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数理学院学业导师制度实施方案 

为更好实现数理学院本科人才培养的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本科人才培养

质量，学院决定实施本科人才培养学业导师制度，经研究决定，制定本实施办

法。 

一、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学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精神，更好地实现学院“本科教育

内涵式发展”，更好地推进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发展，更好地发挥教师对学生的

指导作用，全面提高我院本科教育的整体质量。 

二、学业导师和学生遴选程序 

1、学业导师由学院在职专业教师和兼职教师担任，分数学、物理、数学

（师范）、物理（师范）四个大类，有个人和团队两种形式。个人可提交个人

简历，团队须提交项目申请书，以供学生选择。 

2、双向选择、两个优先。首先让学生根据教师信息填写志愿(默认服从调

剂)，然后由教师根据学生信息进行选择，在选取导师时学业成绩在前的优选，

上期考核优秀的导师优先。未能选到导师的学生由各系作统筹安排。 

3、学业导师安排在大二下学期启动，大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确定最后名

单。每个在职学业导师原则上指导同级学生最多 5名（含团队平均指导数和个

人指导数），兼职学业导师最多 2名。双肩挑或管理岗位教师可适当减少。 

4、学生优先选择本专业教师做学业导师，也鼓励选择其他专业教师做导

师。 

5、学生中途提出更换导师，经核实确有正当理由可同意更换，但必须以学

期为单位进行更换。大四期间学业导师原则上与实习指导教师、毕业设计指导

教师一致。 

   三、学业导师的主要职责 

1、做好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善于将复杂的专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

程设置等知识深入浅出地解释给学生，帮助学生增强专业信心与兴趣。 

2、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根据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制定学习计

划，指导学生社会实践、实习等。 

3、提高学生科研创新能力。鼓励并指导学生参与科研立项、创新训练、学

科竞赛等科技活动。鼓励学生参与指导导师的课题研究。 

   四、学业导师工作内容 



1、三年级完成 1万字左右的文献翻译，内容可以是导师研究方向的学术专

著的一部分，也可以是重要的经典文献。文献翻译纳入学生学业档案。 

2、三年级指导学生申请并完成 1项大创项目，鼓励同级同导师指导的学生

合作完成；或者指导参加各类竞赛 1次。 

3、三年级完成一份 5千字左右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纳入学生学业档案。 

4、切实指导学生进行实习。 

5、严格执行学校毕业论文的要求，指导完成毕业论文的各个环节。 

6、鼓励导师实行“1+2+4”培养模式，鼓励实现个性化培养模式。 

   五、学业导师工作考核 

   1、学院负责学业导师相关制度的制定，以及对各系考核结果的抽查、复

审。 

   2、数学系、物理系负责学业导师的安排、日常管理、考核等，考核内容包

括文献翻译、研究报告、毕业论文等。考核时间与毕业论文答辩同步进行。考

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优秀率一般不超过 30%，如果满足以下第 4款

者较多的可适当突破这个限制。 

3、学院设立优秀学业导师奖，对工作表现突出、成效显著的学业导师给予

表彰和奖励，同时在第二年的学业导师遴选中特别指出并优先选择学生。考核

不合格的学业导师暂停一年导师资格。 

4、指导的学生有以下情况者可评为该生的优秀学业导师： 

（1）考上研究生的； 

（2）各类竞赛获市级二等奖以上的； 

（3）毕业进入全国 500强名企或进入示范性中学的； 

（4）在北大、南大核心以上发表论文的； 

（5）大创项目被评为优秀的。 

（6）毕业论文被评为校级以上优秀的。 

5、指导的学生有以下情况者可评为该生的不合格学业导师： 

   （1）上述基本工作内容没有完成的； 

   （2）大创项目没有结题的； 

   （3）大四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没有通过答辩的。 

    六、学业导师激励办法 

1、学院为学业导师预留专项经费，按指导学生数计工作量。考核合格以上

者全部发放绩效，考核优秀者为双倍绩效并可下一年度多指导相应优秀学生

数，同时给与优秀学生奖励。 



2、教师在职称晋升、定级以及年度评优评价中，学业导师工作业绩列入重

要的教学考量依据。考核优秀者优先考虑，考核不合格者实行一票否决制。 

   七、其它方面 

1、学业导师工作需要得到学院各个部门、辅导员、班导师等大力支持与配

合，在学生中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2、学院鼓励数学系、物理系针对各自专业对学业导师工作进行探索和创

新，鼓励优秀的学业导师开展项目研究和实践创新。 

3、本管理办法自 2020年 1月 1日实施，并由数理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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