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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导师制：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

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 ①

王国华，冷琳琳，赵秉峰
（齐齐哈尔大学 嫩江流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哲学与法学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１６１００６）

摘　要：双导师制往往是实用性较强专业所采取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对于面临着诸多问题的齐齐哈尔大学哲学
系来说，不失为一种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哲学教育理应根植于生活，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以及

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决定了实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建构制度平台、建立长效机制，严格遴选导师、明确导师职责，强化管

理机制、确保高效运行是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实行这一培养模式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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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印发的《面向２１世纪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最早提出了“双导师制”培养模
式。２０００年，教育部在谈及加强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时指出，“双师型”（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会计师
等）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高职高专教学质量的关键，强调“学校与社会用人部门结合、师生与实际劳动

者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是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１］。２００９年，教育部经研究决定，“在已下达的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５万名。”［２］正当人们在为如何保障全日制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担忧之际，双导师制再一次被人们所重视。综上所述，双导师制是为技术性较强

专业所青睐的一种人才培养方式，但是笔者认为对于齐齐哈尔这所既非２１１又非９８５高校的地方院校
的哲学系来说，双导师制是突破当前发展瓶颈可能的出路。

目前学界对双导师制没有做明确的界定，其基本内涵是在学生大二时配备校内导师（学业导师），

实施导师制，在大三、大四时配备校外导师，实施双导师制。每位校内导师所带学生原则上不超过１５
人，每周指导学生１次，以个别指导为主，具体时间与方式由导师和学生协商而定。每位校外导师指导
学生一般不超过５人，平均两周指导１次，每月指导的时间不得少于２天，以集体指导为主，时间与方式
也是由导师和学生自行约定。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之间应具有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校

内导师与一个或几个校外导师指导的是同一批学生。

１　实行双导师制度的必要性
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是２００６年建立的，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系。世俗的偏见、理论的晦涩，使许多

学生望而生畏，从而导致生源的危机，再加上同其它人文学科一样都面临着就业率偏低现状，阻碍着齐

齐哈尔大学哲学系的健康发展。正是这些问题，使在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实行双导师制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从哲学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来说，哲学教育必须根植于生活，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哲学自孔子以来就倡导重实际而轻玄思、尊现实而抑超越的“实用理性精神”，即所谓“天道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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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迩”、“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等［３］。马克思不满足于以往的哲学家仅是在“解

释”世界，而主张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改变”世界，在批判继承前人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实践观点，

指出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活动。西方哲学一向以晦涩难懂而饱受诟病，然而也并非是

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粹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无不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关照着现实，诸如柏拉图对现实世

界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断定，康德三大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对人类真善美的观照）等。尤其是在当代，

西方哲学明显出现了一种向现实回归的倾向，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看作“非课题性”“奠基性的世界”以及

直观的世界，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的知识看作“背景知识”，是交往行为的基础等等。因此，哲学教育既

不能过分强调哲学的实用性，将其世俗化，也不能一味地探究玄奥的概念，而是应该将其与生活联系起

来，强调哲学对人的生活重建的意义，体现出对人的地位、人的生命和人的生活的尊重［４］。

其次，从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双导师制的实行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哲学理

论比较晦涩难懂，兼之大多数学生是从外专业调剂过来的，本身就对哲学专业带有逆反心理，因此让他

们沉下心来学习哲学尤其是研读哲学原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当前专职老师太少，教学工作量繁

重，难以很好地引导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自信心。另外，即使有个别学生对哲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也

往往因无法及时地得到老师的指导而走一些弯路。这都需要专业老师循循善诱、耐心指导，让更多的学

生能够在哲学视域中探讨问题，学习甚至是研究哲学。还有一些学生对哲学根本就不感兴趣，将来也不

打算从事研究工作，这就很有必要向他们提供更多社会实践的机会，让校外导师通过切身的人生经验、

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认识到学习是第一要务，进而意识到哲学绝非是枯燥干瘪的理论，对一个

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人生境界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能够学哲学用哲学。

最后，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学生就业现状也决定了实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自２００６年招生以来，
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共送走了５届学生共计１１９人，其中考研的学生为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４０．３％，在读
或有意愿报考哲学博士的有５人，占总人数的４．２％；其余的４３人，大都是在高中、高职高专院校讲授
与哲学有关的课程。在１１９名毕业生中，直接就业的有７１人，占总人数的５９．７％，其中通过考试或其
它途径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１４人，占总人数的１１．８％，而在私人企业担任文职、销售等工作的有５７
人，占总人数的４７．９％。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毕业生的走向是多元的，并且真
正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数很少（仅为４．２％），大多数是从事与哲学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业。毕业
生就业状况表明，哲学系实行双导师制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让学生得到哲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尤其是

