晋升、岗位聘任、进修培训、评奖评优的依据。 

7. 结语 

总之，班导师制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推进全员育人的有效尝试，旨在提高高职院校人才

的培养质量。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究、完善和实施班导师工

作制。班导师承担了教书和育人的双重使命，在高职院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还

有待进一步合理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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