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找回迷失的教学激情

当中国高等教育步入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时，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现实背景有二：一是大学教学工作的地位依旧有待

提高，“重科研，轻教学”不仅是一种制度现象，同时也是大学教师的个

人行为选择。二是大学教师队伍年轻化，不少教师从业资历短，职业素养

和职业经验有待提高。据统计，２０００年以后新入职教师已占到高校教师
队伍的半数，① 他们的年龄在３０岁左右，基本都是博士或硕士毕业后直
接进入大学教师队伍，有很好的科研训练背景，却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

教师职业技能培训。在这种情况下，教师 “不重视教学，不善于教学”

已成为我国大学的普遍现象，成为制约大学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

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相似的情况出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其解决途径
是大学成立专门的教学促进或教师发展机构，如密歇根大学的教与学研究

中心、哈佛大学的博克教学和学习中心、剑桥大学的教师发展中心。据统

计，世界１００强大学，几乎都成立了教学中心 （有的称为教师教育发展

中心，或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美国约３／４的研究型大学设有教学中心，
其任务就是支持和促进教与学的改善，推动教师专业发展。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欧大学的做法成为我国改进大学教学可资借

鉴的经验。２００７年以来，首都经贸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高校参照
加拿大、美国的做法先后成立了教学发展中心，致力于提升中青年教师的

教学能力。教育部于２０１２年７月正式启动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遴选工作，同年１０月，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等３０个国家级教师教学发
展示范中心正式立项建设，中央财政资助每个中心５００万元建设经费。

云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９月，是云南省最早的一
家，在国内高校中也是成立较早的。中心挂靠教务处·教学评估办公室，

中心主任由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担任，副主任分别由教务处处长 （教学评

估办公室主任）和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担任，成员包括教务处、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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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与信息中心、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图书馆等部门

的负责人，以及我校的国家级教学名师等。

结合我校教学实际情况和教师发展需要，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大学有

关经验的基础上，中心确立了 “弘扬教学学术传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的工作宗旨，以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以举办 “云南

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作为主要工作形式，计划在三年之内完成副

教授及以下教师的轮训工作。为确保工作落实到位，研修班结业证书自

２０１２年起作为教师申报高一级职称的必备条件之一。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首期研修班拉开序幕，副校长武建国教授主持

开班仪式，校党委书记刘绍怀教授做了题为 “大学教师的修养”的开班

讲座，１００余名教师聆听了讲座，自此，云南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研修活动
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研修班的主讲专家为我校的国家级、省级教学名

师，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陆

靖教授 （历任复旦大学教务处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华东师范大学

庞维国教授、云南师范大学赵建新教授等都曾亲临研修班授课。研修的主

题涉及师德修养、教育心理学、研究性教学、教学互动、参与式教学、信

息素养、教学规范、高等教育理念等，研修形式包括专题讲座、现场教学

观摩、教学录像解析、教育技术指导、教学经验分享等。截至２０１３年５
月，中心已举办９期研修班，９００余名教师参加了研修班的学习与交流。

《追求卓越教学的探索与分享》收录的正是从１～９期研修班教师提
交的９００余份作品中精选出来的６２篇优秀教学论文。作为首部教学论文
集萃，教学专家、资深编辑和编者遴选作品的标准是针对性、原创性和可

借鉴性。针对性重在考察论文主题是否关切高等教育现实，特别是我校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原创性重在考察论文呈现的是否为教师个人独特的职业

情感、教育思想，或者教学中的 “绝活”与个人智慧；可借鉴性考察的

是论文对其他教师的参考意义。

６２篇优秀教学论文较好地回应了我校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同时也高
度契合于研修班的主题。根据主题，我们把论文分为 “职业情怀与修养”

“教学研究与改革”“教学心得与体会”“教学方法与技巧”“专题探讨：

参与式教学”“专题探讨：教学中的 ‘深入浅出’” “‘研修班’学习感

悟”等几个部分。当然，该分类是粗略的，论文所述内容其实有所交叉。

“职业情怀与修养”部分收录了 《自省与誓言：师者何为？》《热爱》

等５篇文章，文章写就的是作者对教师职业角色和职业责任的独特理解与
分析，洋溢着他们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与执著，积淀着他们履行职责时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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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律与严格自觉，当然，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他们获得的职业幸福感。

“教学研究与改革”部分收录了 《美的开启与德的树立———小议 “古

代文学”教学与大学教育之根本》 《基于科学精神培养的 “大学基础物

理”课程教学改革》等１０篇文章。正如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所说，不存
在没有教育性的教学，这１０篇文章呈现的就是老师们在具体课程教学中
如何达成 “育人”这一教育根本目标的思考与探索。

