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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探索研究型教学
阴本报记者 赵鹰

坚持基础课教学

在接受采访时，这位曾做过乡村民
办教师，做过县城的中学教师，至今已拥
有近 40 年教龄的老教师认为，工作在第
一线的大学老师，第一要务就是要教好
书，要站在讲台上，履行自己的天职。

“在这一方面，我的大多数同行都是
尽心尽力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
很容易。”陈洪说，首先是我国高校中教
学和科研的关系一直是需要注意调整的
问题；此外，近年来社会上商品经济对校
园的冲击也带来了新的困扰。在这种情
况下，全心全意坚守在自己的教学岗位

上，大学教师是需要有一点定力、需要一
种境界的。

陈洪在本科教学工作中，先后承担
过三类课程：一类是专业基础课，如中国
古代文学；一类是专业选修课，如中国文
学批评史；还有一类是全校的文化素质
课———大学语文。

有朋友曾对陈洪讲：“你指导的博士
生、博士后早已超工作量了，不要在大学
语文这种低层次的课程上浪费时间了。”
陈洪听了只是一笑，因为他坚信大学教
育中，本科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本科教育
中，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母语教育，是
会影响学生一生发展的，因此其重要性
一点也不比专业课程低。

教好学生要有改革意识

在陈洪看来，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这
只是合格的教师的底线，更进一步，老师
不仅要坚持教学，更要教好学生，做一名
好的高校教师，需要一种前沿意识和改
革意识。

要提高教学质量，大学教师要勇于
改革、善于改革，使自己的教学内容保持

在国内外先进的水平，使自己的教学效
果在人才的质量上得到体现。

陈洪以自己的和自己所在的教学团
队为例，陈洪主持大学语文教学团队共
有 9 个人，老中青三代，大部分成员是年
轻的博士。大家对于教学改革非常热衷，
都投入了很多精力。

现在，南开大学大学语文课程成为
了国家级的精品课。“我们自己设计、开
发的课件和网络平台被几十所兄弟院校
采用。特别是我们提出并实践的“教师启
发，学生参与，师生互动，同学互促”的教
学模式，通过多次研讨班，向上百所兄弟
院校推介，得到了大家积极的评价。”陈
洪说。

现在，大学语文课程是南开园中最
受欢迎的课程之一，2008 年的春季学期，
该教学团队的一位青年教师为物理、信
息等理科专业开的这门课，几百名学生
期末为教师匿名打分，竟然得到 99 分的
高分。其他几位任课者也都在 95 分以
上。陈洪说：“学生的认可是对我们改革
举措效果最好的肯定。”

此外，陈洪还提出，成功的教学改革
应该是“能入能出”。

“能入”，就是对具体这门课程一定
要吃透，从它在学生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它的教学目标与手段，直到教学各具体
环节的关系、课时分配的技巧等，都要了
然于心。

“能出”，则是要有大局观。一方面，
把自己这门课的教学、改革同党和国家
确立的素质教育的基本方针联系起来，
同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大背景联系
起来，这样就能够超越技术的层面，使自
己有更高的努力目标。另一方面，把课程
的教学目标同国家的文化发展纲要联系
起来，把一般意义的语文修养同民族文
化的复兴，同强化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
联系起来。

“当然，我们不是把这些大道理直接
端到课堂上，而是贯彻到教师们的工作
中，从而增强使命感，而课堂教学、教学
改革也就会高屋建瓴，视野宏阔了。”陈
洪说。

陈洪在教学改革中的最大体会是：
入乎其内，可以使教学改革充分尊重教
育自身的规律，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出
乎其外，可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自觉，更
有持续进取的驱动力。

“从中学到大学、研究生，乃至出国留
学，我都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指导老师，不仅
在学习和生活上给我很大帮助，对我从教
风格的形成也影响颇深。”蔡美峰回忆了自
己的老师对他的影响。

蔡美峰今年 65 岁，于 1962 年从江苏
一所乡村中学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中学老
师尽管都只是大专学历，但他们精益求精
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喜好
理工科，蔡美峰读了上海交大的工程力学
系，该校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老师们讲
课严谨，这给他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学习生活言传身教

大学毕业后，蔡美峰分配到国防科工
委一个下属部门，在湖北宜昌待了近十年
时间。后来于 1978 年考上了北京科技大

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的研究生。由于当时
信息闭塞，连各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都
很难看到，有个同事的同学在钢院，给他寄
了一份招生简章，蔡美峰看采矿专业要考
的专业课都学过就报考了，并且一考就考
上了。

读研期间，导师于学馥教授对蔡美峰
的帮助很大。于老是中国岩石力学领域的
奠基人之一，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提出了

