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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导生制的专题研究文章数自2007年后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中职导生制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目

前中职导生制操作模式呈现多样性，在理论上可分为“高辈-团队”式、“同辈-团队”式、“高辈-全班”式、“同

辈-全班”式、“高辈-个体”式和“同辈-个体”式。中职专业课的实践性和中职学生的素质分化特点决定了导

生制在中职专业课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意义，“同辈-团队”式和“高辈-团队”式应成为中职专业课导生制操作

模式的应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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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

断推进，中职课程模式及教学方式

正在发生改变，导生制正成为中职

专业课教学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一、导生制研究综述

导生制的实践与研究应追溯

到19世纪初英国的贝尔-兰卡斯

特制[1]，当时贝尔和兰卡斯特为解

决“教师少学生多”带来的教学困

难，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学生教学生

的方法，之后导生制曾在英国一度

盛行，贝尔和兰卡斯特先后出版了

《教育改良》《教育指南》等著作，介

绍他们的导生制设想。近几十年

来，西方教育界对导生制做了不同

的创新实践，出现了“同辈教学”等

导生制模式，并形成了自己的完整

体系[2]。中国教育史上几乎没有对

导生制概念的论述，但这样一种教

学组织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从

未消失过。20世纪20年代，教育

家晏阳初在华工识字班尝试导生

制[3]；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在全

民普及教育运动中创建“小先生

制”[4]，与导生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导生制的实践与研究

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采取篇名

检索，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输

入“导生制”的检索项，检索到

1979~2011年间共108条记录。关

于导生制最早的论文记录，是徐辉

1986年在《教育评论》上发表的一

篇“贝尔-兰喀斯特导生制简述”，

而后每年发表的关于导生制的论

文不超过2篇，直到2005年增至7

篇，2007年12篇，之后呈逐年上升

趋势，2011年达到23篇。总体看，

关于导生制的研究起步晚，且关注

度不够，研究成果始终不多。

从研究的教育类型看，导生制

的研究涉及所有教育类型，根据对

2006~2011年间 83篇关于导生制

论文的分析，发现涉及高校的占大

多数，共45篇，涉及中职教育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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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篇。可见，中职专业课导生制研