“教学心得与体会”部分收录了 《我教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的一点

体会》《关于理科理论课程授课方式的一点浅见》等１０篇文章。１０位老
师介绍了自己在教学中如何备课、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何安

排教学时间、如何评定学生成绩等具体做法，文章质朴实在，却很有见

地，折射出老师们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智慧。

“教学方法与技巧”部分收录了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多样化

教学方法设计与实施》 《教师 “侃课”与学生 “看课”的融通———对教

学境界与方式的思考》等１２篇文章，作者们介绍了自己在课程教学中所
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及在课件制作、作业布置、教学活动组织等方

面的技巧。

“参与式教学”是２０１２年春季学期研修班的核心专题，当时，国内
著名的参与式培训专家、享誉 “中国质性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到我校作题为 《参与式教学的思路与方法》的专题

讲座，除了研修班的２００多名老师外，讲座还吸引了１００多位来宾 （包括

省教育厅和其他兄弟高校的教师）。陈向明教授不仅系统介绍了 “参与式

教学”的理念及其思路与方法，还现场设计了题为 “辩论会”的参与式

教学活动，１１位老师主动上台参与，就参与式教学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陈教授的讲座带来了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为我校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

模式，形成 “参与式教学”理念，掌握 “参与式教学”方法起到了重要

示范作用。此后，“参与式教学”成为历次研修班的热门话题。本书 “专

题探讨：参与式教学”部分收录了 《哲学的本性与参与式教学》《谈参与

式方法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等６篇文章，反映的是我校部分教
师对参与式教学的理解、实践、总结与反思。

“教学中的 ‘深入浅出’”是２０１３年春季学期研修班的作业题目，设
计该作业题的目的是希望老师们结合自身教学实际谈谈如何处理教学的学

术性与趣味性问题，如何达到 “深入浅出”的教学境界。本书 “专题探

讨：教学中的 ‘深入浅出’”部分共收录了１０篇文章，文章作者结合自
己所授课程与大家交流了教学中如何 “深入”和如何 “浅出”的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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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在 “‘研修班’学习感悟”部分，书中收录了 《大学教学：责任、教

学及科研的统一》《新教师职业起点的学与思》等８篇文章，文章记录的
是老师们参加研修班的所感、所悟与所得，情真意切，反映出老师们对教

学工作的热爱，以及 “成为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成为讲好课的大学教

师”的信心和决心。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艺术学院王新老师 （第４
期研修班学员）的 《最是斯文———记我的老师吴进仁先生》，文章别样诠

释了 “何为学者？”“何为大学教师？”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 “教

师教学能力研修”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是故，我们将其收录入书。

纵览６２篇文章，我们发现，热爱教学、充满激情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这样的情感正是教育和教学必备的品质，诚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夏硏尊先生

所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

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这样的激情，支撑着研修班一路走来；这样的

激情，让研修教师看到许多的同行者；这样的激情，势必推动教学趋向

更好！

如果时光回溯到２０多年前的中国大学，教师的教学热情并不需要如
此鼓与呼，因为，在那个时代，钻研教学、潜心育人是我国大学教师的生

存之道和生活方式，而沿袭自前苏联的教研室 （组）机构设置又为教学

学术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科技
体制改革把高校科研纳入国家创新体系，“２１１”“９８５”等高等教育重点
建设工程遂把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列为核心内容，教师职称评聘和绩效分

配亦将论文、专著、科研项目作为主要指标，教学工作受到较大冲击。更

兼之，在大学内部结构由校—系—教研室 （组）向校—院—系转变过程

中，教研室 （组）从组织形式上被消除 （少数公共课程教学单位除外），

大学教学从过去有组织的协商、研讨和有指导的集体学术活动变成教师个

人的经验性活动。① 由此， “教授不教”，只注重科研的实例已不鲜见，

“科研群芳斗艳，教研冷落萧条的 ‘长短脚’”② 现象成为常态。然而，

如果只重科研，大学与科研机构何异？如果人才培养质量缺乏保障，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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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生力军何在？