“轴变论”，是中国人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
专家，后来又提出了岩石记忆理论、不确定
性分析理论等。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
断追求新思想。正是他将蔡美峰引入了研
究岩石力学工程的大门，使他随后长期致
力于岩石力学、采矿和岩土工程领域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在岩石力学基础理论、岩土
工程数值分析技术、采矿和岩土工程设计
优化、矿山地压控制、岩土工程测试技术研
究和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和
创造性的成果。

蔡美峰回忆：“于先生带学生，第一个
特点是以身作则。他自己不断探索、不断形
成新的思想，要求学生也有独立思维的能
力、有新思想。第二个特点是深入实践，注
重通过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他主持国家重
大科技攻关项目，带领我们去我国的新兴
镍都———甘肃金川开展现场科研工作，使
我在那里受到了锻炼；后来我主持了很多

大项目，但一切都是从金川开始起步的。”
蔡美峰读研两年，其中在教室上课的

时间不到一年，在金川待了大概一年，论文
也是在金川写的。他说：“我们的毕业论文要
过几次关，于先生多次请现场的专家来听我
们的研究成果汇报，给我们的论文把关。”

蔡美峰带领团队曾获得过 4 项国家科
技进步奖，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 1 项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他自认为均得益于于教授的
言传身教。他说自己带学生的思路就是跟
于老学的，同样要求学生必须把基础打实，
然后深入现场搞调查、作研究，用开拓创新
的精神和思维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不
是成天呆在办公室里，偶尔走马观花地去现
场看看。他也始终注意以严谨的治学态度、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勤奋的工作精神感染
和影响自己的学生。

在生活上，于学馥对学生的要求也很
严格。蔡美峰回忆，1980年，于学馥带他们
在西安出差，当时生活很艰苦，用餐时要求
粗粮和细粮按 80%∶20%的比例搭配，但接
待方照顾他们，给了 70%的细粮，于学馥很
不高兴，谢绝了对方的好意，要蔡美峰马上
去把多给的细粮换成粗粮。

老师学生应保持平等

蔡美峰研究生毕业后，于学馥建议他

留校任教，蔡美峰也喜欢上了教师这个
职业，就欣然同意 ，并继续跟于先生到
工程现场进行实践。1984 年，国家鼓励
年轻教师出国学习，蔡美峰考取了澳大
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访问学者（后兼
攻博士学位），当时国内也开始恢复学
位制度，于先生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博士
生导师，尽管于先生希望蔡美峰读他的
博士，但还是觉得出国更好一些，非常
支持他去澳大利亚。

蔡美峰在国外留学 6 年。回国后，
从 1981 年留校任教至今，蔡美峰已经
育人近 30 年，他总结自己老师的教学
方式以及自己与学生多年相处的经验
认为，老师应该与学生保持一种平等的
亲密关系：“你必须靠你的学识水平给
学生提供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给他们
树立人品等各方面的榜样，这样他们才
会尊敬你。”

蔡美峰以自己的表现树立了教书
育人的新楷模 ，时至今日，他已培养出
50 多名博士、40 多名硕士生，指导了 10
多名博士后和一批本科毕业。他与学生
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学生刚开始觉得
我很严厉，接触以后才觉得‘蔡老师人
很好，挺和气，容易接近’。我很关心他
们，特别希望让他们学到真东西，进入
社会后能站稳脚跟。”

荣朝和认为，做学问是一个不断
追求真理的艰苦过程，可能终其一生
也没有掌声和光环，甚至还会遭人误
解。要想在学术道路上有所成就，那
就要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潜心钻
研、不断探索 。而随波逐流、曲迎奉
承，可能暂时获得一些名利，却最终
误人误国。

教学改革的不断进取

荣朝和表示 ，大学的意义与价值
就在于追求真理。从他的成长经历来
看，确实是一个不断进取和追求的过
程。

1969 年，荣朝和在北京初中毕业
后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78
年回城。1979 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经
济系。在这里 ，他先后完成了本科学
习，并攻读硕士和博士，最终成为我
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运输经济专业
经济学博士。

1994 年，荣朝和结束了博士后研
究工作，回到母校任教。作为一名潜
心研究运输经济的教授。荣朝和深
知，运输经济问题涉及面广，复杂性
大，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关系现实政
策走向，需要长时期艰苦执着的研究
和探索。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学科理论体
系的建设 ，进一步更新和完善运输经
济学课程体系 ，在教学环节上要进一
步积极探索研究型教学模式。在教学
方法的改革上体现为不仅重视已有
知识的传授，更关心培养学生对学术
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
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以利于学生的自
主学习和研究型学习。

