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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本科导师制特点及启示 

刘国福 ，杨 俊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以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研修期间所获得的资料为依据，对导师制的基本内容、特点和借鉴意 

义作了阐述，并分析了导师制对我国目前高校教学方式改革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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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of Lancaster University 

LIU Guo— ．YANG Jun 

(College of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ndAutomation，NUDT，Changsha，410073，China) 

Abstract：The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 is a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system，which has been widely carried out 

in higher edu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According to the dada acquired in the visit to Lancaster University，U． K．，the 

basic contenm，the main characteristics，and the future usability ofthe tutorial system are illustr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tutorial system beneficial to our country’8 higher educational reform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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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本科生导师制 (Undergraduate Tutorial System，简称 

trrs)普遍被认为起源于英国牛津大学，由14世纪初创办 

“新学院”的温切斯特主教威廉 ·威克姆所首创，随后美国 

哈佛大学等高校也相继仿效实行⋯。UTS是指在师生双向 

选择的前提下，由品学兼优的老师担任本科生的指导教师， 

对学生的学习、品德、生活以及心理进行个别指导的一种 

教学制度。实践证明，它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推动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本科生导师制在世界各国高 

校中得以广泛开展。 

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保证教育 

质量，如何更快的培养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已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认真研究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 

对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协调、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J。 

2002年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与上海交通 

大学等高校在本科生教育中引入了导师制，随后，很多高 

校纷纷跟进。经过几年的实践，本科生导师制对提高本科 

教育质量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我校也于 

今年初在部分学院开展了全程导师制的试点工作，计划明 

年逐步在本科学员中全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 

2008年底至2009年底，作者曾以学校公派访问学者身 

份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技学院工程系开展合作研究。通 

过近一年的学习和考察，除了对英国的文化与社会、英国 

教育体制、国外教育成果方面的了解，作者对英国大学的 

导师制也有了深刻理解。2010年6月，我们邀请该系主任 

Joyce教授来我院讲学和交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情况。 

Joyce教授给我校师生作了 《兰卡斯特大学的工程教育与研 

究》主题演讲，特别指出导师制是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一 

大特色，兰卡斯特大学建校四十余年就名列世界前两百名 

应部分归功于导师制的建立与实施。根据这两次亲身体会， 

结合我校正在进行的本科生导师制试点工作，本文拟通过 

深入分析兰卡斯特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特点，得到若干启 

示，以期为制定有我校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提供借鉴。 

二、兰卡斯特大学本科导师制的主要特点 

(一)兰卡斯特大学本科导师制概述 

上世纪六十年代兰卡斯特大学成立之初，大学的奠基 

者们决定将兰卡斯特大学办成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类 

似的学院制大学。其第一任校长查尔斯 ·卡特爵士提出大 

学不仅要关注所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进步，更要关心 

他们的全面成长，确保每个学生不会因为非学术的原因完 

不成学业 (No studen~fall for non—academic reasous．)o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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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办学理念，兰卡斯特大学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程序 

