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家孩子选导师了吗？ ”
最近，“导师” 成了不少家长聊
天时的话题。这学期，上海在之
前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中

小学重点年级推行 “全员导师
制”，各校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之
中。

导师能否在学生成长过程

中发挥作用？ 家长对导师有着
哪些期待？近日，劳动报在微信
公众号“醒来”栏目发起了一项
关于 “全员导师制” 的调查问
卷。

77%受访者尚不了解
“全员导师制”
此次问卷调查面向社会公

众 进 行 ， 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13592 份。 调查结果显示：

16%的受访者表示 “学校
已经开始动员宣传了 ”；7%的
受访者表示 “身边已有孩子选
好了导师 ”；77%受访者表示
“不太了解”。

从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 ，
中小学生的“全员导师制”对社
会来说还是新鲜事。

记者了解到， 上海从去年
开始先后在全市部分区的中小

学开展试点“全员导师制”。 中
小学校全体教师按照一定机制

与每一个学生匹配， 通过导师
与学生建立良师益友的师生关

系、 与家长建立协同合作的家
校关系， 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
指导和开展有效家校沟通 ，促
进 每 一 个 学 生 健 康 快乐成

长。学校可以根据办学规模、师
生比、师资结构等实际情况，自
主确定导师与学生的匹配方式

和配置比例， 每位导师与学生
之间的配置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1∶15。
这个学期 ，“全员导师制 ”

作为上海落实“双减”政策的举
措，在已有试点基础上，在全市
中小学重点年级推行。其中，初

中阶段学校覆盖所有年级 ；小
学阶段学校，可结合办学实际，
选择重点年级落实； 普通高中
学校可结合育人方式改革和生

涯规划指导工作综合开展全员

育人导师制实践。
“我家孩子选了语文老师

做导师。 ” 家长陈女士告诉记
者， 学校专门召开了主题班会
和线上家长会， 向学生和家长
介绍“全员导师制”。 “我的理解
就是， 孩子在学校有了结对老
师， 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和导师
说， 我们家长有问题也可以和
导师沟通， 不用事事都去找班
主任了。 ”

56%受访者认为
孩子多了个“大朋友”
大手牵小手， 孩子在学校

多了个“大朋友”，对于家长和
学生来说，是好事。

在问卷调查中， 家长们对
“全员导师制”发挥的作用充满
了期待。

48%的受访者认为， 导师
可以在青少年价值观树立关键

时期给孩子进行德育正向引

导，进行思想引领；
56%受访者认为， 导师可

以关心青少年心理健康， 孩子
不愿意说的话可以和导师说 ，
多了个“大朋友”；

44%的受访者认为， 可以

缓解学生学业压力， 孩子有不
会的可以直接请教导师；

34%的受访者认为， 导师
可以给予孩子生活上的关心 ，
弥补家长关爱的疏忽；

42%的受访者认为， 导师
可以加强家校沟通， 及时反馈
学生在校情况。

不过，调查也显示，有 25%
的受访者认为可能作用不大。

导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能

发挥哪些作用？ 记者就此采访
了上海一些正在开展这项工作

的学校。
“导师对学生的关心不限

于学业成绩， 更关注的是综合
素养和全面发展。 ”嘉定区迎园
中学是“全员导师制”的最早试
点学校之一，校长张莉琴说，这
个制度让师生受益良多。 选了
导师，可不能只是虚名，要真正
地为自己学生提供陪伴式关怀

与个性化指导。张校长说，八年
级有位钱勇导师， 通过契约方
式鼓励学生实现一个个小目

标， 包括阅读、 健身、 做家务
……有个同学和他签订了瘦身
契约， 钱勇鼓励监督他每天打
卡坚持锻炼， 减重了 10 多斤，
完成了自己的小目标。

在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
家长们这几天收到了来自学校

的一份“家长告知书”。 “我们要
先告诉家长什么是全员导师

制，导师有什么用，我们打算怎
么做。 让家长先心里有个底。 ”
校长谈莉莉告诉记者， 在她看
来， 导师要对孩子进行思想引
领、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活
指导和生涯向导。

如何给学生匹配好适合他

的导师，学校动了一番脑筋。一
年级班主任邱琳老师笑着说 ：
“别看我是班主任，选我的学生
并不一定多，竞争很激烈。 ”邱
老师说，在“全员导师制”主题
班会上， 她将老师们的自我介
绍 PPT 放出来时， 小朋友们开
心得不得了。

事实上， 导师不仅要成为
学生的导师， 还要成为家长的
导师。 “‘双减’之后，家长要么
索性 ‘躺平 ’， 要么变得更焦
虑。 ”谈莉莉校长说，导师还要
起到家校沟通的作用。

“说实话，我对导师制还是
很期待的。 ”家长肖女士的女儿
正在读七年级，从黏人“妈妈宝
贝”变成了酷女孩。 “以前什么
都愿意和你说， 现在什么都不
说， 进入青春期之后， 变化很
大，作为家长就很着急。 ”陈女
士希望女儿能选到一个她喜欢

的老师做导师，亦师亦友，走进
她的内心，伴她成长。

上海已为“全员导师制”
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

“全员导师制 ” 作为新制
度， 引发受访者期待的同时 ，
他们也更希望这项制度能持续

推进， 真正帮助到青少年们。
有受访者担心学生多， 老

师少， 无法选到心仪的老师当
导师； 也有受访者认为， 一个
老师要当多个学生的导师， 可
能无法做到细致关心到每个孩

子 ， 希望这件事不会 “走过
场”。

“我女儿自己选了美术老
师做导师， 可能刚开学工作比
较忙， 导师和孩子联系还不太
多。 不过女儿还是对导师很期

待的。 我也和孩子说可以主动
和导师多沟通。” 家长杨女士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避免导师制度变成形式
主义走过场， 那就要有实实在
在的体系支撑。” 在宝山区第
二中心小学， 为了导师制开发
了系列课程。 此外， 学校专门
成立了奇绩导师工作室。 “工
作室有 13 个老师 ， 各个学科
的都有。” 工作室主持人陆帅
臖告诉记者， 老师们在一起研
讨 ， 会有更多金点子出来 。
“我想只有我们老师会当导师
了， 有机制体系支撑了， 才能
让导师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 ”
陆老师说。

作为市教委 “全员导师
制” 项目组成员， 上海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普教所学生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王枫说， 上海市教
委为中小学 “全员导师制” 配
套建立了一系列保障机制。 比
如， 在推进机制上， 市教委组
织市教科院、 市教研室、 市师
资培训中心联合组建专项工作

专家团队， 指导各区、 各中小
学编制全员导师制 “一区一
策” 和 “一校一策 ”。 在专业
保障上， 还开发了 “全员导师
制 ” 《师生关系指导手册 》
《家校沟通指导手册 》 《作业
命题指导手册》 三本指导手册
及配套在线培训课程， 组织开
展多轮全市校长培训、 “种子
教师” 培训， 组建学校 “导师
团” 开展教师研训等。

“我们还要基于一年试点
工作总结和追踪督导调研， 梳
理形成导师匹配、 师生关系 、
家校沟通等重点任务落实的基

本做法和经验， 定期组织市 、
区经验交流活动和宣传推广

等。 同时， 将导师的学生发展
指导与 ‘双减’ 背景下的校内
课后延时服务、 学校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落实等有机结合， 尽
可能平衡好教师担任导师的工

作负担。” 王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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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记者 郭娜

上海中小学正推行“全员导师制”
多数受访者：很期待，希望能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