显然，教学是大学的基础性工作，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组建

教学发展中心无疑是当下中国大学治疗教学科研 “长短脚”症候的方剂，

这个药方始于教学热情的唤醒与激发，终极目标是教育教学超越平庸与功

利，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进步与发展，达至卓越！我们以为，经过两年

的努力，我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与全校老师一道寻找着曾经迷失的教学激

情，这种激活教学学术文化的正能量来自学校领导的重视，来自主讲专家

的学识与个人魅力，更来自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

然而，对于卓越教学的追求任重道远，须一代代云大人为之不懈奋

斗，有待一届届云大学子脱颖而出，更有待一批批年轻教师从职业新手成

长为教学能手，甚至教育家……且让我们以 《追求卓越教学的探索与分

享》为良好开端携手共进。

是为序。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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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情怀与修养

自省与誓言：师者何为？

人文学院　曹云雯

　　 “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教师是园丁，教师是红烛，教师

是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

诸多的 “定义”或 “赞美”揭示出一个要义：教师的存在价值在于

帮助他人实现真正的存在和发展，教师因此才可能受到社会的尊重。

从这个职业预设的逻辑出发，选择身为教师，就等于选择了一种人生

的理想：为了帮助别人可以忘记自己的悲苦，为了成就别人不能忘记对自

己的鞭策。

一、教师是 “有教无类”的博爱领导

在过去的历史中，人们对教师有着不尽相同的称呼，其中之一为

“孩子王”。“王”即组织者、决断人，是让被领导的人信赖和尊敬的那个

团队主心骨。面对一群个性气质、成长环境、资质品性都有差异的教育对

象，教师不仅要让他们互爱互助，还要让他们成为对知识有所渴望的人。

如何才能组织起一支求知的队伍，让队伍中的每个人心甘情愿地踏上漫漫

征途？这对领导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你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证明学

习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在生活中正确地对待他人。

一次，孔子让他的几个学生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均按孔子的治

国理想作答，唯有曾点说他喜欢与自在的天、自在的人和自在的地在一

起。孔子当众赞誉了曾点的观点，对其余三人不做品评。在曾点的追问

下，孔子才简单说了其他几人的缺陷。这个故事常常被用作儒家天人合一

思想的佐证。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孔子对学生是多么的爱护：对异己者宽

容，对愚钝者包容。

《每一片叶子都有一个灵魂》，一个天资并不聪慧的小学生在老师的

鼓励下完成了这篇出色的个性作文。每个学生都期盼老师喜欢自己、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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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哪怕自己并不是那么优秀。在学生的心中，老师应该是世界上比法

官还要公正的人。如果老师丧失了探究真相的兴趣，那么所有的叶子将会

慢慢飘零。“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

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二、教师是 “积极信念”的第一传者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大多数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只是让他

们适应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但实际上，只有把孩子教

育得更好，他们才能在将来出现一个更佳的状态。如何才能让孩子变得更

好，而不是更适应呢？康德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人触摸到世界之至善

以及人性被规定达到的，而且具备相应禀赋的那种完美性。因此，作为教

育主体的教师，就成为引导学生去接近那种人性的完美性的精神向导。

《论语》是中国第一位教育家孔子的言行录。大儒梁簌溟曾惊讶于整

部 《论语》通体不见一个 “苦”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 “悦”“乐”。一

个真正的教师是一个仁者，他胸怀天下，不思个人苦乐，故能达到 “仁

者不忧”的人生境界。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愿意与乐观的人交往，因为

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够让人们不用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怨天尤人和混沌之

中。因此，教师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的人。

美国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戴尔·卡耐基，用他的智慧帮助千千万万的普

通人战胜了自我，使他们获得成功的人生。卡耐基的秘诀实际上很简单，

他只不过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提醒人们一定要追求生活的美好、发扬人

性的光辉，鼓励人们一定要树立奋斗的目标、充满自我实现的信心。卡耐

基对积极信念的传播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于传播的手段他也从没有拘泥

于任何一种既定模式。

三、教师是 “言传身教”的文化榜样

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教师也是礼仪的传播者。每个教师都是学生

效仿的榜样，这对教师的言谈举止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任何人的认知活

动都是从认识人开始的。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和老师是他们首先认

识的对象。从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他们

因此有了更多与老师交往的机会，教师的言行必然对学生产生影响。有的

人在几十年以后还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启蒙老师看自己的眼神和对自己说过

的话。

教师对文化的传播除了一般知识之外还有更多行为及精神层面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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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东陆园里有过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讲课非常精彩，听过他课的学生

