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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业指导是保障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麻省理工学院为研究对象，对其学业指导的使

命、机构、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指导体系可为我国大学的学业指导改革提供来

自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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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中的学业指导 ( Academic Advising)

具有悠久的实践历史，正逐步形成高等教育研究中

相对成熟的新兴研究领域。学业指导建立在师生合

作与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习

与发展，其内容是关于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建构性知

识。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是美国乃至世界公认的高水平、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校强调学习过程和学习经验

在本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鼓励学生创新与批评性

地思考，极其珍视导师和指导教师的价值。学校在顶

层设计层面确立的学业指导工作使命是: 为本科生

提供卓越的服务和项目，为催化学生的探索提供机

会，促进本科生的学术成功和个人发展。为实现上述

使命，MIT 专设本科生学业指导办公室，作为实施该

项工作的组织机构，隶属于本科生教务长办公室，由

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校长直接领导。
麻省理工学院学业指导办公室的工作内容非常

丰富，涉及到各年级本科生学习的主要环节。归纳地

看，MIT 学业指导的工作内容可分为指导、服务与发

展三个层次。其中，指导是基础，服务是保障，而发展

是指导和服务的深化，是学业指导的高级阶段。

一、指导
麻省理工学院的指导教师们就本科生的课程选

择、学位要求、实习和职业规划等接受学生的咨询并

给予建议。根据指导内容的不同，其学业指导可分为

三种［1］。

1． 大一新生指导。MIT 视大一新生为学校最宝

贵的人才资源，通过指导工作使新生尽快适应学习、

社会、文化和机会的变化。首先，每位新生在入校后

会收到一份在线新生咨询文件夹，提供关于专业与

课程、学分要求、考试与论文评价、学术诚信等信息。

其次，开设习明纳课程和学习社区。习明纳课程是帮

助学生了解学科现状与发展趋势而设计的跨学科研

讨，如:“航天工程、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数据与

城市: 理解都市的复杂性”等。最后，新生与指导教

师见面。MIT 为每位新生配备两位导师: 新生导师和

副导师。前者由教师或管理人员担任，对学生的选课

方案、专业选择提出建议，和学生讨论学习问题，帮

助学生熟悉学习资源，以促进学生实现教育目标和

职业目标; 后者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从学生的视角为

新生提供与学习有关的一手信息和建议。

2． 学术卓越指导。教与学在 MIT 被视为精深

的、要求较高的工作，因而受到特别的推崇和珍视。

学校希望在学生面临更高级的学习内容时，能为学

生提供提高学习技能的工具和资源帮助，以支持学

生追求学习的成功和卓越。学术卓越指导的内容有:

维护学术诚信、高效时间管理、高效利用讲座和知识

记忆、学习工具的最佳实践、参加测试的考虑事项、

学习资源的获取途径等。此外，学业指导办公室每学

年都组织关于一般学习技能和特殊话题的工作坊或

晚餐会，主题非常契合学生学习的需求，如: 如何节

约时间和确定行动的优先级，如何利用课程大纲、记
笔记、拜访教师答疑，如何做好项目设计学习和汇

报，如何咨询助教和讲师等。

3． 学术表现指导。MIT 为本科生设置了明确

的、高要求的学业标准，学术表现委员会负责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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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表现进行绩效评价和预警指导。学术表现指

