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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大学生视角出发，分析了专任教师、辅导员和行政人员三类班导师对学生教育管理的差异。

结果表明：学生对专任教师类班导师的了解更加深入，和专任教师类班导师的沟通表现得更主动，和

辅导员类班导师的沟通表现得被动，和行政人员类型班导师的沟通表现二者兼有。辅导员和行政人员

类型班导师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就业帮助较大，而专任教师类型班导师对学生的专业认知和学习技巧

的帮助较大。不同类型班导师对学生在综合素质发展方面的帮助趋于一致：对学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和

思想道德提升方面的帮助较大，但对学生的情感问题和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帮助有限。此外，不同类

型班导师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均表现出存在感有待加强、指导学生深度有待深入等问题。综上提出，

制定班导师工作机制、完善考评机制和奖惩措施，从根本上落实专任教师担任班导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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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制起源于 14 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20

世纪 30 年代，由竺可桢引入国内，先在浙江大

学试行，后因诸多因素搁浅停止。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科生教育培养方式

亟待由规模化培养向个性化、素质化培养转变。

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改进，本科生导师制逐渐成

形，盛行于本科教育阶段[1−2]。目前，国内大多数

高校实行的本科生班导师制是在借鉴国外导师

制的基础上和班主任制有效结合，以学院为依

托，以行政班级为单元，以学生为主体，选聘优

秀的专业教师负责监督学生的学习、学术精神的

培养以及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个性

化引导[3−4]。 

    随着班导师制度的推广，学者在“辅导员+

班导师”的育人机制 [5]、新生教育管理[6]、学风

建设[7]以及指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8]等方面的研

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

足：虽然从理论上讲，全体教师和党政干部都有

担任班导师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专任

教师却因科研教学工作任务繁重、激励奖励措施

力度不够，主动担任班导师的积极性不高，致使

班导师选配工作存在一定困难，有时甚至出现

“强行分配”的状况。因此，班导师队伍的成员

多从辅导员和行政人员中选拔补充，但此类人员

的专业背景和知识储备往往与所带班级学生的

专业关联度不高，再加上平时工作繁忙，其管理

班级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 

    本研究以重庆某高校为例，以大学生的视

角，探究专任教师、辅导员和行政人员三者担任

班导师时对学生教育管理的差异，以期更好地实

施班导师制度和更合理地选配班导师提供一定

的数据支撑和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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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方法 

    (一) 概念的选取 

    重庆某高校《班导师制实施办法》规定，班

导师是学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加强学

风建设的骨干力量，在指导学生思想、学习和生

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班级班风学风建设

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指

导者和引路人。因此，本研究中所讨论的班导师

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

中所要求的每个班级都要配备的班主任[9]。 

    (二) 数据收集 

    以重庆某高校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

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大学生

视角调查班导师在一学年间的班级管理情况。调

查问卷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被调查者的基

本信息、大学生对班导师了解的程度、学生和班

导师间的沟通情况以及班导师在班级的工作开

展情况。个别访谈选择有代表性的学生进行一对

一的访问。调查问卷累计发放 834 份，回收有效

问卷 700 份，有效回收率 84%，被调查对象的基

本情况如图 1 所示。数据统计、分析和图表制作

采用 Excel 2016 和 SPSS 17.0。 

 

 

图 1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二、结果分析 

    (一) 学生对不同类型班导师的了解情况 

    班导师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加强学

风建设的骨干力量，是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

面指导大学生的一线人员，其自身的学历和职称

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班导师队伍的理论功

底和开拓创新能力。大学生对班导师的学历和职

称是否了解反映了学生和班导师的熟悉程度。 

    从表 1 可知，在学历方面，被调查大学生所

了解的班导师的学历主要以研究生为主，其中，

专任教师类班导师的学历主要以博士为主；辅导

员类班导师的学历主要以硕士为主；而学生对行

政人员类班导师的学历情况不甚了解，有 57%的

人不知道班导师的学历学位情况。在职称方面，

专任教师类班导师所带学生中有 62%明确知道

其职称，而辅导员和行政人员类班导师所带学生

中分别有 80%和 75%不知道自己班导师的职称。

综上可以发现，被调查大学生对专任教师类班导

师的了解更加深入。究其原因：可能是专任教师

的专业知识与学生所学知识相一致，双方有共同

的话题，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学生与专任教师类

班导师的相互沟通有利于班导师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和开展专业相关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形成良好学风，为进一步帮助学

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有利条件。 

    (二) 不同类型班导师与学生的沟通情况 

    与学生深入开展谈心谈话活动，是班导师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的重

要方式，也是帮助大学生处理好学习、择业、交

友、健康生活等关系的重要途径。 

    将不同类型班导师与学生有无沟通经历的

数据导入 SPSS，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表 1  大学生视角下对不同类型班导师的了解现状(所占比例%) 

