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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析高校班导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 
◆曹汇雪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1743） 

 
摘要：在民办高校，班导师和辅导员都是培养学生的中坚力量，是大学

校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目前的大环境下，班导师没有发挥出其应有

的作用，并存在班导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制度不合理、内容分工不明确，

大部分工作由辅导员独自承担等现象。本文对高校班导师与辅导员协同

育人机制进行分析，列举在制度实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对班导师

制度提出一些改善建议。 

关键词：高校；班导师；辅导员；制度 

 

 

为了满足国内社会大环境的需求，大众对大学教育的要求越
来越高，国内高校在近年把研究生导师的模式改良后运用到了本
科生以及专科生的大学教育中，称之为班导师制。班导师由各个
学院、系别的专职老师担任，一个班级至少配备一名班导师，主
要负责提供与专业相关、创新创业等的专业知识帮助。然而，高
校班导师制还没有在国内兴起很长时间，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
多问题。本人就 3 年辅导员工作为例，分析目前班导师与辅导员
工作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班导师与辅导员的基本职责 
（一）班导师的主要职责 
在大多数的大学，班导师一般由学院的专职老师担任。主要

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支持。包括创新创业比赛的指导、考
研专业辅导、传播行业 新的趋势，对每学期班上同学成绩进行
分析，了解班级学生专业知识的薄弱点并给出解决措施。参与到
班级同学的专业活动中去，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更加的热爱和
了解。 

（二）辅导员的主要职责 
辅导员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学生的在校安全，了解学生的去

向，并与学生家长有一定的联络。除了安全，辅导员也有自己的
行政工作，包括学生信息档案的收集管理、奖助优贷的评定、征
兵入伍工作、学生团体组织的管理以及上课管理等等。内容较多
较琐碎，同时，也会涉及一些学生专业方面力所能及的问题解答。 

二、国内班导师与辅导员的协同育人现状分析 
班导师由专职老师或科任老师担任，一般为一个班配置一个

班导师。大致的比例在 1:20-1:50 之间。除了需要给班级学生提
供专业知识指导外，还要负责上好自己的课程，另外学校还有论
文及科研任务。教育部规定，学生与高校辅导员的比例不低于
1:200，但由于近年高校都在扩大招生，大部分辅导员所管理的
学生已经超过 200 名。除了要负责学生的安全管理、日常管理外，
还要负责一些自己的行政类工作，学院安排的任务。班导师与辅
导员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沟通。另外，
在学校，班导师由教务处管理，辅导员由学生工作处管理，体系
不同，管理方式不一，在相互沟通交流上也会出现一些难度。 

三、班导师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所做工作与辅导员工作界限不清 
虽然每年的班导师职责与辅导员职责都会以文件的形式下

发，在文件中要求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同时包括学生不
及格学分的清理、选课的指导及考研指导等。按班导师制度的规
定，有关专业的事情应该为班导师职责，但却和辅导员工作规定
有相重合之处。以本人所在系部为例，要求班导师除日常的专业
辅导外，还应注重学生心理家庭情况的变化，并做好每月的学生
谈心谈话工作。虽然对工作结果没有辅导员要求严格，但同样也
出现了两者工作内容想同的弊端。这不利用班导师与辅导员发挥
各自所长的初衷，也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班导师与辅导员地位不对等造成考核难以评定 
在一般的民办高校，班导师招聘时要求学历为研究生或者教

授及以上职称，辅导员招聘多为本科生。在公办院校，班导师为
博士或者博士后，并且多有出国留学经历，辅导员为研究生即可。

招聘难度的差异，造成了学校可以接受辅导员大量离职，却难以
承受多位任课老师的离开。班导师分属于教务处，辅导员为学生
工作处管理，虽然在年中、年终考评时，学生工作处会对班导师
工作打分，但比重较轻，也因为关系到班导师的职称评定，基本
所有考评人员都会慎重考虑打分结果。这些都造成在执行班导师
制时出现难考评、考评不真实等，并且在考评时把对班导师工作

了解的辅导员意见排除在外也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 
（三）班导师没有主动服务学生专业知识的意识 
班导师有个特殊的现象，无需坐班制度。大多数班导师在完

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后或者没有自己的课程时，基本不会出现在学
校里面。而在校时，也基本在忙于自己的教学任务。在学生遇到
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时，大多会选择求助自己的辅导员或者校外
的培训老师，很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科任老师。相比于辅
导员被要求住校，班导师的时间更加的自由，所以课外花在学生
身上的时间会很少。比如早晚自习，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本应
是辅导英语及自由练习计算机的 好时机，很少有班导师会选择
留在学校对学生进行辅导，所以当学生遇到专业知识而不能解决
时，会产生挫败感，进而对专业知识更加的抗拒。 

四、如何改善班导师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明确划分班导师与辅导员职责，提升合作意识 
分清辅导员的主要职责与班导师职责。把学生的管理与专业

课程分开。在制定班导师与辅导员职责时，需选取各方代表，阐
述自己对上一学年职责划分的建议，不能只是由教务处及各部门
领导直接规定工作职责。并且切实划分开学生日常管理和专业知
识管理，把学生帮扶、谈心谈话问题从班导师工作中移除，减轻
班导师工作负担。减少辅导员对专业知识的指导工作，包括创新
创业工作、论文指导、考研指导等，使班导师与辅导员各司其职，
发挥自己所长，不出现“两头忙”的现象。 

（二）改善班导师的考评制度 
班导师制度考核一定要严格准确，与评级相挂钩是一件好

事，但如果不能真是反应也会变成弊端。在班导师工作考评时，
辅导员必须参与其中，并且提高比例。考评材料不应当只限制于
纸质版纪录，也应提供照片或新闻材料。比如参与班级建设时，
留有图片材料存档。在对学生进行辅导后，让学生匿名填写辅导
反馈单，切实的反应班导师的工作内容，直观的展现班导师的工
作好坏。并且把这些都归纳于班导师每个月的评级支撑材料之
中，变成平时的常规性工作。 

五、结语 
班导师与辅导员的岗位都是不可缺少的，良好的相互沟通、

相互协作对于培养综合素质高、专业知识过关的大学生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建立完善的班导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机制是目前
大学校园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一定要重视问题，提供两者相互
交流的平台，为发展德才兼备的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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