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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教育部组织了第一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评选

工作，表彰了１００名“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９月９日

上午，也就是在我国第１９个教师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些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

者。在表彰大会上，教育部前部长周济指出：“设立高等学校教学名

师奖，表彰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这是落实科教兴

国战略，推进教育创新，提高教育质量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坚持人力

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劳动的具体

体现。”

２００６年，教育部评组织了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工作，

再次评出了１００名优秀教学名师。２００７年，教育部和财政部颁发了

《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意见规

定，把评选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大力表彰在教学和人才培养

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制度化和常态化。截止到２０１１年，教育部

表彰了六届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共６００名。

整体性地看这些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他们既是我国高校

教师的杰出代表，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线优

秀教师群体。他们不但在学术研究领域成就突出，而且在教学实践中

成就斐然，他们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思想，在

引领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改革、创新课程教材和教学模式、创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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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学梯队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高素质教师队伍是高等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关键”。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处、人事处、师资管理办

公室和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合组织编写的“国家级高等学

校教学名师谈教学”丛书，就是由这一个优秀群体撰写的。丛书计划

从我国“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这个群体中聘请１００名一线优秀教

师总结、介绍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教学经验、心得、体会和智慧。编辑

丛书的目的和丛书的特点如下：

第一，丛书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文

件精神，密切关注“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这个团体的贡

献，充分弘扬他们的教育思想，充分发挥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这一工作也是我国“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工作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第二，丛书为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这

个团体的社会贡献，通过整体性地总结出版他们的教学思想，使国内

和国际的高等学校和高校教师共享优秀教育教学资源，为推进我国高

等学校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为进一步促进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丛书着眼于“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思想的传

播，特别是希望他们的优秀教育教学思想在青年教师中产生实实在在

的影响，从而不断充实、提高我国高校青年教师在学科建设、课程建

设、教学团队建设、教材建设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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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丰富他们的教育思想。

第四，丛书内容广泛，实用性强。以独立成篇的方式，约１００位

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有些总结了他们的成长成才经历，有些侧

重于从教育心理、教学技能、教学方法和艺术、教师角色定位、师生

互动、创新人才培养、教学研究、教学资源建设、师德建设、教育技

术应用、研究生培养、学术规范等某一方面，总结提炼了他们在教育

实践中的感悟、心得和智慧，是可以借鉴的。

参与本套丛书撰写的“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约１００名教授，

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

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他们不只是国家级高等

教学名师，有些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或者是教育

部“长江学者”，或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团队或者

精品课程的负责人，或是教育部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等。他们的

出生年代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到６０年代中，很多人亲身经历了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教育思想是极其宝贵的。

我们相信，丛书是我国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教学心得和智

慧的精华，是我国高等学校优秀教育思想的荟萃，是培养青年教师的

沃土，肯定能为我国高等教育届培养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

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创新我国高等教育模式，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质量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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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教学理念篇

教师“传道受业解惑”准则认识讨论 北京理工大学　王　越　／３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北京大学　蒋绍愚　／２１

坚持高的学术水平，坚持因材施教 北京师范大学　王昆扬　／３７

厚德载物，教书育人 电子科技大学　彭启琮　／５１

关于指导博士生及读书、做研究之我见 北京大学　陆俭明　／６９

设计是人类未来不被毁灭的第三种智慧

———对学科定位的研究与思考 清华大学　柳冠中　／９５

科研伦理道德规范：高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　舒　华　／１４３

教学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 北京大学　丘维声　／１５５

把教学当做一门艺术 南开大学　顾沛　／１７１

教学方法是门学问

———浅谈如何讲好课 清华大学　华成英　／１９１

怎样做一名好教师 北京理工大学　梅凤翔　／２０７

与师为友　共学共进 清华大学　李艳梅　／２２３

领略大学精神　创新学习文化

———做２１世纪的文化人 南京大学　桑新民　／２３３

关于提高文科教学质量的若干想法 南开大学　朱光磊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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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教学实践篇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若干理论
研究与实践探索

　
武汉大学　石云霞　／２６３

成就工程技术人才应从工程实践开始 清华大学　傅水根　／２７９

积极互动，引导学生成长 北京大学　邓小南　／２９１

系统性汇报：对博士论文指导方法的
一种探索

　
北京交通大学　荣朝和　／３０３

增强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思考与实践 清华大学　申永胜　／３１９

与时俱进，改革课程，编写新教材 北京大学　张恭庆　／３３１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探索

———兼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学 中央民族大学　金炳镐　／３４５

我讲现代文学基础课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温儒敏　／３６１

工科大学物理研究型教学的认识和实践 清华大学　陈信义　／３７５

教学的艺术

———教学生涯的感悟 北京交通大学　王移芝　／３８７

教学方法改革路径模式及实验项目分类探索 浙江大学　陆国栋　／４０３

艺术专业研究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清华大学　李砚祖　／４２３

开展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以“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为例 北京交通大学　陈后金　／４３３