究还有较大空间。

二、导生制的概念厘定

目前导生制应用于不同的教

育领域，具体操作模式各有不同，

而且相关研究文献对于导生制的

概念界定模糊，甚至相关实践者对

导生制内涵的理解也各异。由于

导生制的研究者主要是高校教师

群体，所以多数导生制的概念界定

是在高校教育语境中进行的。如，

南京师范大学丁云霞认为，导生制

是指一些学习优秀、能力出众的在

读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最好是

党员），协助大学班级辅导员或者

班主任，对学生（以低年级学生为

主）进行日常事务（非学术领域）管

理和教育引导工作的制度[5]。显

然，这样的概念界定过于狭窄，一

方面把导生限定为高校学生，另一

方面把导生的工作仅指向管理与

教育。通过百度搜索，百科名片中

对导生制的定义具有较高的权威

性：教师上课时先选择一些年龄较

大或较优秀的学生进行教学，然

后，由这些学生做“导生”，每个导

生负责把自己刚学的内容教给一组

学生，导生不但负责教学，还负责检

查和考试，完全是教师的助手[6]。

这里的导生指向所有教育领域的

优秀学生，但随着导生制在实践中

的不断创新，把导生的职责只限定

为教学、检查与考试也不全面。导

生制应具备的基本特质包括三方

面：一是导生的双重身份。导生制

就是让学生当老师，让学生导学

生，导生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二是

导生的优秀性。导生须是经过选

拔的学生群体中的优秀者，否则无

法建立起导生在学生中的导学威

信。三是导生的组织性。导生须

在教师的组织下专门培养，并在一

定的管理规范下实施导学工作。

关于导生制的概念研究不必

陷于“明确定义”的纠缠中，而应把

导生制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

明确要素，鼓励操作模式的创新实

践。因此，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只

要同时符合上述三条特质，即可界

定为导生制。

三、中职专业课导生制操作

模式的归类

对导生制进行归类，在于建立

导生制的自我系统和厘清不同操

作模式之间的异同。通过归类，有

利于教师科学选择和理解导生制，

有助于学者对导生制的提升研究，

也是构建中职导生制策略体系的

基础。

（一）导生制分类综述

以贝尔-兰卡斯特制为雏形的

导生制经过数百年的不断创新与

发展，出现了诸多不同的操作模

式，学者们根据不同的视角、不同

的理念对导生制做了不同操作模

式的实践，但至今还没有学者对导

生制操作模式做过较系统的归类，

本文试图通过多视角综合的方法

对导生制的操作模式作一梳理。

关于导生制，几乎所有学者都提到

了导生的选拔与培养，把导生的素

质看作是导生制实施成败的关键，

但就导生素质而言很难做出有层

级的区别，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导

生的“出身”与“品质”具有一定相

关性，因此，导生的来源可以作为

归类的一个重要依据。导生的来

源一般有两条：一是高辈导生，即

来自高年级的导生。华南师范大

学吴鹏泽在《基于导生制的主题教

学设计与应用》中提到，“从二年级

传播学专业研究生中选拔导生，以

6~8名本科生为一组，每组配备一

名导生”[7]；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李鸿

创建的“一学二练三模”导生制模

式中的“一学”，就是“一年级学生

在高年级学生模拟带团中认识导

游，学习导游”[8]，这些都是基于高

辈导生的导生制应用，而从研究情

况看，高辈导生普遍应用在高校

中。二是同辈导生，即来自同一年

级（一般为同一班级）的导生。济

南某中学王庆禄对导生的选拔程

序是：“先将学生划分为若干学习

小组，每个学科各确定一个相对具

有特长的组长，也就是导生。”[9]无

论是普通中学还是中职学校的导

生制，选用的大多是同辈导生。

如果把视角转向普通学生，在

不同导生制操作模式中，导生导学

的对象群是不一样的，可以分为三

种：第一种对象是全班学生，即把

整个班级学生作为一个导生“导”

的对象。江苏孟祥芬在高校导生

制中的做法是“选派一名二年级、

一名三年级的同学做一个班的导

生，这样可以达到老导生带新导

生，形成可持续发展”[10]。一般由

几个导生共同构成一个班级的导

生团队，导生之间有一定分工，一

般在高校中应用。第二种对象是

一个团队，班级学生分成若干个小

组，小组成员一般由异质群体组成

团队，每个团队安排一个导生。江

苏胡永盛把导生制应用于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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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是“一名导生负责一个5~10

人的小集体，对学生思想、学习、生

活等方面进行指导”[11]，实际上这种

人员构成在中职学校中的应用最

为普遍。第三种对象是个体，即一

个导生只负责指导1~2个学生，对

其进行重点帮扶提高。江苏某中

职学校胡丰春在专业课教学导生

制中提出：“教师可根据各班的实

际情况，给导生分配1~2名帮扶对

象。”[12]

从导生的导学内容看，导生角

色也各不相同，可归结为四类：一

是助教，即教师教学的助手。这是

导生制导生角色的原型，也是当前

导生制中最常见的一种导生角

色。二是助管，即学校德育工作或

教学管理的助手。此角色主要应

用于高校学生管理中。孟祥芬认

为，现行“导生制”已经发展成为一

种兼职辅导员或副班主任制度，导

生协助学校对新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和学习生活指导，这也可能成

为今后高校新生教育管理的主流

趋势[13]。三是助评，即教师评价学

生的协助者。助评是导生的辅助

角色，一般不单独存在，主要与助

教或助管相配合，强化整体的教师

助手功能。四是助研，即教师指导

科研的助手，此类多见于高校。

综上所述，导生制操作模式可

根据导生与普通学生的不同人员

架构来分类，假如选择高年级的导

生与班级的各个小组（团队）之间

建立跨年级导学关系，该教学组织

形式即可称之为“高辈-团队”导生

模式，依此推理，在理论上就形成

“高辈-团队”导生模式、“同辈-团

队”导生模式、“高辈-全班”导生模

式、“同辈-全班”导生模式、“高辈-

个体”导生模式和“同辈-个体”导

生模式。笔者根据对中职专业课

导生制（全部样本）、高校高职导生

制（部分样本）和普通中学导生制

（部分样本）专题论文的理论分析，

对论文所述的导生制操作模式作

了归类，详见表1。

由表1可见，中职专业课导生

制以“同辈-团队”模式为主，高校

（包括高职）导生制以“高辈-全班”