让一小部分学生了解当前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社会，增强

社会实践能力，以便在毕业后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２　实行双导师制度的措施
虽然双导师制是针对专业硕士以及技术性较强专业而提出的，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制

度对于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的发展可以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何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呢？笔者

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建构制度平台，建立长效实施机制。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有３个比较稳定的实习基地，分别
是齐齐哈尔市社科联、齐齐哈尔市二厂二中以及齐翔建工集团。鉴于每届学生约２０人，从理论上讲如
果能充分利用这三个实习基地，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环节是完全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的。但实际情况

却并不理想，要么是学生不够重视，要么是实习单位的工作人员常常把带学生实习视作一件麻烦的事，

让学生做些诸如扫地、倒水等无关紧要的事，其实习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很有必要建构一系列的制度，

使双导师制得以高效、长效的推进。首先，中央政府、教育部要大力宣传和引导，督促地方政府和高等院

校试行、推广双导师制；地方政府和高等院校把参与大学生专业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工

作视作实习基地、高校教师工作业绩的评价指标之一；两级政府还应以专款专用的方式来推行双导师

制，制定相应的资金管理机制，从物质上给予实习基地和高校教师激励。另外，推行双导师制意味着齐

齐哈尔大学哲学系与实习基地的合作不是形式上的、随机的，而是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机制。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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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地方政府作为主要协调的一方，应该从制度和经费上保障双导师制得以贯彻。还有校外导师与校内

导师需要彼此信任，相互合作，这需要在导师的选聘、职责以及考核等方面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使双导师

制在一种长期稳定的机制下实施。

第二，严格遴选导师，明确导师责任。在双导师制的推行过程中，导师的遴选是关键，因此必须对导

师的师德、专业水平等进行严格把关。校内导师从哲学系专职教师中选拔，一般应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或副教授以上的职称，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较强的责任心，了解哲学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熟

悉哲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各教学环节，应该至少承担哲学专业一门主干课程。校内导师的主要职责是培

养学生掌握正确学习哲学的方法，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发展空间。其中还包括对主要哲学前

沿问题的介绍，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指导，为学生人生的规划、考研、专业的选择等提供指导。校

外导师，主要由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的三个实习基地相关企事业单位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优秀

业务骨干担任，他们应该业务素质高，事业心和责任心强，社会经验丰富。校外导师的主要责任是提高

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良好的道德，指导学生体验并形成初步的职业判断能力和管理能力，增强学

生适应社会的能力［５］。另外，校外导师还负责指导学生以企事业单位为题的毕业设计，帮助学生制定

适合自身发展而又顺应时代的人生规划。

第三，强化双导师制的管理机制，确保双导师制落到实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机制，再好的制

度也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际价值。虽然校内外导师指导学生的时间、方式是由师生之间约定的，可以采

取弹性的评价监督机制，以尊重导师指导的自由，但是对于一些基本的指标必须进行严格考核，强化管

理。其一，经费投入到位，使用合理。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相互协作、共同培养学生，这意味着教育成本

的增加，因此必须积极筹措双导师制专项培养经费。然而即便资金有了保障，一定要把资金花在关键点

上，这就需要透明、科学的财务管理机制。其二，加大工作考核力度。双导师制这一作为高等教育方式

的新举措，要求校内外导师要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心，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明确导师岗

位的职责，对他们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其三，奖惩措施到位。加大考核力度的结果就会有三种：

优秀、合格、不合格。对于合格者尤其是优秀者应给予表彰奖励，总结经验、交流体会，推广他们的做法，

并且在评职、升职时给予优先考虑；而对于不合格者，尤其是玩忽职守者应进行批评惩罚，追回相应的资

金，甚至取消其导师资格。

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通过双导师制可以整合校内与校外两种资源，改变学生当前“死读书、读死

书、读书死”的状况，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就业率。然而就当前状况而言，在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推行双

导师制还是有很多困难：中央政府的倡导不够积极、地方政府动力不足；学校分拔的实习经费有限；哲学

系教师太少，教学工作繁重；校外导师与校内导师、哲学系与实习单位的关系不好处理等等。然而值得

庆幸的是，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已经与二厂二中、齐翔建工集团、齐齐哈尔社科联建立了比较良好、稳固

的合作关系，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系已经毕业的学生也正在积极地为师弟师妹们创造更好的考研乃至就

业的条件，为双导师制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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