体育教学中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　毛振明　／４４５

教书育人　循循善诱 武汉大学　郭齐勇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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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传道受业解惑”准则
认识讨论

◎北京理工大学　王　越

　　王越，生于１９３２年４月，江苏丹阳人。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一

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５０年考入大连大学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电讯系，１９５２年转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通信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雷达工程系学习，１９５６年

毕业学习俄文后赴苏联进一步学习，但受阻于苏方未能成行。

１９５７年至国营７８６厂特殊设计所任技术员、工程师。

１９６８年调至五机部二〇六研究所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并担任总

设计师、研究所所长等职。

１９９３年调至北京理工大学转为教授任校长，同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学科评

议组评审为博士生导师（自１９８１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１９９４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首批院士。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名）、部委级科技进步特

等奖（第一名）、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第四名）、光华基金一等奖、何梁何利技

术进步奖、国家教育成果特等奖（第一名）、国家教育成果一等奖（第一名）。

２００６年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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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由“中华优秀文化为师之道”丰富论述中，选“师者，所以传

道受业（授业）解惑也”作为准则加以分析论述。文章内容分为：前言；

一、感悟社会、人生形成教师工作基础和学生学习基础；二、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是中华复兴和教师发展基础，论述中突出了中华伦理道德

文化及哲学文化优秀特色以及在中华复兴和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二作为导引内容）；三、“传道、受业、解惑”准则的理解认识作

为本文正题展开讨论，展开为：（一）中华文化为师之道有关论述；

（二）“传道受业解惑”准则是贯彻我国高教“德智体美”教育方针执行层

重要切入点，也是教育全过程不可少的三个环节；（三）准则在教育实

践中的思考。其中再对传道、受业、解惑作为三个环节分别较详细讨

论。本文以“简要结束语”为结尾，作者认为“准则”结合现代社会和教

育发展需要的讨论内容是必要而且合理的，但结合我国实际又似理想

极限化，进而对比美国处前列的研究型理工科大学，所讨论内容基本

已实现，由此赞叹古代中华文化论为师之道具有卓越的前瞻科学性，

因而激励国人教师应向“极限”奋力前进！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与同行们交流学习教师工作以达互勉、共同

进步，教育和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且需求永远，研究发展及改进无止

境，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虽然有大发展，但质量亟待提高。我们讨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为师之道“传道受业解惑”准则，它实际上是一

个要求非常高，接近理想极限的准则，对此准则认识讨论，我个人认

为：努力向理想极限逼近，对我们大力促进高校教育质量提高有较大

益处，因“准则”涉及内容很广，因此在讨论“准则”正文前，先讨论两

个有益预备命题：感悟社会、人生形成教师工作基础和学生学习基础

以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是教育发展的基础。下面是对“准则”讨论的个

人意见，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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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悟社会、人生形成教师工作基础和学生学
习基础

（一）对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社会人生的感悟形成对当代

人生存发展强烈的压力和动力
我们这一代７０岁左右的中国人，会对当时社会和人生有相同的

感悟，它影响了我们一生。例如我出生于１９３２年，因１９３１年日本侵

占了东北，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沉重灾难，父亲给起名王越，意为跨越

灾难之意，但我长期不能跨越灾难，灾难越发严重———１９３７年华北沦

陷，躲避在天津英租界上小学的我就面临日本的奴化教育，当时耀华

中小学校长赵天麟博士坚决抵制采用亲日奴化国人教科书，被日本特

务暗杀在赴学校的家门口，全校哗然，天津很多中国人哗然，但仍避

免不了被奴化教育的命运，１２—１３岁的初中生就强迫去日本军用机场

修机场，同学们偷着向地下机库灌水，老师急得骂“你们不要命了”。

有压迫便会有反抗，中国人都盼望日本人早点被打败，当由短波中偷

听到重庆昆明后方广播日本节节败退时，读初中的我深深感到：无线

电真好！真伟大！真有用，我长大后一定要学无线电。当时社会使一

两代人感悟到中国富强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强大的驱动力。

（二）现在和今后我们感悟什么
中国现在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人尤其是几代青年人，我们应该对社会、对人生感悟些什

么？这是个重要的基本问题，也是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问题，值得我们

大家研究讨论。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中国现在虽然发展很快，但的确仍是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和经济

不够发达，最严重时，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达２００余年，中华复兴追赶

仍在进步中的世界先进水平至中等发达程度，真的还需要五六十年时

间，征程很长，苦难很多，国人应继续努力！

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但结合社会进步的现代化发展仍需要开

放式弘扬发展以保持生命活力，为世界有待发展的文化多作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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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受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和西方价值观影响，