导通常关注学生的课程注册、选课与退选、学分限

制、学位申请、学术诚信等关键环节。在每学期末，委

员会将评价和建议情况反馈给学生和教师，以便师

生及时调整学习进度和策略。指导教师帮助院系开

展学生的学习评价，与学生见面商谈本学期的学习

表现，在被指导的学生表现欠佳或未达到本学期最

低学习标准时及时和院系沟通，若被指导的学生面

临退学的危险时，指导教师必须出席“延期行动会

议”。

二、服务
除了指导教师直接指导学生外，学校提供的学

习服务也是学业指导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

主要的内容包括入学指导服务、学生支持服务、特殊

群体服务等［2］。

1． 入学指导服务。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指导

服务是为新生提供的充满乐趣的一周活动。通常，入

学指导服务包括开学指导服务和入学后指导服务。
开学指导服务为新生提供先导性的介绍，有校长欢

迎会、教师讲座、学术研讨等多样化的形式。入学后

指导服务为新生提供领导力、社会、运动、学术动向

等方面介绍与服务。例如，2013 年秋学期的入学后

指导服务提供 27 个项目，内容有: “发现地球、大气

和行星科学”、“发现新闻学”、“新生城市项目: 通过

社区服务提升领导力”等。在这些入学指导服务中，

新生有很多机会和新同学、老师和职员交往，也有机

会探讨学术选择、学生生活、住宿、校园资源、周边地

区等话题，这为他们尽快适应和开始新的学习和生

活提供了极好的引导。

2． 学生支持服务。当学生在个人生活或学习

中遇到困难或问题的时候，将在第一时间得到支持

与服务。学生支持服务办公室为学生提供开具请假

条、休学和再入学等事项的服务，以帮助学生应对健

康、突发事件、家庭、实习等问题对正常学习带来的

不便。此外，MIT 还为残疾学生和家庭中第一个上大

学的第一代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学生提供周到的服

务，以免除他们学习的后顾之忧。上述服务在便捷和

尊重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支持，为本科生的学术成

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发展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麻省理工学院孜孜以求

的教育目标。就学业指导而言，学校开发了三个定位

不同的项目，有效地提高了本科生的学习质量，同时

促进了本科生的个人、专业与职业发展。

1． 独立活动项目。独立活动是 MIT 独特的学

业指导项目，迄今为止已设立近 40 年。该项目固定

在每年 1 月份举行，为期 1 个月。MIT 规定每位本科

生在学期间须完成累计 12 个学分的独立活动项目。
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会议、论坛、运动会、系列讲

座、电影、游览、朗诵会和竞赛等。其活动内容分两大

类: 有学分的项目，既有学科的，也有跨学科的，还有

教学方法的，如人类生物化学讲座和社区服务工作

坊等，2013 年共有 50 门学分课程; 无学分的项目，如

地中海烹饪术和即兴喜剧表演工作坊等共 50 类600
项活动［3］。

独立活动项目为 MIT 的学术社区成员 ( 学生、
教师、职员、校友) 提供了组织、参与活动的特别机

会。该项目因其内容的广泛性、趣味性、知识性和富

有创新精神而使 MIT 的本科教育独具特色。学生也

可以举办讲座或交流会，分享学习成就和成功经验。
从学业指导的角度看，这些活动鼓励学生自主设定

学习进程，独立完成项目，和教师广泛交流，提出创

新想法，分享成功的喜悦，因而其内容、形式和效果

俱佳。

2． 本科生研究机会项目。作为世界顶尖的研

究型大学，MIT 为了提升本科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于

1969 年设立了“本科生研究机会项目”。项目周期一

般为 1 学期，有的持续一年，完成项目后获得相应学

分。学生先根据项目指南申请，获得批准后立项并获

得研究经费。参与项目的学生须完成研究活动的各

阶段性要求: 制定研究计划、撰写方案、实施研究、分
析数据，最后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汇报研究结果。研
究指导教师全程指导研究过程，有义务确认学生的

