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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生制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断想 
编者按：《中国教育报》2004年 11月 16日第 1版，报道了我院推行“导生制”的消息，并给予

了高度评价：“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在大学新生中全面推行 ‘导生’制度，为全省高校首创”，省教育厅

也肯定了我院这一做法是“当前高等学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途径”。同时，“导生”

制度也赢得了不少新生及家长的赞同。为了使大家更好地把这一“制度”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在

此我们选编了《导生制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断想》一文的有关内容，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参考。 

“导生制”一词译自英文“monitorial system”，是 18世纪末 19世纪初由英国国教会牧师安德鲁·贝
尔(Andrew Bell)和公谊会教师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同时创行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又
称“兰贝制”或“级长制”。然而，据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导生制思想的发端却在中国，而且这种曾

经从英国历史上消亡了的“学生教学生”的教学组织形式，在 20世纪的中国又获得了扩充和发展。 
一、导生制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古代高足弟子代师授业：导生制思想的发端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帏讲学，弟子传

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另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

余人，升堂入室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足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

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又据《后汉书·马融传》记载：“融

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上面所提及的“次相授业”、“高业弟子传授”、“弟子以次相传”等等即为导生制的雏形。在这里，

大师们常常采用学生教学生的办法来招揽生徒，聚众讲学，“高足弟子代师授业”已成为当时较为重要

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导生制”的思想已经开始在这里萌芽。 
我们常言，孔子弟子三千，高足弟子七十二人。试想，以孔子一人之力何以能教化三千弟子?会

不会是这七十二位高足弟子代师授业的结果呢?历史虽未记载，但我们却可由此推知一二。 
 (二)近代“兰贝制”的学校：导生制的成形 

18世纪 70年代工业革命的爆发对英国初等教育的普及提出了迫切要求，要求对童工及贫儿广施

教化以满足英国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当时的英国，连年战乱，国虚民弱，多数学校面临严重的经

济问题，师资匮乏和经费紧张已成为英国普及教育的最大障碍。而且在英国，学校传统上多由宗教团

体或私人兴办，国家对此从不过问，这就使得英国初等教育的普及更为困难。在此情况下，探求一种

“少投资，多出人”的教学组织形式也就势在必行。 
18 世纪 90 年代末，在印度马德拉斯的贝尔和在英国伦敦的兰卡斯特几乎同时创行了一种新的

教学组织形式，即采用年长学生教习年幼学生的办法来解决办学过程中的师资和经费问题，这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导生制”。在导生制学校里，管理和教学通常是分开进行的。就管理而言，有负责簿

本的导生，有负责出勤的导生，也有负责升降级的导生；就教学而言，每班均设有班级导生和助理导

生，其他学生则分为互助导生和一般学生。互助导生成绩较好，一般学生成绩较差，排座位时成绩最

好的互助导生与成绩最差的学生坐在一起，第二号优秀的互助导生与班中成绩倒数第二的差生坐在一

起，以此类推，以便对差生进行及时的帮助。班级导生由教师从高年级优秀生中挑选，他们的主要任

务是指导助理导生，检查互助导生和差生的学习情况及班级秩序；助理导生的任务是担任班级教学并

在监督互助导生的同时帮助一般学生学习功课。教师的职责则在于管理和检查学校这架机器的各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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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 
由于导生制学校具有节省师资、节省经费、便于学生自我管理等优点，因而获得了国家及社会

的广泛认可。19世纪上半期，导生制在英国极为盛行，后来还曾远播到欧洲大陆和美国。但随着其后
英国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工业革命的完成，加之“导生制”自身所存有的机械化和简单化等缺点，1840
年以后逐渐失去其最初的声望而在欧洲大陆销声匿迹。 

如果说前一阶段导生制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话，那么到了这一阶段导生制则基本成形。因

为它有了一套从管理到教学的较为完备的体制，并且获得了官方认可，社会捐赠也源源不断。 
（三）现代“小先生制”：导生制的扩充 
“兰贝制”在英国销声后的百年，另一种形式的导生制———“小先生制”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