和规章制度来保证学生的个人发展和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 

如中期汇报制度 (Mid—Session Repoming System)、休学、 

系所的学习评价、申请困难贷款、学院和福利服务、以及 

学生活动中心等 J。 

为了确保上述机制能正常运转，兰卡斯特大学的决策 

层认为给每个学生指定一名导师 (称为Tutor)是非常有必 

要的。该导师由教师、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兼任，主要工 

作就是对学生提供各种各样辅导、帮助，想办法接近学生， 

积极与之进行思想交流，有效解决他们生活、学习中的问 

题，满足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合理需求，使他们顺利完成学 

业 。 

(二)兰卡斯特大学本科导师制的管理体系 

兰卡斯特大学实行学院制，每个学院的本科导师制管 

理体系一般由院长、副院长、高级导师、助理高级导师和 

导师组成，有些学院则是副院长兼任高级导师的职务。院 

长全面负责本学院的工作，副院长和高级导师对维护导师 

制系统负有全面责任，助理高级导师则辅助高级导师工作。 

导师是学生导师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学生事务 

的主要力量。高级导师一般情况下由对学生事务更为熟悉、 

学生工作技能更为专业的人来担任，他们与普通个人导师 

不存在管理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在业务上的一种指导关系， 

除了完成自己的学生工作外，还要指导其他导师开展工作， 

更好服务学生。同时，学校还给每位导师发放工作手册， 

对他们提出具体要求。 

(三)兰卡斯特大学本科导师制的具体内容 

(1)所有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一入学就会以小组 (一般 

不超过4人)的形式由学院分派给一位导师，负责学生适 

应大学生活、进行学业指导和非学业方面的帮助。导师视 

学生情况每周或半月或每月辅导学生一次，地点在导师办 

公室、学生宿舍或校园的酒吧／咖啡馆里，边讨论边喝咖 

啡，既轻松又和谐。 

(2)以寝室和厨房 (国外一个学生一问屋子，几个学 

生共用一个厨房)为单位，根据共用厨房的人数，一名教 

师一般指导 3到4名本科生。三到四年期间每位导师负责 

10名左右学生。这样做做的好处一是召集学生比较方便； 

二是便于培养学生之间相互交往、学习、竞争的气氛。 

(3)学院导师都是该学院的资深成员，可以是从教人 

员、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或其他与教学科研有关的人员。 

担任学生导师没有另外的工作酬劳，因为兰卡斯特大学把 

担任学生导师作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其本职工作的一 

部分。也就是说，做本科学生的导师，是每一位大学教师 

职业生涯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只要从事高校教师这一职业， 

就必须承担指导一定数量本科生的义务。 

(4)对许多新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远离家庭和朋 

友在外生活。对另外一些学生，则是中断了多年的学习后 

重新返回校园接受全日制教育。完成这种转变经常是比较 

痛苦的，甚至会造成心灵上的伤害。他们会遇见许多陌生 

的人，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朋友关系，应对新的挑战，预 

算日常开支。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成长， 

确实需要有导师的引导和教育。这也正是设立本科生导师 

制的初衷所在。 

(5)当学生遇到学习、生活或一些个人困难时，导师 

会与学生谈心谈话，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如果一次解决 

不了问题，会再跟学生约个时间谈。导师不是各方面的专 

家，但要求导师能起到桥梁作用，能给学生指出最能提供 

帮助的地方。学生也可以直接到大学里的学生中心、咨询 

服务中心、低年级学生教育和福利中心、学生会等处寻求 

帮助，但事先一般应告知导师。 

(6)设有高级导师 (Senior Tutor)一位，来指导各个 

导师的工作。其主要职责有：学生如果想更换导师，可以 

向高级导师提出申请；高级导师要把学生的学业情况及时 

反馈给导师；调解学生和导师间有可能出现的矛盾。 

(7)导师与毕业设计之间的关系。导师在二年级下学 

期将毕业设计任务传达给学生，到学生毕业有将近一年半 

时间来完成，因而完成质量比较高；国外硕士入学不须入 

学考试，全凭导师推荐，因而他们做事都比较认真，力争 

得到导师的认可；可以更换毕业设计任务和导师，但须经 

高级导师批准。 

(8)导师制成败的关键在于学生和导师之间能否形成 

和谐的师生关系。兰卡斯特大学建议导师和学生之间通过 

喝茶、吃饭、聊天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导师通过自身的 

职业修养、道德品质、学识才能等对学生发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学生可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与人和谐相处，学会合作 

