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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高等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职能，是知识的生产区、社会文明的辐射源、人

才培养的摇篮。高校教师作为人类科学技术文化的传承者，新知识、新文化的创造者，

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肩负着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技

文化等重要职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的中坚力量，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四川省高校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努力争做 “四有”好老师。许多高校以 “师德建设工程” “名师工程” “教学新秀

奖”等为抓手，致力于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先后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市级优秀教师、教学名师、骨干教师。他们

有的是德高望重、成就贡献卓越、闻名全国的楷模先锋，有的是品德高尚、教学科研扎

实厚实、声誉日隆的骨干教师。他们是四川高校教育工作者中普通的一员，却用行动将

平凡化作温暖，浸润学生心扉。他们做着最平凡的事，却书写着感人至深的不凡人生：

多年如一日，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他们是全省高校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的典型代表，以他们为代表的四川高校教师创造了真善美的事业，并不断完善着

自我。

民族振兴的希望在教育，教育振兴的希望在教师。而好教师则是一所学校的名片，

是学校品质的重要标志。好教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撑起四川高等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把自己先进的教育理

念融入每一堂精彩的课中，把崇高的师爱融化在对每位学生的细节中。他们传道授业解

惑，著书立言立德，其治学为人的故事成就了无数学子求学问道成才的佳话，也推动着

所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为展现新时期四川高校教师的精神风貌，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四川高校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编撰了 《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师风采录 （第三辑）》。全书收录了

５２所高校的７６名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凝聚着这些教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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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着这些教师为人师表、甘于奉献的正能量。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是他们不懈

的追求；让生命焕发出青春的亮丽，是他们崇高的目标；让教书育人的事业与人生幸福

相得益彰，是他们不变的信仰。

为师者，当学；为生者，当敬。愿全省广大教师向他们学习，与他们一道，用辛勤

劳动在四川教育的沃土上开出最绚丽多彩的花朵，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希望全省高校教

师以他们为榜样，切实承担起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光荣职责，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

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以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的尊重，无愧于社会的期盼和人

民的重托，为教育事业弹奏出更加雄壮激昂的交响曲，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谱写

伟大中国梦四川篇章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光华　王万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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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的，是学生更美好的未来
———记西南民族大学全国师德标兵黄毅教授

黄毅，１９６５年生，女，中共党员，四川省邻

水县人，大学本科学历，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经

济学院硕士生导师，兼任学院部门工会主席、校

女工委员会主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

成员。从教２９年，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做青年

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被学生称为黄妈妈。潜

心科研，服务社会，共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担

任部门工会主席１９年，无私奉献，积极参与学校

纪检及女工工作，推动社会公益活动。作为西南

民族大学第四届教学名师，多次被评为校优秀教

师、校优秀共产党员，２０１３年被评为四川省教科

文卫体系统 “优秀工会工作者”，２０１５年被评为

“全国师德标兵”。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的成都，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黄毅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早到

了１５分钟。从见面到坐下来，她一直在微笑，暖过阳光。

黄毅，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２０１５年８月，她被中国教科文

卫体工会、教育部办公厅评为２０１５年 “全国师德标兵”。说起 “全国师德标兵”这个称

号，在教育战线上已经工作了２８年的黄毅连忙摆手说：“爱学生，是天底下老师都会做

的事。”

把更多知识带给学生

为了上好会计学原理课程，她利用假期兼职做了５年会计，不仅通过了会计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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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还积极参加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即便是已经烂熟于心的课程，她仍坚持充分备

课，不断更新讲稿。为了随时掌握国内外经济形势，黄毅家中有一台电视机，始终定格

在各大主流媒体的财经频道。她说，这样即便做家务时也可以了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微观经济学课程图形多、难度大，简单的静态电子课件无法让学生看到模型的动态

演变过程，学习起来比较困难。黄毅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学习理

解。

向专家请教后，黄毅决定学习图形动画制作，用动态模型图在课堂上演示。整个暑

期，黄毅满脑子都是动画图形，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作图。家人见她痴迷，常

常要提醒她：“先吃点早餐好不好？”暑假结束，黄毅把普通教学课件中上百幅静态模型

图全部动态展示给学生，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也得到了来校作教学质量评估的专家的

称赞。

除了课堂教学，黄毅把科研也带入了教学。近年来，她所带领的服务贸易研究团队

发现，在民族地区，服务贸易几乎是一片空白。于是，他们与四川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

协作，承接了相关横向课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黄毅和她的团队成功地交出了十几万

字的调研报告。

课堂上的课程结束并不是教学的结束，布置作业、批改作业、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是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而黄毅在学生作业本上认真写下的红字，不仅有学习上的鼓

励，更有生活上的关心。

班上一位少数民族同学性格内向，汉语水平较低，在课堂上不太表达自己的想法。

黄毅特别留意他，不仅在他的作业本上写下对他的作业的批改意见，还写下对他的鼓

励。这位同学每次拿到黄毅批改过的作业，其他学生总会说：“你看，你写的字还没有

黄老师批改的字多。”