形成自我优越傲慢的单边主义文化观，它根深蒂固，与世界作为大家

庭各民族共同和平发展的中华文化观相互径庭，但傲慢的单边主义文

化观不可长久存在，一定会被共同和平发展的文化观代替。

中国古代对世界发展贡献甚大，近代中国科技对世界发展贡献不

大，在２１世纪科技发展面临非线性复杂性交叉融合性难题的巨大挑

战时，国人应利用中华优秀哲学文化辩证思维、综合思维的特长，艰

苦努力，在破解难题推动科技发展方面多作贡献。

总结起来，面对２１世纪中华复兴人类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

以及弘扬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发展的机遇，国人应对此多些深入

感悟，并产生更多的发展动力。

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复兴和教育发展的
基础
（一）对一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我经常问自己、学生、我的后代这样的问题：什么事物是中华民

族最值得珍惜，必须传承和弘扬的？

我曾久久思索，到现在虽我还不能详尽地说明理由，但我坚信它

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当然中华优秀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开放学习

世界上各种优秀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它将在中华复兴、人类文化发

展进步中作出更大贡献。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１．宏观整体对文化的认识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总和。

人类总得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发展，不可能由“空白”中从头做起，尤其

是精神文化，她起着指导人思维和“灵魂”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伦理道

德文化和哲学文化中尤为突出。因由其存在和发展，可推断民族国家

社会的发展趋势。

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Ｂ．Ａ．Ｗ．Ｒｕｓｓｅｌｌ）早在１９２０年对

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就断言日本将会被打败，因为“日本采集了西方

的缺失，并保留了自己的缺失”，真是一针见血。在文化上，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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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此：由缺失的文化———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文化为核心，在经济力

量远远差于美英（如５００万吨钢对３０００万吨）的情况下就发动了太平

洋战争，给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大灾难，最后以失败告终。

同样，罗素在１９２０年出书《中国问题》时说“中国文化正在急剧地

变化”，此变化可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

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中国如何应对外来影响可能的巨

变？他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可需要的东西，

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

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身的优点相结合起

来的辉煌成就。罗素的论断非常精辟，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中华复

兴，不正是如此发展么！事实上，伟大的中华优秀文化，铸造了古代

中华的辉煌，支撑了中华民族冲出了沦为殖民地的严重灾难，开始复

兴，中华复兴的过程同样是中华优秀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因为一个

没有优秀文化的民族，不是先进的民族，而没有先进文化的社会，不

是先进的社会。

２．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内容及在中华复兴中的作用

（１）中华优秀伦理道德文化。

中华主流文化，在人的总体本性上认为是从善（而非恶）的，在此

基础上提倡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民为重等基本人性概念。在做人修

养方面不同西方一些观点：认为人的意识核心因素是追求趋利避害，

去苦从乐，由此意识形成人的行为有浓重功利主义成分，中华伦理道

德主张既尊重人的从善本性又要不断加强以爱人、无私情感为核心的

理性修养，不断超越自我更彻底些超越动物本能，做一个具有高尚品

德的人（孔子称之为“君子”）。中华道德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以民族、国

家、社会等整体为重，必要时牺牲小我保全大我，而大我中以民为

本。统治者要施仁政，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范仲淹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名句，都表

征了以整体为上的道德观。

在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上提倡“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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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欲勿施于人等，并以此修养自己。

各行各业在职业道德方面也有很高要求，总体而言强调诚信、正

义、仁爱等，并强调做好处己立身的基础，做好职业，树立高尚职业

道德。

（２）中华优秀哲学文化。

中华优秀哲学文化是世界三大哲学派系（西方哲学———古希腊哲

学演化而来、中华哲学、印度哲学）之一，中华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承

认事物存在运动有客观规律（唯物的），事物的生存运动根源是对立统

一的矛盾运动，但同时又强调统一（暂时的统一也要珍视），总体上可

概括为唯物辩证的对立统一，在对立基础上重视统一。例如老子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很具代表性，在中华哲学重视统一的理念基础

上，形成了突出整体统一的综合思维方法。

西方哲学的基本命题是问，什么是存在，我主观存在是什么，他

物客观存在是什么？（寻找其规律）其出发点是分为“我”、“其他”来提

问研究，以“划分”、“分解”对立方为基础，研究了几百年、上千年，

近代提出辩证法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哲学，明确提出了对立统一律、量

变质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其概念基础是双方的运动斗争，“对立划

分”分量很重，由此形成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分解—分析”，由此在科

学领域，细化分类形成现代科学学科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现代

世界文明，但进一步面对复杂性，分解单元不能代表复杂运动事物的

整体，过分强调“分解—分析”便会陷入形而上学的陷阱，从而由整体

出发分析和综合必须结合，经分析再回归综合是科学思维方法，中华

哲学的生命力根本在此（吸取和加强与西方分析内容的结合）。

美国哲学家巴姆（Ａｒｃｈｉｅ　Ｊ．Ｂａｈｍ）形象地比喻世界三大哲学派

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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