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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IG 模型的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研究 
刘芳  张文波  刘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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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进而分析了现存问题，秉着“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以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

为目标，根据沈阳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培养方案，结合近年来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能力需求，以培养卓越人才为目标，

建立了一种关联(Relation)、激发(Inspire)、成长(Growth)的 RIG模型，基于 RIG模型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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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dhering to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s-oriented”,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s, 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programs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of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capacity needs of employing units for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and aiming at cultivating excellent talents, the RIG model for relation(Relation)、inspire(Inspire)、and 

growth(Growth) is established. The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RIG model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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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科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保

障。当前教育存在“玩命中小学，快乐上大学”的现象，不少学生

进入大学之后，就失去奋斗的目标，变得迷茫，而这与生涯规划教

育的缺失是有必然关系的。因此，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分

析自我、确定发展目标、提高执行力成为了当下教育的关键[1]。 

近年来，本科生学业导师模式日渐兴起[2, 3, 4]，本科生学业导师制

是指由高校教师担任大学生的导师，从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及人生

规划等方面给予学生指导性意见和建议[5]。本科生导师模式在国外的

很多高校有着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国内部分高校在吸取国外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学业导师模式[6]。学业导师制度可有效的挖掘学生

的内在潜质，有助于提高本科生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不同于传统教

育方式，学业导师制的提出是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方面上的创新，照

顾到每个学生是独立的个体，可以充分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有

助于因材施教[7, 8]。制定有针对性的学习计划，也有助于引导和鼓励

学生参与到科研活动中去，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科研能力[9]。但

到目前为止, 这种导师制还不是制度层面上的提高, 只是作为一种

人才培养的模式在探索, 针对专业教师担任本科生导师的工作任

务、工作模式仍然不明确[10]。本文基于本科生导师制度的产生及目

的, 结合高校专业老师实际情况, 探讨学业导师的导学模式。学业导

师制度弥补了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不足，完善了学生管理体制，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力地促进教学相长。 

虽然我国部分高校已经落实了学业导师制度，但是在还有许多

高校流于形式，存在很多缺陷[11]。学业导师成败的关键在于导师工

作的积极性，通过合理建立学业导师模式，可促进良好班风学风的

形成，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专业创新能力[12]。 

本文对学业导师模式的建立以及成效进行探索和研究，秉着“以

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为目标。根据沈阳理工

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培养方案，结合近年来用人单位对

学 生 的 能 力 需 求 ， 以 培 养 卓 越 人 才 为 目 标 ， 建 立 了 一 种 关 联

(Relation)、激发(Inspire)、成长(Growth)的 RIG 模型。 

2 RIG 模型 

RIG 模型的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总体框架如图 1 所示，其中，R

代表学生与学业导师的关联通道，I 代表学业导师赋能学生的激发过

程，G 代表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成长结果。 

 

图 1  RIG 模型的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1）R 关联阶段 

R 关联阶段主要是建立学生与学业导师的双向选择机制，首先，

设专业学生总数为 N ，参与的学业导师总数为M ；进而建立学

生 集 合 为  NSSSS ,, 21 ， 学 业 导 师 集 合 为

 MTTTT ,, 21 ， 其 中 ， iS 为 第 i 个 学 生 ，

 Ni ，1 ； jT 为第 j 个学业导师，  Mj ，1 。 

进一步，针对每个学生建立学生个人特征集合，设可参考的学

生 特 征 总 数 为 Z ； 进 而 建 立 学 生 的 个 人 特 征 集 合 为

 Ziiii sssS ,2,1, ,,  ，其中， nis , 为 i 个学生的第 n 个

特征，  Zn ，1 。 

进而，针对每个学业导师建立导师个人特征集合，设可参考的

学业导师特征总数为 L ；进而建立学业导师的个人特征集合为

 Ljjjj tttT ,2,1, ,,  ，其中， xjt , 为 j 个学业导师的第

x 个特征，  Lx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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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合建立的学生集合  NSSSS ,, 21 、学业

