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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
教字〔2021〕36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及有关单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因材施教、

个性化分类培养”的教育理念，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

完善和加强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教务处在

原有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工作

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中若有

意见建议，请向教务处反馈。

特此通知。

附件：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工作实施细

则（试行）

2.本科生学业指导谈话记录（通用）

3.本科生学业指导谈话记录（学业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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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因材施教、

个性化分类培养”的教育理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完善和加强

本科生学业指导工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特制定本细则。

一、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的任职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遵守国家法律和校规校纪，品德高尚，为人师表。

(三)具备较强的科研背景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熟悉相关专业

的培养目标、发展前景、培养计划、课程体系等，熟悉学校教育

教学的管理规定，愿意从事学业指导工作。

(四)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相应的学术水平。

二、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的聘任程序

学业指导专家经院系推荐，由学校聘任，每届任期 4 年，可

连聘连任。在聘任期间因故连续3个月以上不能正常履行职责者,

或有师德失范行为的，可终止其聘任。每届学业指导专家名额按

学科、专业及本科生学生人数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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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主要工作职责

(一)承担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发展前景、培养计划、课程

体系等宣介和答疑，引导学生规划学业发展，树立正确学业发展

目标和方向。

(二)帮助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制定中长期学习计

划，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三)为选择专业、转专业、跨学科交叉学习的学生进行专业

方向指导，指导学生选课和制定科学的修读计划。

(四)关心和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落实学业帮扶措施，激发

其学习兴趣，促其学有所成。

(五)协助学业指导中心建立长效跟踪、反馈、评价机制，不

断改进工作质量，为提高本科人才培养水平不懈努力。

四、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工作方式

(一)学业指导实行集体指导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

集体指导主要包括专题讲座、座谈讨论、集中答疑等方式，个别指

导包括面对面约谈、电话、网络通信指导等方式。

对学习困难学生每学期须完成三次专项指导，学习特别困难学

生每月进行指导活动原则上不少于 2次，并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加

强心理疏导。

(二)及时响应学生学业指导中心网上预约平台提交的与本

人相关的预约指导需求（学生网上预约后，相关指导专家将收到

手机短信提醒和电子邮件提醒）。

(三)真实记录学业指导活动，向教务处反馈指导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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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指导意见（见附件 2 或附件 3），处理网上预约指导需求时可

通过网上预约平台提交。

(四)及时就学业指导过程中发现的情况与教务管理部门和

学工部门沟通，加强联动，协力提高学业指导效能。

五、附则

(一)学校为本科生学业指导专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相

应的工作劳务津贴。

(二)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

学业指导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教字［2013］0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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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科生学业指导谈话记录（通用）

谈话时间： 地点：

说明：个别指导学生时请注明学生学号

指导原由

指导对象

指导专家

指导意见：

指导老师签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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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科生学业指导谈话记录（学业警示）

谈话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时 分 地点：

指导对象

指导原由 学业警示

指导方式
面谈 电话 邮件 网络交流（微信、QQ 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指导专家

学生情况概述：

1.健康状况： 优良 一般 较差 其他 。

2.精神状态： 积极 尚可 较差 自卑

其他 。

3.问题描述： 玩游戏、上网；

没有适应大学环境，学习放松，不努力；

学习目标不明确，缺乏学习动力；

对所学专业或课程缺乏兴趣；

基础差，造成学业困难；

自我控制能力差；

压力过大，情绪紧张；

性格或心理方面存在问题，很少与人交往、交流；

因病（身体原因）影响学习；

因参加社会（社团）工作影响学学习；

因家庭变故影响学习；

其他 。

指导意见和建议：

1.杜绝或少玩游戏；

2.为学生介绍专业背景和发展前景，激发其对专业的兴趣；

3.指明其学习目标和自己的责任，提升其学习动力；

4.建议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或调整学习方向；

5.量力而行，制定合理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把基础课学好；

6.督促学生加强自我控制，加强自主学习，注意学习方法；

7.建议平时多与人沟通、交流，多参加社团或班级活动；

8.建议不参加或少参加社会（社团）工作；

9.建议家长和班主任给予重点关注；

10.建议接受心理辅导；

11.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