成果是否达到院系的学术标准，也有义务和学生交

流并解答疑问，并对学生研究期间的安全负责。此

外，该项目还有两个分支:“阿密根—本科生学者计

划”，专门资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本科生的暑期

研究项目; 国际研究机会项目，为本科生提供在国际

化环境中开展研究的机会［4］。
从学业指导的角度看，该项目通过教师指导下

的师生合作研究，能为本科生提供参与前沿研究的

机会，并将教师科研成果通过学业指导的形式转化

为教学。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环境

中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学习潜在的专业知识，发

掘自己的兴趣所在; 学生有机会将课堂中所学理论

知识应用到研究实践中，从而掌握必备的专业技能，

因而对学生的学业成功帮助很大。本着“做中学”的

理念，该项目在提高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和促进专业

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因而一直被美国及世界

其它高校所效仿。
3． 本科生实践机会项目。为使本科生尽早了

解、感受、参与职业实践，尽早规划和设计自己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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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MIT 联合学校、雇主和校友于 2003 年推出

“本科生实践机会项目”( UPOP) ，为大二学生提供

为期 1 年的职业实践的最佳机会。该项目的运行过

程分三个步骤。首先，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在校园内

公布详细的工作信息，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

兴趣申请相应的岗位。其次，企业组织面试，学生和

企业双向交流后确定带薪实习的具体事宜，实习周

期通常为 10 － 12 周。再次，企业为每位学生配备由

MIT 校友担任的指导教师，全程指导实习过程。作为

雇主的指导教师均来自像苹果、波音、福特、林肯实

验室等著名企业或机构。最后，校企联合对学生进行

考核、评价，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在 2014 年将毕业

的学生中有 400 名学生参加了 UPOP 学分项目，其

中有 30 名学生在海外实习［5］。
参与本科生实践机会目的大二学生在毕业前两

年就能积极地掌控未来的职业生涯。完成该项目后，

学生能充分认识到工程决策对社会、环境和伦理的

影响; 也能更好地理解工作实践规则，这些规则是未

来的工程师、科学家、研究者、企业家、管理者或政策

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所必须知晓的。该项目运行

10 年来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呈现出自主学习、
团队合作、机会争取、工作实践、职业生涯规划等关

键特征。许多学生毕业后直接到当时实习的单位工

作，并受到雇主的好评，故而被誉为“职业成功的加

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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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86 页) 现在为大多数高校所采用，但这种

转换方法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段—点”型绩

点转换方法所得到的绩点远少于百分制分数的个

数，虽然这种方法经过演化，形成现在的模式，被大

部分高校所采用，但其本质上还是几个不同的分数

对应同一个绩点。因此，“段—点”型绩点转换方法

可比性较差，公平性不够。“点—点”型绩点转换方

法虽然改变了不同成绩对应同一绩点的问题，使绩

点与原始成绩通过一定的关系连接，能较好地反映

原始成绩。但是“点—点”型绩点转换方法却不能

跨班级、跨课程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公平比较，这

种方法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比较合理。“5 分制”
型绩点转换方法跟“点—点”型绩点转换方法一样，

将成绩和绩点通过某种关系连接，能直接反映成绩

的真实情况。但学分制绩点最高值国际普遍用的是

4 分，考虑到现在国内高校国际交流的人数越来越

多，我国学分制绩点最高值还是 4 分的好。
2． 相对学分制绩点转换方法跟绝对学分制绩点

转换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相对学分制绩点转换方法

并没有将成绩和绩点直接对应，而通过某种转换将

成绩和绩点连接，但是“成绩排名”型绩点转换方法

并没有解决绝对学分制绩点转换方法中出现可比性

差、不公平等问题。“标准型”型绩点转换方法是在

假定班级学生的成绩服从正态分布的基础上计算

的。具体做法先是把每门课程不同学生的成绩得分

以某类教学对象( 如班级、年级) 为单位，转换成服

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标准分数，然后在通过公式将标

准分数转化成百分制，最后再通过线性关系转化成

绩点。这种方法在需要比较的范围内对每个学生的

名次进行排序，其方法公平、合理、可比性强，但是其

对数学水平的要求高，计算数据量大，目前没有任何

高校使用这种方法。然而，随着计算信息化的不断

推进，可以通过计算机编程，让办公自动化代替繁琐

的手工计算，希望这种方法能够在高校教学改革中

逐步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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