班导师 

类型 

性别  学历  职称 

男 女  本科 硕士 博士 不清楚  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不清楚 

专任教师 59 41  2 14 66 18  1 27 24 10 38 

辅导员 71 29  4 47 23 26  4 16 0 0 80 

行政人员 56 44  4 30 9 57  2 15 5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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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班导师与学生的沟通情况存在显著差

异(P=0.002＜0.05)(如表 2)。差异如下：辅导员类

班导师与专任教师(P=0.008＜0.05)和行政人员

(P=0.003＜0.05)类型班导师与学生的沟通经历上

有显著差异，辅导员类班导师与学生的沟通经历

显著少于另外两类班导师，而行政人员和专任教

师类型班导师与学生的沟通经历没有显著差异

(P=0.303＞0.05)。通过分析学生和班导师的沟通

经历数据发现(如图 2 所示)，学生和专任教师类

型班导师的沟通更主动，而学生和辅导员类型班

导师的沟通则表现得被动，学生和行政人员类型

班导师的沟通则表现为两者兼有。 

    此外，通过多重响应分析得出(如表 2 和表 3

所示)，在沟通事由上，由辅导员担任其班导师的

学生中，请假是学生沟通的第一事由(占 43%)；

由专任教师和行政人员担任其班导师的学生中，

学习问题是学生沟通的第一事由(分别占 60%和

58%)。调查还发现，在没有和班导师有过沟通经

历的学生中，由辅导员和行政人员担任其班导师

的学生认为和班导师不熟悉是造成没有沟通的

第一原因(分别占 42%和 46%)，而由专任教师担

任其班导师的学生中，学生认为其他原因是造成

没有沟通的第一原因(占 40%)。另一方面，不同

类型班导师和学生的沟通方式均以面谈为主，沟

通时长均在 0~30 分钟以内。 

    辅导员作为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专任人员，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政治教育和管

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10]。然而，通

过上述分析发现，学生与辅导员类型的班导师的

沟通次数明显低于与专任教师和行政人员类型

班导师的沟通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

调查研究期间，被调查高校的辅导员配备不足，

部分学院的师生比为 1:500，辅导员过多地陷入

日常事务性工作，无法抽身；另一方面是因为，

辅导员作为学生教育管理的骨干力量，对优秀、

困难、心理异常等学生群体投入精力过多，忽略

了对一般学生的管理；此外，研究还发现，学生

更愿意和专任教师类型班导师进行沟通。 
 

 

图 2  班导师类型和学生沟通情况的对应分析双标图 

 
表 2  大学生视角下不同类型班导师与学生的沟通现状(所占比例%) 

班导师 
类型 

有沟通 
经历 

沟通事由  沟通方式  沟通时长 

请假 
商量学 
生工作 

情感 
问题 

心理 
健康 

人际 
交往 

就业 
问题 

学习 
问题 

其他  网络 面谈 电话  
0~30 
分钟 

30~60 
分钟 

60 分钟 
以上 

专任 
教师 

66 41 27 9 15 14 31 60 20  48 73 47  88 11 1 

辅导员 55 43 28 8 16 13 16 36 22  41 83 43  82 17 1 

行政 
人员 

71 35 39 8 15 16 28 58 21  57 78 59  80 18 4 

 
表 3  大学生视角下不与班导师沟通的原因(所占比例%) 

班导师 

类型 

没有沟 

通经历 

遇到问题不找班导师的原因 

班导师太忙 和班导不熟 沟通困难 害怕班导师 帮助有限 其他 

专任教师 34 9 36 5 0 10 40 

辅导员 45 14 42 3 4 4 33 

行政人员 29 19 46 9 3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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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同类型班导师的工作开展情况 

    班级是学校管理的基本单位，依托班级，加

强班集体建设，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班会等活

动，能充分发挥班集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作用。班导师作为班级管理的指导老师，其在

班级管理中的参与程度更是影响着班集体建设

的效果。 

    将不同类型班导师参加班团会情况、处理班

上事务情况以及参与班级活动情况的数据导入

SPSS，通过 R×C 列联表 2 检验分析得到，P

值分别为 0.510、0.176 和 0.189，均大于 0.05，

接受 2 原假设，表明不同类型班导师在班级工

作的参与情况上表现一致，没有显著差异(如图 3

所示)。 

 

 

(a) 班导师参加班团会情况；(b) 班导师参与班上事务处理情况；(c) 班导师参与班级活动情况 

图 3  大学生视角下不同类型班导师的工作开展现状 

 

