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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青蓝工程”的大学生“拜师”制度探索
张占勇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轮机工程系  江苏  南通  226010

【摘要】“青蓝工程”已经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中普遍开展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比于教师，年轻的大学生们其

实更加需要一个“师父”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该文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

剖析，提出了大学生“拜师”制度的必要性，并给出了该制度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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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蓝工程”实施十多年以来，使大量的青年教

师在业务水平、职业素质、职业规划等方面得到了较大
的提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有
的甚至已经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可以说这项工程为教育
战线培养了一大批可用的人才。

但是，仅仅拥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对科教兴国和
人才强国的战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目标的最终实
现更多靠的是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
更年轻一代的人才，也就是青年学生。所以，怎样提高
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成为栋梁之才才
是高等学校的最高使命和最终目标，这也是高校教育工
作者纷纷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以提高大学毕业生能
力和素质为目的的众多的方式、方法中，借鉴“青蓝工
程”的实施办法，在大学生中引入“拜师”制度将会是
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1 大学生“拜师”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之前的精英教育向如今大众

教育的转轨，高等学校日渐增多，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急
剧膨胀。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 2019 年，我国有普
通高等学校 2680 多所，在校生 2800 多万。但是，与上
世纪八十年代相比，高校不再是“伊甸园”、“象牙塔”，
而更像一个城市里的社区；大学生从“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中学校园脱颖而出，登堂入室进入
大学，却发现他们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天之骄子”。以
前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接踵而来，而很多问题都不是他
们自己所能够解决的，这其中最为常见也最为突出的是
迷茫、困惑、焦虑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因失去学习的目标而产生的迷茫
对多数同学而言，考上大学之前的十几年中，他

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好的
大学，所以他们的生活虽然单调却是充实的。进入大学
之后，不论是不是自己心仪的大学，多年来压在身上的
学习的重担一下子卸掉了一大半，也很少有人告诉他们
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了，这种情况下多数同学的目标就
不是那么明确甚至是消失了。一旦没有了目标，也就失
去了努力学习的动力，再加上远离父母的约束和大学里
相对松散的管理，很多同学就会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怎
样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这种情况在大学低年级特别是

大一新生中尤为严重。
1.2 对自身和社会认识不足而产生的迷茫和焦虑
在常人看来，大学生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

们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都有着非常远大而且光明的前
程。即使是一般高校的学生，只要努力学习，掌握本领，
毕业后也一样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相当多的
年轻的大学生们却没有这么乐观。他们由于对自身和社
会缺乏正确的认识而看不到前方的光明，如同身处漫天
风沙的戈壁滩中眼前一片迷茫，心中焦虑重重。这种情
况主要出现在大学高年级，在大三学生中最为常见。

1.3 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找不到合理解释而产生的困惑
当前的世界信息高度发达，当前的中国经济空前

繁荣，因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看似不太合理却又真实存
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别扩大、贫富分化加剧、拜金
主义思潮泛滥、“知识无用论”再次兴起等也相对比较
突出。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非常活跃而又敏感的时期，
进入大学后才开始通过各种媒体及耳闻目染初步了解世
界，了解社会。当他们听到的、看到的和亲身经历到的
各种现象和他们十几年来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是非观和
价值观出现矛盾的时候，他们难免会对多年来从教科书
上学到的知识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当这些怀疑得不到合
理的解释的时候，怀疑就变成了困惑。

1.4 面临难以解决的日常问题而产生的困惑和焦虑
大学生人生中第一次远离父母和亲人，独自一人

在陌生的城市里求学，在学习、生活、个人感情、人际
交往、职业规划等方面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
些问题中有的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或通过老师、同学或亲
友解决，有的他们无力解决又找不到可以解决的途径，
感觉自己百无一用又孤立无援，从而就产生了困惑和焦
虑。

从理论上说，大学生出现以上的这些状况都可以
通过学校的班主任、辅导员、学业指导教师、心理辅导
教师等各种老师得以解决，但是实际情况却并没有那么
简单，实际效果也没有非常明显。究其原因，是这些老
师难以和每个学生的关系都达到一个理想的程度，学生
们需要的是一个和他们关系更为密切的，在他们需要的
时候可以一对一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的老师，这是只有被称作“师父”的人才可能做到的。
除了极少数少年老成，情商极高的“小明”式学生外，
几乎每个普通学生都需要这样一个“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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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学校为每个学生单独提供一个老师做师父
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国高校中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
辅导员只有不到 15 万，与在校生的比例大约是 1:200；
共有专任教师 160 多万，即使把所有的专任教师都安排
给学生做师父也需要一个师父带 17 个徒弟，何况有很
多专任教师本身并不适合做学生工作。那么，该怎么办
呢？