兴起，它的创行人就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正经受着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压迫，尤其是 9·18 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

中国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陶行知先生对

“教育救国论”深信不疑，他认为，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使全民受教，才能彻底摆脱愚昧和落后，才

能从根本上挽救民族于危亡。正是抱定这样的信念，陶先生开始了他的全民普及教育运动。然而对于

全民普教这样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又靠什么力量来完成呢?依靠现存的正规学校和极少数觉悟了的知
识分子，力量显然不够。思来想去，陶行知最终还是选定了“小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言：“小先生是

负责普及教育的使命的，全社会除了重用小先生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教育普及的。”什么是“小

先生”呢? 所谓“小先生”，就是负有普及教育之使命的小学生，他们一般被收入乡村儿童工学团，本
着“即知即传人”的精神，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及时地传给周围的人，比如自己的父母、邻居、兄弟姐

妹等，以此来完成普及教育的使命。 
1934年陶行知开始推行他的“小先生制”，并于同年 4月在山海工学团举行“小先生”动员大会，

随后小先生制得以在全国迅速推广。 
 “兰贝制”是在工业革命的特定背景下对儿童实施的一种机械化、简单化、操作化、技能化的教

育，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儿童的天性，而是为了满足工业革命对劳动力需求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对儿童的摧残，是对人性的物化。而“小先生制”则是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对儿童实施的生活教育

和民族教育，是对儿童力量的发现与尊重，是对儿童天性的发展和完善。 
另外，“兰贝制”仅是同一学校同一师门下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知识传授，知识的普及程度

较小，而“小先生制”无论从知识的传授范围、传授对象，还是在传授内容上都远较“兰贝制”广泛，

普及力度也较后者为大。从传播范围上讲，它面向全社会；从传授对象上看，它面向所有的无知大众；

从传授内容上说，它涉及一切和人民大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

“小先生制”是“导生制”的进一步扩充。 
（四）新时期导生制的多样化发展 
当历史步入新的时期，我们重又面临着艰巨的普教任务：“普九”与“两基”的攻坚

尚未完全告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热潮又在兴起。对此，我们在师资、经费、设备等各方

面频频告急。反观历史，导生制重又获得了新生。 
1 “教学辅导型”导生制 

这类导生制一般以教学辅导为主，充分发挥导生在教学辅导中的功效，弥补任课教师在时间和精

力上的不足，从而起到帮教助教的作用。浙江省淳安中学所建立的“学习咨询辅导站”即属此种类型。

他们先从各班高年级学生中择优选聘成绩优秀者充任辅导员，然后组建“学习咨询辅导站”，负责对全

校学生进行定时定期的学习咨询和辅导。总顾问由教导主任担任，名誉组长由团委书记兼任，而总站

长则由学生会学习部长担任。辅导站还下设分站，分站长由品学兼优且工作负责的同学担任。当学生

在学习遇到困难时会去辅导站咨询，绝大多数都能够得到小先生的解答，甚至有的同学还认为辅导员

的解答比任课教师的解答更令他们满意。 
2 “学生活动型”导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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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导生制一般多以学生活动为主，即通过一系列学生活动的开展，来体现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

学生的导引作用。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系所实行的导生制即属该种类型。每年 9月份，由该系团总支
具体组织对导生的考评和选聘。新导生一般要从高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中选出，党员、学生干部及奖

学金获得者优先考虑。新导生选定后经过为期三天的培训，便可“持证上岗”。一般来讲，每个新生班

要配备 10～15名导生。导生班与新生班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生活动，如报告会、座谈会等，在学生活动
中实现导生对学生的引导。 

这种形式的导生制既没有成文的制度规范，也没有权威的领导机构，它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仅停

留在学生活动的层面，还没有提升到制度建设或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进行。 
3 “制度建设型”导生制 