或“高辈-团队”模式为主，普通中

学均引用了“同辈-团队”模式。在

所有导生制模式中，导生角色以助

教为主，中职导生制的导生角色也

有助管，但都是基于助教的，助评

角色不独立存在。

（二）中职专业课导生制分类

综述

中职专业课导生制的专题论

文在所有导生制的研究成果中只

占少数，相对而言，高校的导生制

导生制专题论文标题

导生制在餐饮服务技能教学中的应用

导生制在技能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导生制在实习教学中的运用

导生制在AutoCAD项目教学中的应用

导生制在专业课教学中的作用

电工专业实习教学中运用"导生制"的尝试

谈钳工技能教学中的导生制

职校计算机"导生制"教学模式初探

浅谈导生制在钳工技能训练中的实践

“导生制”教学模式在数控项目实训中的应
用

“导生制”在技工学校理实一体化教学中的
运用

导生制的实验与思考

导生制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与意
义

导生制和同质小组学习

导生制分层分组教学：高职项目课程实施
的有效模式

导生制在毕业综合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导生制在护理职业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导游专业实践教学 导生制模式的探索

导生制：历史发展与概念界定

导生制：撬动管理新模式

导生制微格教学模式设计研究

导生制在摄影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高校导生制的实践与思考

关于高职院校新生导生制的思考

关于在学生管理中实施"导生制"的思考

基于导生制的混合学习的教学组织策略

基于导生制的主题教学设计与应用

操作模式

同辈-团队

高辈-团队

同辈-全班

同辈-团队

同辈-个体

同辈-全班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高辈-团队

高辈-团队

高辈-全班

高辈-全班

同辈-团队

同辈-团队

高辈-全班

高辈-全班

高辈-团队

高辈-团队

高辈-团队

导生角色

助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助管

√

√

√

√

√

√

助评

√

√

√

√

教育类型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中职

普通中学

普通中学

普通中学

高职

高职

高职

高职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高校

导学内容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知识与技能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学科知识

知识与技能

学科知识

专业技能

综合实践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

教学技能

实验教学

知识与技能

专业知识

表1 部分导生制操作模式归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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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较为成熟，但中职导生制与高

校导生制有本质上的不同。当前，

“同辈-团队”导生模式是中职专业

课导生制的主流模式，浙江某中职

学校雷岳明在餐饮服务技能教学

中实施导生制，指出导生制的实施

关键在于导生的选拔，其操作方法

是：“教师通过一定的测试，结合学

生上课时的反映情况，综合考查学

生平时表现，选拔出有上进心、动

手能力强、喜欢帮助同学的学生作

为导生”，在导生制实施中，“以导

生为中心，采用自由组合或随机指

定的方式对全班同学进行分组，按

每个课题由4~6人形成一组进行

搭配，以后所有的教学或实践活动

都将以导生为组长，以组为单位进

行”[14]。这种操作方式是当前中职

导生制的主流，其相关专题论文篇

数约占所有中职导生制专题论文数

的七成。但也有在中职专业课中实

施“高辈-团队”导生模式的践行者，

浙江郭丽华在中职技能教学的导生

制实施中，选拔组建“导生班”（都是

高二年级、高三年级的学生，给予

专门培训），并由导生班学生作为低

一年级学生的导生，实行“高辈-团

队”导生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成为当地推广的重要模式[15]。河南

三门峡刘玉文等在技工学校实施

了“同辈-全班”导生模式，在班级

中挑选5~6名导生，在实习教学中

协助教师做“巡回指导”[16]。还有

个别中职教师进行了“同辈-个体”