无不为教授的魅力所倾倒。他讲课的时候不带片纸，但必须要点燃一支支

香烟，一边思考一边讲述。因为教授非同凡人的抽烟方式，引得许多男同

学悄悄效仿他抽烟的样子，感觉点燃了香烟就点燃了智慧的火光。有的学

生甚至还模仿教授深沉的嗓音和徐缓而富逻辑性的讲述，因为那种声音和

讲述的方式对仰慕他的学生而言已经成为知识和理性的象征。

其实，对教师而言，真正应该注意言行的时候恰恰是学生不在场的时

候。因为在那些 “以为学生看不见”的地方才是一位教师德行真正显现

的地方。有的老师在学生面前教训学生要尊老爱幼，要见义勇为，要坚持

真理，但自己却无法做到。还有的老师不拘小节，一进办公室就吃东西或

者趴在桌上睡觉，甚至和同事聊天，大声地评论某个差生或者说些与工作

无关的话。这些言行一旦被学生觉察，那种对学生的消极影响将是非常深

远的。现在新闻媒体经常报道教师的负面消息，给大众造成了 “教师是

虚伪的、暴力的”这样一个不好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每一个

教师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扭转社会的风气、传播优秀的文化而努力。

四、教师是点燃求知欲的人

教师首先要有一种信念，尽管他或她不是某种宗教的信徒。他必须相

信每个人都有想要成为人的目的。人人都想通过学习获得德行和信仰，让

自己对生存不再恐惧。成为教师的人应该是首先获得了生存自信力的一批

人，他们对那些还没有获得理性培育的人要投以最大的关怀，而不能像一

般人那样去排斥他们。因此，在教师的信念中，任何人都有天生的求知

欲，教师要做的就是去点燃它。

“差生”往往是班级里最敏感的人。他们感觉老师在 “好学生”身上

花费更多的时间，他们经常有被排斥的感觉。有个男孩说出了自己的发

现：“我记得刚开学时的一件事，那时我坐在教室的前排，后面坐着我最

要好的朋友。但半年之后，他把优等生都调到了前面，而把差生都调到了

后面。你能猜得到———我被分在差生之列，与我的朋友分开。我朋友是非

常聪明的，我的自尊心受到很深的伤害，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老师。”

孔子非常重视那些不爱学习、不坚持学习的学生，因为他知道是什么

原因导致他们对学习心存偏见。子路好勇过人，主张学习不需要读书，孔

子针对他的性格经常对他采用开门见山的教导。一次，他叫子路坐在他面

前，坦率地告诉子路，世上有六种不好学习的人，他们都将为自己的不好

学付出相应的代价。作为老师，孔子抓住了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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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是拥有特定权威的人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来自他所具有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和任何暴力及

强制手段毫无关系，相反是和自由感密切关联。教师的权威不是外部力量

所赋予他的，而是来自于他内心对于自己肩负工作的重要性所产生的信

赖。其实，这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有了使命感的教师，其言行必然体现

出对自己职责的重视，因为这种重视，才使教师的意识成为了学生的

意识。

教师的劳动因为要不间断地确立权威感而变得不同寻常。任何一种劳

动也不会像教师的劳动那样因为细小的错误而导致严重的后果。教师必须

对社会负责，对学生和他的家庭负责，教师必须把工作做得准确无误。在

教师身上体现出的点点滴滴的美，是他用无数的努力凝聚而得的。只有让

学生感受到这种美，学生才会发自内心地尊重教师的劳动，进而去思考许

多关键的问题。

孔子一直坚信人的精神力量足以让外部的规律得到发扬，教师要成为

一个 “弘道”之人。但是，当教师的权威已经足以让学生信服的时候，

教师则要更加谦和。人们常常把 “当仁，不让于师”和 “吾爱吾师，吾

尤爱真理”用来注解学生的勇气，其实，如果没有教师权威的存在以及

教师宽厚的气度，何来学生超越其师的选择呢？

六、教师是制造创造力的人

一切教学活动的终极目的都是让学生可以自己去创造，教师的价值就

在于推动这个创造的过程而不是阻止它。因此，教师的方法原则将成为教

学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教育家杜威认为，方法的问题最后可以归结为学生

的能力和兴趣发展的顺序问题，也就是按照学生认识事物的本来样子去安

排教学。一切知识的传递如果直接从结论开始，那无疑是对学生的好奇心

的一种损伤。真正对学生产生作用的知识，实际上是那些从他自己所见的

东西中得到的。

我们似乎更愿意教学直接产生其经济性效果，也就是通过教学让学生

掌握某种技能，比如写作和阅读以及其他的一些能力。然而，随着信息社

会的发展，单就简单技能和知识两项目标来确立教学的价值已经远远不够

了。通过向学生提供获取信息的方法、加工的方法和记忆的信息将成为教

师赋予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教学的方法越来越被要求为一种赋予学生能

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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