这类导生制立意较高，它没有把导生制停留在“学习辅导”或“学生活动”的层面来进行，而是

把其当做一项制度来建设。以河北大学城市学院为例，自 2000年建院以来，一直在践行导生制的探索
与改革。目前，该院导生制建设已初具规模，共有导生 60多人，多来自本校优秀的在读研究生或高年
级本科生，分管着 60多个低年级的学生管理和学业指导等工作，已经成为重要的师资力量。在制度建
设方面，业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导生体制，如导生选聘制度、导生例会制度、导生考评制度、导生

工资管理办法等等。此外，学校还注重从理论的高度对导生制进行深入探讨。 
实践证明，导生制的推行在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中具有许多明显的优势：首先，导生和学生在年龄

上是一代人，不存在什么代沟，彼此更容易交流；其次，导生没有教师的身份与威严，他们以高年级

学长的身份出现，和学生的地位是对等的，容易被学生接受；另外，导生分管的系别专业一般与自己

所学的专业相同或相近，作为成功的过来人，他们的现身说法比教师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说，该类导

生制拥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立意较高，估计将成为今后我国导生制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对导生制的断想 
（一）把导生制作为一项制度进行长期不断的探索和完善导生制在新时期的推行有很大的必要

性。 
首先，导生制的出现有两个条件：一是教育需求的增长，二是师资力量的缺乏。对于目前我国

穷国要办大教育的现状，导生制的实行无疑是解决师资问题的一剂良方。 
其次，新时期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传统的师长制，他们更乐于接

受导生制这种朋友式的引导和交流。 
再次，就导生本人而言，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他们总要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这对于导生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极为重要。因此，对于新时期导生制的推行，绝不仅仅是师资紧缺

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而应把其当做一项制度需要长期不断的建设和完善。 
(二)导生应该凸显“导”的作用，切忌“以管代导”，更不能陷于繁重的事物堆 

导生之责，重在引导。纵观我国目前实行导生制的学校，导生职责或为教学，或在管理，或两者

兼具。但无论哪一种，导生都应突出“导”的作用，切忌“插手代办”、“以管代导”，更不能陷于繁忙

的事物堆中。 
这一是因为导生代办具体事物，久而久之会使导生工作变得简单而机械，从而丧失自身学习发

展的机会。 
二是因为导生代办具体事物，会使学生丧失宝贵的锻炼机会，不利于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养成

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是因为在当前教学任务日益繁重化、学生个性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导生直接代管班级事物不

仅无可能，而且无必要。 
(三)整体提升导生群体的地位和层次，使其成为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导生”是一所学校师资队伍中的基层部分，其工作直接面对学生，是学校和学生的接口。学校

的各项教学任务和行政命令都是经由导生来传达和实施的。因此，导生在一所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其地位和作用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在目前 
大多数实行导生制的学校中，导生的聘用多是处于缓解师资的考虑，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他们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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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把导生看成是学生，对于导生的地位和作用尚未给予应有的和足够的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实

行导生制的学校，应从整体上提升导生的地位和层次，使其成为本校师资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条件的学校还可考虑筛选部分优秀的导生作为毕业留校的人选。 
(四)加强对导生师范素质的培养 

顾名思义，“导生”就是负有引导之责的学生，既然负有引导之责，就应导之有方。鉴于目前大

多数学校导生只具专业素养而无师范素质的现状，建议实行导生的学校附设开办导生培训机构，加强

对导生师范素质的培养。具体来讲，可酌情开设教育学或心理学方面的课程，并同时加强师德、师言、

师行等的教育。 
(五)按照教学相长的要求，力求使导生和学生共同取得发展 

导生具有教师和学生双重身份。从教师的身份讲，他要把学生引导好；从学生的身份说，他要不

断地学习和积累。所以导生应该把引导学生的过程同时也看做是自身学习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他学会如何思考，学会如何施教，学会如何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知识以便为下一步的顺利施教提供源源

不断的知识储备。同时学校也应出台相应的措施，为导生的再学习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如建立导

生培训制度、导生工作报告会制度、导生外出考察学习制度等等。 
另外，导生还应注意处理好自身学业与工作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导生还是学生，应以学业为重，

不能因为工作关系而影响了学业。导生应该把工作当成其学业的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 
（摘自：《导生制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断想》中国期刊网/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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