导生操作模式的尝试。

四、“导生-团队”模式：中职

专业课导生制的应然选择

中职专业课的实践性决定了

其教学方法应以行动为导向，学生

“做”的主体性应表现得更加充分，

但中职学生文化素质相对薄弱，而

且学生的文化素质分化明显。这

种情况下，传统的一个教师对一个

班级单向传输式教学已不合时宜，

单个教师与全班学生的互动教学

难以有效开展。应对班级进行分

组，形成互教互学的多个团队，并

且每个团队引入一个导生，作为教

师与学生的教学纽带，即构建“导

生-团队”模式。然而，根据导生来

源的不同，决定了导生制具体操作

上的策略不同，与“导生-团队”模

式对应的是“同辈-团队”导生模式

和“高辈-团队”导生模式。

（一）“同辈-团队”导生模式：

中职专业课导生制的一般应用

“同辈-团队”导生模式是选自

同一个班级的多个导生分别与班

级中多个小组团队之间建立的授

受关系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4~6

人建立一个团队，每个团队配备一

名导生。实践证明，这种教学组织

架构能有效解决中职专业课教学

中的两个普遍问题，受到广大中职

学校的青睐。一是解决教师指导

不力问题。由于当前中职学校师

生比普遍达不到要求，一个教师面

对50人左右的大班上课很常见，

在以学生自主行动为主线的中职

专业实践课中，这种师生配比的缺

陷更加明显，教学秩序难以“控

制”。引入“同辈-团队”导生模式，

由经过专门培养的导生对团队进

行管理与指导，使管理难度得以分

解的同时相对提升了课堂调控力，

同时也减轻了教师的负担。二是

解决教学进度不协调问题。中职

学生入学的低门槛决定了学生素

质的分化现象，在完成同一个教学

任务中，“吃不饱”与“不消化”的两

类学生群体都明显存在，教学进度

难以达成一致，“同辈-团队”导生

模式旨在让少数“吃不饱”的学生

当导生，去帮助“不消化”的学生群

体，实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在所有关于中职导生制的11

篇专题论文中，基于“同辈-团队”

导生模式研究的有7篇，说明“同

辈-团队”导生模式在中职专业课

教学中有着强大生命力。

（二）“高辈-团队”导生模式：

中职专业课导生制的推荐应用

“同辈-团队”导生模式操作简

便，任课教师在自己的教学权限范

围内可随时组织开展，不涉及学校

的教务机制，但这种模式存在两个

问题：一是导生的培训问题。导生

要成为教师的得力助手，培训需要

专门化，需要培训时空的保证，这

涉及学校层面的保障体系，如果仅

凭教师的责任与兴趣，培训效果难

以保障。二是导生的执行力问

题。由于导生是团队成员的同学

（同龄人），同辈导生在团队成员中

建立威信具有先天困难，要形成足

够的认同，需要导生在团队中有更

出色的表现。因此，“高辈-团队”

导生模式较为有效。浙江永康职

业技术学校推行此种模式多年，

“高辈-团队”导生模式较好地解决

了“同辈-团队”导生模式的导生培

养与执行力问题。“高辈-团队”导

生模式是由选自高年级的多个导

生分别与班级中多个小组团队之

间建立的授受关系的教学组织形

式；郭丽华在“高辈-团队”导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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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实践中，把高年级的导生组成

一个“导生班”，明确职责与义务，

签订导生协议，把导生班纳入学校

的教务管理，为导生制的顺利开展

创建了便利条件。在“高辈-团队”

导生模式中，导生相对“成熟”，不

但能有效扮演“助教”角色，更能胜

任教师得力的“助管”和“助评”角

色，创建了导生制向多元化、综合

化方向发展的新模式。

中职专业课的实践性、中职学

生的素质分化及中职专业课教师

配备不足等特点共同决定了导生

制应用于中职课堂的重要意义。

由表2对两种导生制操作模式的

比较结果可见，中职学校应跳出

“同辈-团队”导生模式的思维框

架，积极尝试“高辈-团队”导生模

式，权衡利弊，大胆创新，让导生角

色由助教向助管和助评拓展，丰富

导生制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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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生制模式

导生来源

导生角色

导生培养

制度支持

优势与不足

“同辈-团队”导生模式

导生选拔于同一班级的同伴

助教为主

由任课教师课余组织

任课教师的教学权限内即可实现

操作简便易行，但导生的能力与威信
有限

“高辈-团队”导生模式

导生选拔于高年级的学生

可有效实施助教、助评和助管

纳入学校教务管理

需要学校层面的弹性制度支持

导生能较好胜任教师的助手角色，但操作机
制较为复杂

表2 中职专业课导生制操作模式比较

Research Review on Operating Mode of Monitorial System in
Specialized Cours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ZHANG Guo-hong1, LV Hong-ping2

(1.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Jinhua City Bureau of Education, Jinhua Zhejiang 321017;
2.Jinhu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hua Zhejinag 321007, China)

Abstrac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monitorial system is increasing yearly since 2007, but the research prod⁃
ucts on monitorial syste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re fewer. At present, its operating modes are diversified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high generation-group” mode, “peer-group” mode, “high generation-class” mode, “peer-class”
mode,“high generation-individual”mode, and“peer-individual”mode in theory. Due to the practicalness of specialized
cours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i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he
application of monitorial system is of importance for the teaching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it is a necessary choice for the monitorial yste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pecalized courses to take the

“pear-group”and“high generation-group”modes.
Key words monitorial system;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pecialized course; operat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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