和交流，学会处理冲突及适时调节自我情绪，理解学术研 

究中团队精神的意义。 

三、对我国实施本科导师制的几点启示 

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照搬国外大学的导师制的 

具体实施方式。但是导师制所体现出的人才培养理念却完 

全可以在我国高校的教学实践中贯彻，而且应当体现在教 

学方式改革的要旨之中，这将会对解决教学方式上不适应 

人才培养的诸多问题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要深刻理解国外大学导师制的真谛 

英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 

的管理经验，其中导师制是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一大特色。 

从对兰卡斯特大学导师制的考察和分析看，学院的导师具 

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管理人员。英国 

导师制的真谛不在于导师是教师兼任，而在于导师在他的 

职业生涯中，作为学生事务工作的骨干力量，实实在在完 

成着对大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的帮助和发展指导。如果 

仅仅让专业课老师带几个或几十个学生，而不从事相应的 

学生工作，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师制。 

(二)要选择适合本校实际的本科生导师制 

与牛津大学针对精英教育的牧师式导师制不同 J，兰 

卡斯特大学的导师不需要针对一门课程只对几个学生辅导 

讲授，为每个学生制定单独的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兰卡 

斯特大学的导师主要是解决学生的问题，如学生的学习问 

题、经济问题、压力问题、心理问题等，帮助学生能正常 

完成学业。有学者称这种导师制体系为职业式导师制 J。 

借鉴国外大学实行导师制的成功经验，作者认为在本 

科生中实行导师制，处于不同办学层次的院校，应该采用 

不同的本科生导师制模式，积极探索适合本校的导师制体 

系。目前，全国的本科院校，按照发展前景和努力目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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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可分为四个层次，依次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偏教学型 

大学、教学偏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 ]。他们按照不同 

的层次招收不同档次的生源、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从现 

实考虑，笔者认为兰卡斯特大学的导师制的内容和特点比 

较适合我国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和研究偏教学型大学。 

(三)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 

笔者受邀访问兰卡斯特大学期问，发现每位导师的工 

作桌旁边的书架上面都有一本 “导师手册”，上面详细规定 

了导师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譬如导师的选拔制度、 

工作考核制度、奖惩制度 (包括优秀导师和不称职导师的 

奖惩条例)、培训制度等。作者认为本科生导师制成功的施 

行，需要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该制度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定期修订，目的是使导师制良性循环。 

(四)要扬长避短、中西结合 

兰卡斯特大学的导师全部为兼职，教学、科研、学生 

事务难以兼顾。随着这几年英国高校的扩招，学生数量急 

剧增加，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同时随着英国大学缴费制度 

的改革，学生的经济问题、学习压力问题、心理问题等不 

断增多。这就使得个人导师工作量大大增加，不仅在带学 

生数量上有所增长，更主要的是，需要解决的学生问题越 

来越多。尽管许多个人导师将科研工作放在了业余时间， 

但还是显得力不从心，许多人甚至羡慕我国绝大多数高校 

实行的班主任制度或辅导员制度。 

而在我国大部分高校中，班主任或辅导员一般要面对 

几十个学生，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业进展情况及专业能 

力、素质培养情况等很难做到及时细致的了解。由于许多 

学校的任课教师不实行坐班制，老师负责课堂传授知识的 

教学管理模式，可是一些老师上完课就走人，使得部分学 

科教师跟学生接触的时间仅限于课堂。 

在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普遍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 

过渡的阶段，要摆脱国外大学导师制和中国高校班主任制 

度或辅导员制度的窘境，把两者结合起来或许是一个解决 

问题的捷径。主要优点如下所述。 

导师把 “教书”和 “育人”结合起来，更多的是通过 

潜移默化来感染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导师可以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也以 

可通过邮件、短信、电话联系。班主任或辅导员从宏观上 

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上传下达一些动态，组织一些活动， 

结合导师共同搞好学生工作，导师将针对学生的具体学习、 

生活、思想等情况提供顾问和指导，把本科教育从批量化 

培养转变为个性化教育。导师通过指导及示范，寓学于研， 

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及专业兴趣，为学生尽早进入实 

验室、接触高水平的科研领域创造良好条件。让学生成功 

且顺利地度过大学生活。 

导师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导师 

本人的知识认知。导师的一席话，或许就能改变一个学生 

的人生观、价值观；而辅导员的一份责任心，或许就能够 

挽救一个学生宝贵的生命。 

四、总 结 

本科生导师制是当今世界各国高学历人才培养普遍采 

用的教育教学制度。在本科生导师制中，教师与学生是一 

种平等、民主、宽容的师生关系和朋友关系。学生通过与 

导师的相遇而成长，教师则通过与学生的密切接触而履行 

教育的责任。教师与学生通过双方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 

相长，形成一种全新的教与学的关系。 

英美国家的高校实行导师制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因 

此了解和学习其特点和内容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 

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感受介 

绍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度，相信如果能把 

国外大学导师制所体现出的合理教学观念运用到人才培养 

方式的改革要旨之中，则一定会拓展我们的思路，克服片 

面的倾向，使优化的教育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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