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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式大发展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导师制的 

探索与思考 

——以塔里木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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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越式大发展背景下，青年教师成为高校的师资主体，如何全方位提升青年教师水平对高校的快速稳定发
展至关重要。改变以往“一对一”导师培养模式，创新实施“多对一”“一对多”的模式，充分整合导师

资源、发挥导师优势，让青年教师接受专业指导，使之得到全方位提升；同时指导青年教师进行职业规划，
进行目标激励，完善指导效果的考核与评价机制，调动导师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形成一套科学创新鲜明、
体系完善的高校青年教师导师培养制度，是全面有效提升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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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教育部对塔里木大学提出的“聚集高端人

才、培养高素质综合应用型人才、在服务南疆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要求，学校“十三五”“十四
五”迅速扩大办学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学校跨越式
发展的同时，学校教师队伍也随之壮大，新进青年教师成
为了学校教师队伍主力军。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的“全面
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重点面向新入职教
师和青年教师，为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培育主力军”[1]的要
求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提出
的“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2]的要
求，进行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成
为了学校青年教师培养的重要工作。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成
长是一个持续、全方位的过程，应该思考如何将技能培训
与师德师风建设相结合，如何实现青年教师的全面成长与
提升，将青年教师培养成思想过硬、技能过硬、水平过硬
的优秀教师。笔者对塔里木大学现有青年教师的培养现状
进行了调研，经过分析与思考，建议在跨越式发展背景下，
充分发挥导师在青年教师培养中的作用，尝试“一对多”
“多对一”的团队式导师制，能更好的帮助提升青年教师
培养效果。 

1  调研基本情况 

笔者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塔里木大学青年
教师培养情况进行了调研。一是选取承担青年教师培养工
作的人事处师资科和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进行个人访谈。二是选取青年教师导师及近 5年新进
青年教师代表发放调查问卷 106份。调研主要从学校现有
的青年教师导师制度的制定、落实及发挥的作用几个方面
进行。 
表 1  塔里木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度落实情况调研 
调研内容 非常好 较好 一般及以下 
制度健全程度 31.3% 46.9% 21.9% 
落实情况 25% 46.9% 31.3% 

落实效果 25% 46.9% 31.3% 

表 2  塔里木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对青年教师培养效果
调研 

调研内容 非常明显 较明显 一般及以下 
政治修养提升 28.1% 37.5% 37.5% 
师德师风提升 25% 50% 25% 

教育教学水平提升 25% 53.1% 21.9% 
学术研究水平提升 18.8% 46.9% 34.4% 
调研结果显示，超过 78%的调研对象认为学校青年教

师导师制度是基本健全的，71.9%的调研对象认为学校青
年教师导师制度落实较好，且从政治修养、师德师风、教
育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等多方面都起到了作用。其中
教育教学水平指导效果最佳，有 78.1%的调研对象认为起
到了较明显的作用；政治修养和学术研究水平指导效果最
不明显，仅有 65%左右的调研对象认为起到了较明显的作
用。 

2  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1  “一对一”指导模式，导致青年教师提升不
够全面 
学校实施的是“一对一”导师指导模式，因为以下三

个原因，导致青年教师提升不够全面。一是由于导师自身
的特点，有的强教学，有的强科研等，出现导师在指导青
年教师过程中，自身的强项会指导较多，弱项指导较少。
二是教育教学指导可通过课堂观摩、课件指导等具体的业
务性工作指导达到提升的效果，操作性较强，提升效果明
显；但科研指导需要在课题参与、实践中慢慢提升效果，
周期性较长，且受指导教师科研课题与精力的局限性，提
升效果不明显。三是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指导，弱政
治修养、师德师风的培养。青年教师得到的指导不够全面，
提升也有偏重。调研结果体现出教育教学水平提升较为明
显，但师德师风教育指导不多，科学研究指导提升效果欠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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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青年教师职业规划不清晰，提升需求不明确，
导致指导目的不精准 
新入职的教师，从学生或其他身份转换为高校教师的