导 师 集 合  MTTTT ,, 21 、 学 生 个 人 特 征 集 合

 Ziiii sssS ,2,1, ,,  、 学 业 导 师 个 人 特 征 集 合

 Ljjjj tttT ,2,1, ,,  ，建立如公式 1 所示的双选函数，

 ji TSrel , 为遍历所有 iS 和 jT 的 佳关联函数。通过 R 关联

处理后可以得到 jiR , 列表，即学业导师与学生间的关联列表。 

 jiji TSrelR ,,                                (1) 

（2）I 赋能阶段 

利用 R 关联阶段的关联列表 jiR , ，学业导师对指导的学生进

行培养与赋能；由于学业导师数量毕竟有限，因此每位学业导师将

指导多名学生，为了便于阐述，在此，以第 1 位学业导师 1T 指导第

4 位学生 4S 、第 5 位学生 5S 、第 7 位学生 7S 这 3 名学生为例

进行赋能阶段阐述，因此建立了 4,1R 、 5,1R 、 7,1R 。 

以 4,1R 为 例 ， 学 业 导 师 根 据 4S 的 个 人 特 征

 ZsssS ,42,41,44 ,,  进行初期沟通，并结合反馈进行学

业规划指导，进而随着基础课程的学习，给予学生专业课程选择以

及自学课程推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习规划，并更合理地调整

学业规划；进一步随着专业课程的深入及理解，进入大三及大四阶

段，学业导师根据学业规划，可以指导学生进行相应的科研任务、

科技竞赛、校内外实习等。 
（3）G 成长阶段 
通过 R 关联、I 赋能的实施，建立了 G 成长的反馈机制，进而

完善及优化 R、I 阶段。G 成长阶段主要包括客观、主观机制。客观
机制是通过就业率、创业率、升学率等客观指标考核 R、I 阶段的执
行效果；主观机制是通过自我评价、社会评价等主观评价考核 R、I
阶段的执行效果。进而通过 G 成长阶段的系列评价反馈 R、I 阶段
进行修正完善。 

3 效果分析 
3.1 阶段性分析 
为了初步验证分析 RIG 模型的有效性，针对不同年级学生与导

师间的沟通内容，进行了抽查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不同年级学生与学业导师讨论内容统计图 
由统计图可知，不同年级学生与学业导师讨论 多的是学习方

面的内容，根据调查，大一至大三的同学在学习方面经常咨询学业
导师的就是学习方法和其他相关书籍推荐，还有一部分学生咨询学
习的内容和课后习题，同学们主要以专业课程为主，而大四的同学
咨询的更多的问题则是与考研相关的内容；关于科研方面不同年级
的学生与学业导师交流的都很少，原因有很多，比如导师带的项目
有限，很多是研究生才可以参加的，所以本科生机会较少，其次是
参加科研项目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而学生们大一时还未有充足的
知识储备等，所以有关科研讨论的内容相对较少；关于就业问题的
讨论量每年都在增长，特别是在大四的时候讨论的 多，因为大四
面临找工作的问题，所以大四的学生们比其他年级的学生更关注就

业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学业导师制度对学生在学习就业的方面帮
助较大，但是科研方面还需持续改进。 

3.2 结果分析 
学业导师制的实施使每个学生都有属于适合自己的导师，一方

面导师在理论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对本周所学进行周汇报，
有针对性的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交给学生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
加强学生的责任心等。另一方面，导师给学生推荐一些与专业相关
的假期实习工作，不仅丰富了假期，还提前了解了职场和校园环境
的不同，通过切换身份来提前适应职员身份，加强职场适应能力。
学生毕业后主要为参军、就业、考公以及读研等就业方向。由于部
分专业执行 RIG 模型时间不足一个执行周期，因此，以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为例进行分析，其执行 RIG 模型后与执行前的毕业客观指标
如图 3 所示。可见就业率（93.1%，88.1%）提高了 5%，考研和考
公成功率（22.99%，18.64%）也提高了 4.35%，随着改革的进一步
推进，未来将取得更为显著的成绩。 

 

图 3  RIG 模型后与执行前的毕业客观指标统计图 
4 结论 
本研究根据大学生职业规划、学业规划不足等问题，建立了 RI

G 模型，通过学生与学业导师的关联通道、学业导师赋能学生的激
发过程、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成长反馈三个环节，形成闭环的培养
机制。通过实践反馈，本模型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与学业导师的沟
通，解决现有的培养不足，进而提高了就业率和升学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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