在他的教学创新中，很注重教学
与科研紧密结合。“大量运输经济领
域基础理论与应用科研项目，既为任
课教师提高自身学术素质和大幅度
增加课程信息量及教学深度提供了

基础，也为学生结合课程内容参与相
关科研活动创造了条件。”

此外，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
方面，荣朝和也进行了很多改革。同
时，如何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也是他
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为此，他建立了一套课程考核
及学生学习效果评价体系，积极探索
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办法，把只注重
结果的考核转变为注重过程的考核，
鼓励学生多读参考文献，多注意观察
运输经济现象 ，多思考问题，多练习
写文章和报告，多动手分析数据和建
立模型。

做教师要有四种态度

荣朝和总结说，要做好学问，要
有所创新，至少要有四种态度。

一是要谦逊。做人的首要态度是
要谦虚，一个人只有有了谦虚的态
度，才能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才
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才有不
断学习、不断进步的愿望。

二是要勤奋。要 把 愿 望 变 成 现
实，还要有长期的付出与投入，任何
辉煌成就背后都必有不懈的努力 、执
着的坚持、大量的投入和长期的积
累，光凭一时的冲动和暂时的愿望是
不能达到科学研究的顶峰的。

三是要入世。荣朝和认为，现在
已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就能做学问的时代，绝大多
数学科都需要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实
际、参与社会实践，即所谓“入世”。

北京交通大学的校训是“知行”，
荣朝和表示，“ 知”和“行”都有入世
的含义。

“入世可以让人了解世事，入世
可以让人拥有人文情怀 ，入世可以
让人发现问题，入世可以让人洞察
需求。只有入世，才能把理论与实践
密切结合起来 ，才能贡献社会。”他
说。

四是要质疑。质疑是创新的前
提，创新是质疑的结果 。一个人要在
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有所创新，这是

“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 ”的首要要求。
“我个人认为，创新 = 谦逊 + 勤奋 +
入世 + 质疑，其中，保持合理的怀疑
和批判精神，不盲目相信权威和书
本，是在学术领域有所创造的必要条
件。”荣朝和说。

“师生关系处于互相依存、共同提
高的教与学过程中。是一个互相学习 、
教学相长的促进关系。”耿国华教授以
近 30 年的教学积淀向记者讲述了她所
理解的师生关系。

从教 30 年，听耿国华教授讲过计
算机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生已逾
4000 名，加上听她讲授公共课的一些
非计算机专业学生，以及她带的硕士 、
博士，这个数字已经上万。30 年来耿国
华教授在与众多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建
立起了新型的师生关系。

“言传”为师，教学相长

耿国华教授注重原理、方法和应用
有机结合，采用启发与互动的教学方
法，突出能力和素质培养。她主持了数
据结构和大学计算机基础两门国家级
精品课程，及时引入国内外教研与科研
成果以优化教学内容，体现基础性与先
进性，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

“当老师的人心态会更年轻一点，
得益于跟年轻学子的交流，经常受到年
轻人的影响和感染。这是教师职业带给
我的一份礼物，给生活赋予了多彩的阳
光，为生命增添了无穷的活力。”耿国华
认为，教学的过程也是教师自我成长的
过程，“如果说本科教学更多是和学生
们课程交流 ，那么在研究生阶段，我和
研究生的关系更像‘一个战壕的战友 ’，
不仅仅是教授与学习，而且要在研究中

朝夕相处、频繁交流、共同研究、互相启
发，达到真正的教学相长的效果。”

“计算机技术是迅速发展的学科，
单靠基础还不够 ，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
构。在运用新工具新技术方面年轻人更
强，特别是在实际操作和实施工程性项
目上。”她认为，在新技术领域，年轻人
接受新事物快 ，记忆能力强，有突出的
优势。导师应该将重心放在理念的创
新，系统的分析，功能的完善上。作为大
学老师，一定要引领学生前进 ，要给学
生留有适当的空间，让他们学会自主学
习、主动思考 。

有一种观点认为 ，“回答学生提出
的每个问题”是一位合格或者优秀的老
师应该达到的标准，耿国华认为，这种
情况在课程教学中还有可能做到，而在
科学研究过程中已不能由老师兼并天
下了。教师还是应该与学生在共同研究
的过程中互相学习，通过共同解决出现
的新问题而不断提升。

耿国华自承从学生身上获益良多，
“在完成国家级项目过程里，难题解答
的灵感往往来自和同学们的研究讨论，
学生们创新思维也会给老师带来新的
研究课题 ，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碰撞的
过程，提出的研究方案才更为完善 ，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得益于与学生们共同
的攻关。”