角色，需要一个熟悉相关规定与转换角色的过程。在角色
转换的过程中，对于高校教师的角色要求、个人定位、发
展目标等较为模糊，角色转换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指导，致
使教师教学、科研和育人等方面的成长较慢。一方面，新
入职教师入职后，对高校教师职业的要求认识不到位，对
高校教师职业的规划不清晰，不能按照规划查找自身的优
缺点，更不能借导师培养的机会提出明确的培养提升需
求，导致青年教师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导师按经验
进行单向指导较多，未能达到双向沟通、靶向指导，始终
处于被动地位，目标性提升效果不高。另一方面，指导教
师在对新教师的指导上，也存在缺乏系统性、更多表现为
单向性的指导。鉴于指导教师的个人能力、素养和综合发
展情况，对新老师缺乏较为清晰的职业长期规划，多聚焦
于课堂教学与育人的指导，对于新教师职业规划、教育科
研发展目标、高等教育发展乃至个人思想和心理成长等方
面等给予较少关注。 

2.3  青年教师导师制的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够健
全，未能很好的发挥制度的监督与激励作用 
导师制的实施制度体系较为健全，包括培养范围，导

师配备，培养形式，导师的职责、权利、待遇与考核等内
容。但对培养的落实情况，培养期满对培养效果的评价，
并以此评价为基础进行导师和青年教师的奖惩等制度不
健全。一方面对实施过程检查监督多以定性指标为主，未
进行定期定量指标考核，导致培养期满对导师及青年教师
不能依据定量指标的考核结果进行评价与定级，并给与相
应待遇或奖惩，最终均以同等工作量作为导师的指导待
遇。现行的评价与激励机制起不到激发导师责任感和青年
教师主动性的作用，不能很好的发挥制度的监督与激励作
用。另一方面，现有指导周期较短，一般的指导周期为一
年时间，显然难以科学衡量指导效果，在教学、科研、管
理及社会服务等定量考核指标缺乏细化的情况下，必然会
形成考核的模糊化和均等化状态，尚需拉长指导周期。 

3  对青年教师培养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高校青年教师导师制的实施情况
和青年教师成长需求，建议高校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进行
以下四点改革。 

3.1  分类选拔导师，构建“多对一”培养模式 
按照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培养、教育教学水平提

升、科学研究水平提升等方面的需求，根据导师自身成果
优势，分别遴选思政教育导师、教育教学导师、科学研究
导师类别的专项导师，组建学校青年教师培养思政教育导
师队伍、教育教学导师队伍和科学研究导师队伍。再为每

一位新进青年教师分别分配思政教育导师、教育教学导师
和科学研究导师 3名导师，实现“多对一”培养模式，即
实现多名导师培养同一名青年教师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
的优点在于，各位导师都能发挥自己所长，侧重自己擅长
的方面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同时青年教师能全方位的得
到专业指导，得到全面提升，且能同时接受多名导师的指
导，接触多元的风格，从而增强判断、坚定立场，丰富教
学方法，拓宽科研思路，更加全面地提升自己。 

3.2  以团队建设为依托，形成“一对多”培养模
式 
高校青年教师的专业导师可以分别以思政、教学研

究、科学研究等不同类型的课题为基础，以教学团队、研
究团队建设为依托，同批次或分批次指导多名青年教师，
形成“一对多”培养模式，即形成一名专业导师同时指导
多名青年教师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青年教
师的指导工作有切入点，既能很好地与平时的思政教育、
课堂教学、教学与科学研究等业务工作相结合，又能很好
地将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通过具体的业务工作实绩进行
量化，有利于对导师与青年教师进行业务考核与评价。 

3.3  指导青年教师进行职业规划，对青年教师进
行目标激励 
目标是行动的方向，激励是帮助青年教师成长的措

施，而制定有效的职业发展规划推动青年教师的全面发
展，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目标激励措施。高校对青年教师
进行激励时，要注重发挥职业发展规划的激励作用，引导
青年教师对于高校教师的角色要求、个人定位、发展目标
等进行全面准确的认识，尽快完成青年教师角色转换。高
校在实施目标激励措施时，应设置相应的制度体系引导青
年教师设置具有科学性、挑战性和持续有效性的目标，同
时，利用青年教师导师培养的过程，指导青年教师做好职
业规划，帮助青年教师实现目标。 

3.4  构建完善的青年教师导师考核与评价机制，
对导师进行激励 
对高校青年教师导师的工作进行考核与评价，既能对

导师的工作起到鉴定和肯定的作用，又能对指导过程进行
引导与监督，对导师起到激励与改进的作用。建立科学完
善的青年教师导师考核与评价机制，对导师的指导工作做
出客观、公平的考核，给与不同的培养效果对应的评价与
待遇，充分发挥考核评价机制的鉴定、导向、激励功能，
更好地指导青年教师导师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诊断、调整与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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