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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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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以陆军军医大学
$0#

名高年级学员为调查对象!采用自编本科生导师制问卷进行测量&

方法
!

调查学员对现行选择本科生导师时机的认同情况%自身需求!以及有无更换导师意愿等问题&结果
!

有

较高比例学员认为现行在大一下学期选择导师的时机欠妥!更多的学员倾向于在大二进行导师选择!存在一定

比例学员表达出更换导师的意愿&结论
!

完善学员选择导师时机的政策!建立合理的退出重选机制!或将有利

于本科生导师制效能的发挥!值得在后续的实践中进行探索与尝试&

关键词#军医大学#

!

本科生导师制#

!

问卷调查#

!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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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导师制在西方高校产生迄今已逾
.

个世

纪#历经漫长的历史发展完善#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卓

越成效(近年来#为提高我国大学本科教学的质量#

借鉴域外高校的经验#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已渐成普遍

趋势)

)9*

*

(军医大学是为部队培养医学人才的院校#

其培养质量关系到国防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军医大

学推行本科生导师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置疑#然

而其实施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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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前期以本校
$0#

名实习前高年级学员

为调查对象#采用自编本科生导师制问卷就学员对现

行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满意度和自身成长需求

等内容进行调查(发现学员整体上对其实施的认可

度不高#实施过程中本科生导师扮演角色+带教形式

和带教频率等均与学员期望值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带

教的经验性严重不足)

$

*

(同时学员对现行选择本科

生导师的时机表现出较大意见#本文拟就此问题的调

查结果做一客观描述#并提出笔者自身的思考与建

议#以期为提高军医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提

供有益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本校即将参加实习的
*-)*

级五

年制和
*-)+

级四年制
/--

名学员作为研究对象(调

查学员专业分布涵盖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专业高原医

学方向+医学检验+预防医学+护理学+医学心理学+药

学+医学影像学+核医学等多个专业(所有研究对象

均知晓本研究内容并同意参与(

$,/

!

方法
!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法(共发放调查

问卷
/--

份#收回有效问卷
$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为
00,*[

(详细情况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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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H

A"E<E+,)

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采用双份盲态录入#进行一致性核对(采用

U6UU).,-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数据分析采用的统

计分析(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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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对现行选择本科生导师时机的评价
!

目前

本校的本科生导师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学员与本

科生导师互选在大一下学期进行#本课题组调查了作

为这一规则践行亲历者的实习前学员对这一选择导

师时机的认同程度(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

的学

生认为大一下学期选择导师是合适的#而
$),/[

认为

不合适#

**,-[

对此问题持无所谓的态度#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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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对现行选择本科生导师时机

!!!

%大一下学期&的评价

项目 合适 无所谓 不合适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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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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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对选择本科生导师时机的需求调查
!

进一

步调查了学员对选择本科生导师时机的需求情况#结

果显示#

+),/[

的学员认为大一下学期合适#大二上

学期和大二下学期分别占到了
*$,-[

和
*/,*[

#选择

大三的学生占到
)*,+[

#见表
*

(

表
*

!!

学员对选择本科生导师时机的需求调查

项目 大一下学期 大二上学期 大二下学期 大三 其他

人数$

)

&

)/# ))0 )*/ #) +/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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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更换本科生导师的意愿调查
!

考虑到多种

因素会影响到学员与本科生导师间的师生互动并进

而影响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本课题组进一步调

查了学员更换本科生导师的意愿(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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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表示愿意更换#与表示对本科生导师不满意和

非常不满意的比例相当)

$

*

%明确表示不愿意更换的人

数占比为
$)[

%而表示更不更换无所谓的占比达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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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更换本科生导师的意愿调查

项目 愿意更换 无所谓 不愿意更换

人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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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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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国防医药卫生人

才的高等学府#培养合格的军医是军医大学的核心任

务(国内外+军内外的实践表明#本科生导师制利于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值得在军医大学积极推行(既往

研究均肯定了本科生导师制在军医大学推行实施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

+9/

*

#但也明确指出了其在军医大学

总体的满意率不高+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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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前期分析本科生导师制在陆军军医大学实施

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发现学员对本科生导师的角

色需求+带教活动形式需求和指导时间需求与实际情

况相去甚远#并存在着严重的导师指导时间不足的问

题)

$

*

(同时笔者注意到较多学员对现行选择导师的

时机存在较大意见#有相当部分的学员表达出更换导

师的意愿#因此本文重点就此问题进行了归纳梳理(

目前#进入军医大学的大一新生年龄多在十八九

岁#虽然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具有完全独立的行为

能力#但实际上他们经历单纯#一直是从学校到学校#

甚至高考时院校与专业的选择也多是父母及周围亲

友的意愿(因此进入军医大学这个陌生的求学环境

会有失落感+焦虑感等负面的情绪(教学管理部门考

虑到上述因素#将本科生选择导师放在这一阶段的好

处显而易见(由于本科生导师往往有着与所指导学

员相似的学习+生活经历#容易与其产生思想上的共

鸣#导师通过言传身教#向学员传授自己的经验教训#

使本科生导师制对学员进行专业辅导+思想引导+心

理疏导和生活指导成为可能#从而开启其军医大学学

习+生活的良好开端(然而从实际的调查结果看#对

于在大一下学期选择导师只有
+#,/[

的学员认为时

机合适#而
$),/[

的学员认为时机不合适#有学员明

确在问卷中提到0刚入大学#很多情况不了解#选择导

师具有很大盲目性1(譬如#由于不了解导师#学员只

能通过导师的学术成绩或知名度等信息来选择导师#

其结果是部分导师没有学生#部分导师拥有过多学生

而无暇指导#不能实现有效的师资配置(进一步对选

择导师时机需求的调查表明#较多学员倾向于在大二

选择导师#提示学员需要时间去熟悉适应进而做出理

性选择(同时#笔者注意到有相当比例的学员表达出

更换导师的意愿#也应当引起重视(目前的情形是#

学员选择导师是一锤子买卖#只要导师不因为长期出

国或转业退役等原因不在岗就不会出现变更(如果

出现明显的师生双方不适应#或遇到不负责任的导

师#这一规定限制了学员再次主动选择的可能(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完善调整!$

)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对于军医大学

新学员#本科生导师制是新鲜事物#应加大对其的宣

传教育#向学员详细介绍本科生导师制的起源+运作

方式和益处#提高认识%同时切实公开导师的信息#组

织相互了解的活动#从而避免学员选择导师的随意

性+盲目性)

#

*

($

*

&建立选择导师的弹性制度(本科

生导师制的初衷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实践#重视个

性教育是其重要特点(作为个体的军医大学新生#每

个人对本科生导师制理解存有差异#每个人精力分配

存在不同#因此在制度上应当允许学员选或不选导

师#允许学员在其认为合适的阶段选择导师($

+

&合

理的退出机制(本科生导师多承担了较繁重的教学

科研任务#对所带教学员的时间投入存在普遍不足#

超过
$-[

的学员每学期与导师见面的机会仅有
)

次)

$

*

(在这种情形之下#应当允许学员经特定的程序

退出先前的师生关系#并给予重新选择导师的机会(

$

$

&其他的配套措施(例如限制每名本科生导师的带

教人数+建立合理的学员调剂机制+严格本科生导师

的选拔+规范带教的数量与质量等)

.

*

(

综上所述#虽然本科生导师制在本校已经推行有

一定时间#但达到其实施效果仍任重道远(完善学员

选择导师时机的政策#建立合理的退出重选机制#将

有利于本科生导师制效能的发挥#值得在后续的实践

中进行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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