答案是：让学生自己给自己找师父。

2 大学生“拜师”的可行性
2.1 大学生“拜师”的途径
学校首先向学生宣贯“拜师”制度的必要性，让

学生明白这一制度的目的、意义和预期的效果，然后向
每位学生布置一项任务：要求每位学生本着为自己的人
生负责的态度在限定的时间内（比如寒暑假期间）在亲
朋好友中找到一名合适的人选并拜其为师。需要强调的
是，这个师父并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如果双方愿
意，也可能是贯穿学生整个职业生涯的。当然，这个师
父也是有条件的：

2.1.1 信任性——学生熟悉并信赖或崇拜的人，可
以是朋友、学长、同宗或同村的亲戚或长辈。只有这样
的人才能和学生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才能让学生乐
于和对方分享生活和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并对其言听
计从。

2.1.2 权威性——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领导、专家
或资深人士。师父在专业领域的权威性和丰富的工作经
验将会对学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所谓名师出高徒，
师父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决定和影响徒弟的水平，这
是不容置疑的。

2.1.3 自愿性——对方乐于收该生为徒。自愿性原
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民在任何民事活动
中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在这里同样重要。师父只有心甘
情愿地接受这个徒弟，才可能尽心尽力去对其进行“传
道、授业、解惑”，完成一个师父的职责。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个环节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有少部分学生，

比如家住偏远地区的、学的冷门专业或高精尖技术等专
业的学生可能在亲朋好友中难以找到适合做自己师父的
人选。这种情况下，学校可以考虑适当放宽以上三个条
件。对于实在难以自行找到师父的学生，才可以让学生
和学校的专任教师对接，由教师承担师父的角色，但是
一名教师不宜同时做多个（三个以上）学生的师父。

师徒关系确立之后，学生应向学校提供师父的相
关资料，以供学校备案。当然，此后的师徒关系并不是
一层不变的，师父可以以任何理由中途退出，学生如果
遇到了更加合适的师父人选也可以选择更换师父或者再
拜一位师父。

2.2 师徒之间的行为
师徒关系的确立只是个开始，如果接下来师徒之

间没有交流或缺乏交流，那么这一制度将只是个形式，
名存实亡。所以师徒之间的行为才是本制度的关键所在，
也是决定本制度的实施效果的最重要的一环。

虽然因为地域和工作原因师徒之间可能没有经常

见面的机会，但是可以通过电话、微信、QQ 等多种通
讯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学生必须经常性地把自己的学
习、生活情况、思想动态向师父汇报，把遇到的问题、
困惑向师父反映。师父也需要对学生汇报和反映的情况
给出反馈，对学生遇到的或者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建议、
要求和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条件允许（比如假期），
学生应该尽量多地登门拜访师父，一则增加彼此之间的
情感，二则听师父面授机宜会大大增加学习效果，再则
如果有机会跟着师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将会是最好的
从师学习。

总之，师徒之间通过经常性的互动使学生明白自
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他身后有一个或几个可以信赖
的坚强有力的“高人”在指点、激励和鞭策，使他能够
有方向，有动力，有自信、有策略地从容向前。

2.3 学校的监管办法
为了能够保证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同时实时掌

握和了解该制度的实施情况，学校必须配套相应的监管
办法。

2.3.1 参考“青蓝工程”的实施模式，要求学生定
期（比如每周或每月）提交一份或几份“师徒交流记录”
（这个记录可以是网上聊天记录，也可以是音频或视频
的形式），每季度或半年提交一份“学生心得体会”等。
通过这些硬性规定促使学生主动和师父进行互动，让该
制度真正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让学生从中受益，健康成
长，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避免师徒关系名存实亡的现象。

2.3.2 定期或不定期通过电话咨询、登门拜访、召
开座谈会等方式与师父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样做一方面
表示出学校对该项制度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彰显出
学校对师父足够的尊重，从而让师父在产生自豪感的同
时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沉重的使命感，进而激发其培养徒
弟的热情和动力。

2.3.3 定期（每学期或每学年）召开表彰大会，对
日常交流密切（交流证据充足），交流效果显著（学生
表现优异或进步明显）的师徒进行表彰。通过这一行为
扩大大学生“拜师”制度在校内和校外的影响，促使更
多的学校、学生和社会人士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从而
让这一制度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实施。

2.3.4 对监管过程中得到的结果进行梳理、分析，
及时发现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并进行
修补和完善，以便使大学生“拜师”制度日益成熟且行
之有效。

3 结束语
许多成年人，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还是失

败者，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大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感
叹年轻时的某一时间段或时间点如果有人指点一下将会
如何如何。但是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人生关键的时期因
没有“高人”指点而孤军奋战，从而犯了错误，走了弯路，
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诸多遗憾。作为职场“过来人”的
高校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年轻的大学生们的
成长保驾护航，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尽量少走弯路，
早日成才。这是对大学生“拜师”制度进行探索的初衷
和意义，相信这项制度的实施必将为新一代大学生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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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之路提供充分的保障和充足的动力。当然，本文只是
抛砖引玉，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实施工作还有待更多的教
育工作者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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