“身教”为范，德才兼备

“大学不仅是培养专门人才，更在
于造就人 。”耿国华教授认为 ，与中学
的普适教育不同，大学阶段设有专业，
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它塑造
人格、凝聚人心、感召情感，同学们在
大学成长，感悟着大学的精神品位。大
学教育是年轻学子职业人生的 “起跑
线”，在这一阶段形成的思想以及获得
的知识和技能，对学生的职业生涯乃
至人生旅途至关重要，这需要他们用

心体会、不断感悟 ，学会做人做事做学
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
学生的榜样。和“言传”相比，耿国华教
授更愿意通过“身教”给学生以无形的
影响。多年来，她坚持做教学和科学研
究，每天工作超过 12 小时，很少在晚
上 11 点前离开过研究室。注重吸取他
人好的思想和技术 ，这种做法给学生
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给予学生的
不仅是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 ，更要以
自己的学识 、品德和风格造就自己的
魅力，让年轻学子得益长远、受用终
生。”

“解小题靠智，成大业靠德”。正因
如此，她特别喜欢思想品德好、勤奋刻
苦、愿意全身心投入的学生，因为这样
的学生基础扎实，具有不断钻研和团
队协作的精神，可以融入到一个严密
的团队，即使是“笨 鸟”，只 要 目 标 明
确，矢志不移，勤奋努力，总会成功的。
不少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 ，仍念念
不忘在学习期间耿老师的严格要求和
言传身教，感悟到“做人做事做学问”
的真谛。这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了她“大
学教育要施加长期影响”的观点。

耿国华与学生的融洽关系，缘于彼
此间高度的信任感。“在从事教师职业
过程中 ，付出了辛劳，更收获着快乐。
每当看到学生们取得进步与成就时 ，
比我取得成果更为高兴 。”对于学生的
未来发展，她会像对待朋友一样提出
建议，但不要求学生“一定”要怎么做。
耿国华和学生们相处如同一家人，学
生在成长，同时也促进了她自己的成
长。教学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有培养
人教育人的责任。在教与学的过程里，形
成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纯真崇高的那份
情谊，令她感动难忘。“教学是我生活中
最重要的内容，每年学生毕业，我都像送
别远行的子女，牵肠挂肚，依依难别，他
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965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一位中
年人走进我们刚开办不久的科技资料
室，他个头不高，身材匀称，头发梳得一
丝不苟。只见他径直往卡片箱翻查，看
看室内温度计 、湿度计，还不时用手指
抹抹档案架、阅览桌。那时我刚刚毕业，
留在校办第一科工作。转了一圈后，他
主动来到我桌前，问我姓名、那个系毕
业的、工作上手吗，我一一作答。下班
时，刘军科长开会回来，我这才知道这
位中年人是上任不久的主持教学工作
的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
钱志道同志。

蒙冤显人品

1966 年“六九风暴 ”中，校党委书
记刘达被打成“彭真死党黑帮分子”，我
也因在前段时间的大辩论中，到处“兜
售”“科大不是北大”的保皇论调，被作
为黑帮爪牙抓去陪斗，遇上了同在陪斗
的钱志道。这一斗倒使我和刘达、钱志
道结下忘年之交。后来他从“牛棚”出
来，又跟我同在一处学习、劳动、“闹革
命”，朝夕相处了很长时间。

1968 年大联合后，我解除了“黑帮
爪牙”的帽子，和顾国胜老师、陈效谦等
同学组成群众专案组，调查钱志道的夫
人———冯斐的“特嫌”问题，慢慢地对这
位女性的历史有所了解。

冯斐是上世纪 30 年代浙江大学英
语系女生，与比她高两年级的化学系的
钱志道在校歌咏团相识、相恋并先后毕
业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钱志道投身
革命到了延安，冯斐随校辗转流亡到江
西、广西，最后到了遵义。战争期间两人
书信往来甚密 ，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
疑，以“奸伪活动嫌疑”诱捕了她。从此
两人中断了联系。钱志道一心扑在军工
生产上，于 1940 年与厂里一位女工结
了婚，冯斐则由竺可桢（时任浙大校长）

保释后，于 1948年公费赴美国深造，结
婚后不久离异。1950 年回国，任总参工
程学院副教授。

一天，冯斐在浙大校友家与时任军
工局长、丧偶的钱志道 不期相遇，昔日
的恋人历尽苦难相逢，悲喜交织，后经
组织审查批准，重新结合，终成眷属。不
久，冯斐得了肺病不能工作，自请病退，
病愈后曾重新找工作，结果不但心愿未
遂，连档案都被转掉了。1960 年，阶级
斗争愈搞愈烈，冯斐这段历史势必成为
疑点，定为“特嫌”，并株连时任共和国
第一任导弹局长的钱志道。他被免职审
查三年，查无实据只好调离了之。

