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竺可桢学院机器人工程班专业导师制实施方案• 

机器人工程班是竺可桢学院与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共

建的新工科特色班，旨在培养机器人工程领域具有国际视

野的卓越人才和创新技术的引领者。为在机器人工程班学

生培养过程中，充分高水平教师的指导作用，并通过因材

施教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更好地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

合素质，实现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特制定

本专业导师制实施方案。 

一、导师资格 

1.研究领域为控制、计算机、机械、电气、信电、光电、

材料、力学等机器人相关领域，具有招收博士研究生资格且

有在研科研项目的本校教职员工。 

2.关心热爱学生，能为学生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训

练方案。 

3.专业导师须向竺可桢学院提交导师资格申请，经竺可

桢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具有竺可桢学院专业导师资格，经机器

人工程专业教学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可进入机器人工程班专

业导师库。 

4.具有高级职称的外单位专家可申请担任机器人工程

班校外兼职导师，可与本校专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但不能

单独指导学生。校外兼职导师资格应由机器人工程专业教学



委员会学院审核、认定，并颁发聘任证书。 

二、导师确定 

1.专业导师确定实行双向选择，学生可自主选择导师，

导师也可自主选择所指导的学生。为保证指导质量，每位导

师每届指导机器人工程班学生不超过3名。 

2.专业导师确定流程：学生根据本人学业、特长、爱好

等实际情况，向导师提出申请；导师根据学生申请情况，对

学生进行考核，择优遴选指导的学生；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对师生双向选择结果进行审核，确定师生名单。 

3.专业导师确定时间原则上应在第二学年春学期启动。

专业导师一经确认，原则上不得更改。 

三、科研训练计划 

1.学生应在专业导师指导下，确定导师推荐课程修读计

划，制定科研训练计划，由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按照专业培

养方案要求审核、实施，并报竺可桢学院备案。 

2.导师推荐课程与科研训练计划经控制科学与工程学

院审核通过后，原则上只允许进行微调，且应在规定时间内

向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提出申请。 

四、考核激励 

1.考核：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制订并实施机器人工

程班导师和学生的考核办法。学生考核侧重科研参与过程和

成果，专业导师考核侧重指导学生过程。 



2.激励：导师和学生可享受竺可桢学院关于学生参与科

研项目、出国交流及优秀专业导师的相关激励政策。同时，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制定相应的配套激励政策。 

五、导师职责与权力 

1.可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等选择学生，对所

指导学生进行考评。根据指导综合情况及科研成果，可获得

一定的教学报酬，可参加优秀导师评选。 

2.关心学生的进步，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根据学生特点,对其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引导学生明确学

习目的和成才目标，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促进学

生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协调发展。 

3.组织并指导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研训练，培养学生

的研究能力；安排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等。定期听

取学生学业和科研训练情况汇报并作指导。指导学生完成学

术论文、专利等科研成果的撰写和申报。 

六、学生权利与义务 

1.学生可在机器人工程专业导师库范围内，按照一定的

程序，通过双向选择确定专业导师。 

2.学生应根据机器人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课程修读

（包括导师推荐课程）。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参与科学研究

工作，定期向导师汇报学习和科研情况，了解和掌握机器人

领域的学科动态，提高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 



3.学生参加导师优秀科研项目，可向竺可桢学院和控制

科学与工程学院申请优秀科研项目专项经费资助，该项经费

由导师统筹负责。 

4.学生取得科研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第一作者或导

师第一、学生第二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或机器人领域顶

级会议发表论文；以第一发明人或导师第一、学生第二获得

发明专利；排名前3 位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二等奖以上或国

际竞赛铜奖以上、排名前3位获得中国机器人竞赛一等奖以

上等），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将给予师生一定的激励。 

5.学生参加由导师推荐的世界顶尖高校或研究机构开

展“目标学科”课程学习或研究项目，可申请对外交流专项

经费资助，该项经费由竺可桢学院统筹负责。 

七、其他 

本方案从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