   由图 3 可知，班导师参加班团会的次数在 1~5

次的比例分别为 82%、84%和 86%，10 次以上的

比例仅分别为 3%、4%和 3%；对于班集体遇到

突发事件或棘手情况时，分别有 47%、39%和 39%

的被调查学生观察到不同类型班导师都会参与

处理，但也分别有 21%、27%和 21%的被调查学

生表示不清楚；对班导师参与班级活动的调查发

现，分别有 43%、43%和 44%的被调查学生表示

不同类型班导师偶尔参加，但也分别有 27%、35%

和 33%的学生表示不清楚。 

    有研究指出[11]，大学生在谈及辅导员、班主

任和导师(专门指导学生学业的老师)三者谁对

自身影响最大时，50%的学生表示班主任作用

大。事实上，调查高校班导师制度是推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纵深化、精细化的有力途径，

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实到班级

和学生个体的有效保障，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班导师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均表现出参

加班团会和其他班级活动较少，班导师存在感不

强，对学生指导少的现象，这可能是导致部分学

生和班导师不熟悉，学生在遇到困难时，没有寻

求班导师帮助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高校

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班导师制度实施过程的监督

和考核，切实保障班导师制度的有效开展，让班

导师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  

路人。 

    (四) 不同类型班导师对大学生的帮助情况 

    《重庆某高校班导师制实施办法》中明确要

求，班导师具体工作职责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对

所带班级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

所带班级学生学业的指导工作；全面负责所带班

级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

思想、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班导师各项工作

的落实情况如何，学生的主观体验是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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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通过多重响应分析得出(如图 4 所示)，不同

类型班导师在学习方面对学生帮助有较大差异，

专任教师类型班导师在专业认知和学习技巧上

对学生的帮助远胜于另外两类班导师，但其对学

生的就业指导方面的帮助有限；辅导员类型班导

师在其他方面的指导优于另外两类班导师，行政

人员类型班导师在就业指导上优于另外两类班

导师，且辅导员和行政人员类型班导师均对学生

的学习帮助有限。不同类型班导师对学生的生活

和综合素质方面帮助总体趋势表现一致，在生活

方面，主要是对学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帮助较大(行

政人员类型班导师优于另外两类班导师)，但对学

生的情感问题帮助有限；在综合素质方面，主要

是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提升帮助较大(辅导员类型

班导师优于另外两类班导师)，但对学生的人文艺

术和创新创业帮助有限。综上，不同类型班导师

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综合素质

等方面的提升有帮助。专任教师担任班导师时，

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受益更多；而辅导员和行政人

员担任班导师时，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和大学生

活适应上受益更多，但对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帮

助有限，因此，建议班导师选聘时应尽可能以专

任教师为主，同时加强对专任教师类班导师的培

训，提升其指导学生的综合能力。 

 

 

图 4  大学生视角下不同类型班导师对大学生的帮助现状 

    三、思考与建议 

    (一) 加强激励和保障措施，落实专任教师担

任班导师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班导师的工作职责，落实

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加强激励措施，创新

激励形式，将班导师工作量折算成专任教师的教

学工作量或考虑在职称晋升中对从事多年班导

师工作且表现特别优异的专任教师予以适当加

分等，激发专任教师担任班导师的热情，提高专

任教师主动担任班导师的积极性，切实做到“有

人参选、有人可选、择优当选”的状态。 

    (二) 优化班导师工作机制 

    班导师选聘时建议以专任教师为主，但是专

任教师已经承担了教学和科研的繁重任务，同

时兼顾班级的教育管理工作必然会耗费大量的

精力，尤其一些日常事务需要投入大量时间。

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在高年级的本科生或研究生

中选拔班导师助理的方式，帮助班导师处理日

常的琐碎工作，为其减轻工作压力，让班导师

有更多的精力处理班级突发事务。此外本研究

还发现，目前班导师和学生的沟通多采用短时线

下的面谈交流。在新时代，由于新媒体技术是学

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学校可以考虑通过创建

公共新媒体交流平台的方式，一方面为班导师开

展工作创造影响和教育学生的新途径，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高校对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

将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 

    (三) 完善考评机制和奖惩措施 

    高校应进一步强化班导师班级管理的过程

监督，完善考核内容和考评机制，将班级学生的

意见作为班导师考核的重要考评依据，或可参照

公务员年度考核的四级考评机制，拓宽考评等

级，同时依据考评等级建立合理的奖惩措施，做

到有进有退，树立优秀典型，不断吸纳“意愿强、

兴趣高、干劲足”的专任教师兼职班导师工作，

形成积极向上、勇于争先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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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tudents’ education management by different 

types of class tutors as full-time teachers, instructors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and communicate more actively with full-time teacher type class tutors, communicate 

passively with instructor type class tutorss and communicate both actively and passively with administrative 

staff type class tutors. Instructor type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type class tutors help a lot in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and obtaining employment, while full-time teacher type class tutors help a lot in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cognition and learning skills. Different types of class tutors tend to be consistent in 

help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development. They help a lot in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adap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deology and morality, but their help would be limited in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emotional problem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Besides these, in the process of class 

management, class tutors of different types show that their sense of presenc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ir 

guidance to stud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ased on all these,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class tutor working system, to better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asurement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 and to carry out the plan of full-time teachers to be class t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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