我们这个专案组在内查外调中，更
多地了解了钱志道的光荣历史，还看到
他书信中夹有毛主席在 1944 年给他的
题词“热心创造”。我们曾建议他挂上大
厅，他却淡淡一笑：“那只说明过去。”专
案组愈查愈感到是冤案，冤枉了好人，
到下半年就自动解散了。就我而言，对

“特嫌”的冯斐不仅恨不起来，还荫生同
情，对受株连的钱志道人品由衷敬佩，
更加敬重。

那时我们有的称他老钱，有的叫他
钱老头，他都不在乎，虽不善言谈，不多
说话，但手不释卷，有时抽着闷烟，跟大
家相处随和融洽。有时，我们也看到他
很有个性与主见的一面。记得 1970 年
一次会上传达林彪“一号令”讨论学校
搬迁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拥
护”，有说“赞成”，有的“不理解”、“想不
通”，众说纷纭。在场的军工宣队员正极
力扭转这个局面时，钱志道忽地站起
来，满脸怒气，拍着桌子大声对军工宣
队员说：“这简直是胡闹”，拂袖而去。还
有一次校职机关批斗刘达，他看不下
去，拿出随身携带的书看起来，被造反
派看见，恶狠狠地叫他站起来，斥责他

“你这个党内民主人士，死不悔改”，还
抢他的书，他不给，并怒目而视，那个造

反派拿他没办法，自找借口溜了。

原则问题不退让

1970 年冬，科大下迁合肥，我和金
富庆、孙寿椿、陶足富到钱志道家话别，
他请我们吃家常饭，喝珍存多年的茅台
酒，席间听他讲述周总理和茅台酒的故
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喝茅台酒，也是第
一次听他讲述上世纪 50 年代随周总理
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苏联洽谈 156
项目的事。离京那天，天气特别阴冷，他
一早到火车站为金、孙夫妇及我、陶足
富送行，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1971 年秋，钱志道和冯斐也下迁
合肥，同钱临照教授（学部委员）合住一
套单元房，各居一间屋。小房子拥挤不
堪，他们也没有一句怨言。那时我们夫
妻两地分居，没事就常往他们家跑，想
帮点忙，可是他们都不让帮，直到钱志
道因坐公交车受凉，患面瘫，为求医才
让我陪同。有一次因用车，我和司机班
长争执，一位司机说：“老钱不是你爹、
不是你娘，何必这么用心。”我满肚子委
屈，钱志道得知原委后，不仅不生气，还
说“这事可以理解”，“为此事生气划不
来。”

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不退让。1972
年，他恢复工作办试点班，我也回校教
改组任职，在合肥校内新址“四合院”办
公，我们接融频繁，感受更多，受益匪
浅。记得有一次办试点班，与工宣队领
导意见相左，他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
教，狠抓质量不能“折烂腐”。会后我劝
他，刚出来工作 ，别太坚持原则 ，他说

“不对”，并说“既然叫我出来负责，我就
是‘老一套’、精心教育”。

如今钱志道先生离开我们很多年
了，但他的高尚人品、治学精神如明月
不沉，永远值得我们追忆、学习。

（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 60 级学生）

追忆钱志道先生
阴黄桂源

2008 年 8 月 22 日，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揭晓，100 名高校教师获此殊荣。此时，今年的教师节将近，对于那些曾经当过学生，如今又成
为教学名师的高校老师来说，“教师”一词又意味着什么？对于教学、对于师生关系，他们又恪守着怎样的信条？

坚持在教学一线是合格教师的底线
□本报记者 袁建胜

教学体验

陈洪 南开大学
教授，常务副校
长、文 学院院
长，第四届全国
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奖获得者。

教学体验

恩师影响 “老师的影响令我终生受益”
阴本报记者 孙琛辉

蔡美峰 北京科
技大学教授，第
四 届 全 国 高 等
学校教学名师。

师生关系 师生之间的“挑战”与“应战”
阴本报记者 孙琛辉

耿国华 西北大
学 信 息 科学与
技 术 学 院副院
长、计算机学科
博士生导师，第
四 届 全 国 高 等
学校教学名师。

教育探索

荣 朝 和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教
授，我国自己
培养的第一位
运输经济专业
经 济学博士，
第四届全国高
校教学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