通过这样的方式，黄毅渐渐了解了她教过的每一个学生。看到学生的作业，她的脑

海中就能立刻浮现出学生的模样。

２００７年，黄毅的父亲生病瘫痪在床，每两个星期她都要抽出时间回老家照顾。成

都到广安邻水有４个小时的车程，加上等车的两小时，黄毅都用来批改学生的作业。

“我其实不太主张在车上批改作业，晃得有些厉害，不好写字。”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黄

毅笑笑说。

在周末回老家的长途汽车上，在医院陪伴母亲的病房里，都可以看见黄毅批改作业

的身影。２０１５年４月的一个周末，是黄毅５０岁生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她没有大

吃大喝，也没有逛街购物，而是在先生的陪伴下，在公园僻静的茶园里，为学生批改了

一天的论文。说起当天的情景，黄毅笑着说，这既关心了学生，也照顾了先生，两不

误。

黄毅说，批改作业是她和学生交流的一种方式。“大学课堂和中小学不同，如果这

个环节都不好好抓住，学生和老师的距离就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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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每一位同学的名字和长相

铁打的老师，流水的学生。每年９月开学季，面对一张张新面孔，黄毅会坚持做一

件事：收集学生的一寸照片制作成相片花名册，用这样的方法来最快地熟悉每一个学

生。一个年级有１００多名学生，一个学期下来，黄毅可以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和长

相。

一个学生说她最爱的老师就是黄老师，因为在大学里，能叫出一个年级每个学生名

字的老师并不多见。

“让学生知道，老师是认识他的，这样可以提高他对课堂的兴趣，也许还能提高他

的自信呢。”黄毅说。

２９年来，这些 “流水的学生”都曾经停留在黄毅的心窝里，感受着一名教师的温

度。

黄毅说，她之所以愿意做这些事情，是受小学音乐老师的启发。音乐老师黄永发不

仅改变了她的人生，也影响到了她今天对待学生的态度。

黄毅说，黄永发老师是个特别有 “文艺细胞”的人，总是带着学生一起排练他自己

创作的歌曲。黄毅来自农村，虽然有着一副好嗓子，但不敢唱。黄老师听得出来，这个

胖胖的小女孩有着不错的嗓音条件。

“小胖娃儿，你来唱这个部分吧。”他总是会叫黄毅。

合唱、领唱、独唱……小黄毅在一次次登台表演中树立起自信，渐渐变得开朗、快

乐。

小学音乐老师贴心的鼓励深深地感动了黄毅。“一位老师可能对一个孩子产生的影

响是难以估量的。”黄毅说。在她自己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她也希望

自己能像黄永发老师一样，时刻关注学生的喜怒哀乐，用自己的真心、真情去理解学

生、鼓励学生、帮助学生。

回族女孩小丽是黄毅的一名学生。尽管自小没有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但小丽没有自

暴自弃，反而有着同龄人难得的成熟与乐观。小丽和黄毅非常要好，有什么事情都会找

黄毅来商量，还叫她 “黄妈妈”。本科毕业时，小丽决心考研。接连两次失败之后，小

丽哭着打电话给 “黄妈妈”说，自己没信心了。“那时候，她在电话那边哭，我在这边

哭。”黄毅心疼地说。冷静下来后，黄毅细心地给小丽分析失败的原因，鼓励她不要放

弃。在黄毅的劝慰下，小丽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在第三次成功考上了四川大学的研究

生。直到现在，小丽还和 “黄妈妈”保持着密切联系。

得到黄毅精神上、物质上帮助的学生何止小丽一个，不少学生毕业后还常和她联

系。２９年来，黄毅如同被她感恩的黄永发老师一样，成为很多学生感恩的对象。

每逢节假日，黄毅都会收到学生发来的祝福短信———从一开始的 “黄老师，我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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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祝您节日快乐”到 “我携女友祝您节日快乐”，再到 “我携妻子祝您节日快乐”“我携

家人祝您节日快乐”，学生在一步步成长，但他们对老师的感恩一直不变。“看着他们走

出校园，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事业，我觉得时光还真是奇妙呢。”黄毅笑着

说。

比钱更重要的是 “德”和 “情”

经济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面临着很多诱惑，黄毅总是叮嘱学生，比钱更重

要的东西是 “德”。

黄毅常常会给学生讲述她在女子监狱里看到的一件事。那次，她去女子监狱考察，

看到一个３０岁左右的女囚犯现身说法。“她的声音非常好听，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文采

非同一般。”黄毅说：“这样的人才误入歧途，走上了人生的歪路，真是非常可惜。”黄

毅事后了解到，这个女孩毕业于一所重点院校的金融专业。成绩优异的她找到一份前程

似锦的工作，但她最终没有过得了 “金钱关”，因贪污上百万元被判了重刑。

“对学经济的人来说，‘德’太重要了。”黄毅一脸严肃地说。

比钱重要的，还有一个 “情”。

担任经济学院工会主席的黄毅，在每个节日为学院教职工送上她亲自选购的小礼

物。同事开玩笑说： “咱们上课说送礼物最好的选择就是货币，你还东奔西跑地选礼

物。”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些小礼物承载的是货币无法替代的情谊和关爱。

作为一名经济学院的老师，黄毅对学生十分关爱，从不算 “经济账”———学生家境

困难，给予部分帮助；学生生病住院，送去慰问金、买补品……

“作为老师，我们期待的，是学生更美好的未来。”黄毅说。

（李亚星　张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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