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 教 信 息 动 态
（2018 年第 19 期）

教学发展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 ） 2018 年 12 月 30 日

如何讲好一门课——从个人经历谈起

“从刚刚毕业的博士成为一名合格的清华大学公共基础课

主讲教师，中间的路还很长，每一步都需要用心品味、用心去做。

教学不仅仅是关乎学术的问题，更是关乎人的问题。只有注重积

累、注重总结，才能不断提高。”

——扈志明

扈志明，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多年参与公共基础课《微

积分》的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好。曾获得第二届清华大学青年

教师教学优秀奖（1997）、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1998）、

清华大学新百年基础教学教师奖（2016）、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奖（2018）等奖励，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2014）、北京市

师德榜样（先锋）（2016）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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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师对我的影响

我在整个读书阶段碰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包括高中班主任

北镇中学的董衍坤老师，本科阶段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邓东皋、邱

维声老师，以及研究生阶段中科院数学所的张同老师，这些老师

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为人处事影响很大，毕业后到清华大

学做一名教师正是受到这些老师的影响。

到清华工作之后遇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既有数学系的

也有外系的。老一辈教师里面，有数学系的老主任箫树铁先生，

以及仍然活跃在指导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线的原工程力学系的

薛克宗老师等很多老前辈，这些老前辈的课大部分我都听过。箫

先生在他退休以后接近 80 岁时还到我的课上给学生们讲过几次

课，我感到很荣幸。

在清华还有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比如航院的李俊峰老师，

我们俩曾在北大一起学了两年基础课，还有化学系的李艳梅老

师，这些老师都跟我是同代人，他们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此外，

还有一些年轻老师对我影响也很大，像我们系的杨晶老师、吴昊

老师，他们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我发现当初选择成为一名教师是非常

正确的选择，我好为人师，也十分愿意跟学生在一起。几十年来，

一放假的时候反而觉得很累，因为参加一些其他活动都没有教书

来得更自然。一件事情只要想做好就有可能做好，我现在能够成

为合格的基础课任课老师，正是源自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二、从教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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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20 多年，我个人想一想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博士毕业开始教书的时候，之前从未学习过有关教学法的东

西，一直不知道教书到底怎么教，因此这一段时间是我在教学工

作上的学习期，通过主动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这个时

期大概有两三年，最初甚至比读博士时还辛苦。第二阶段，我想

应该是成长期，就是已经慢慢体会到了教学工作到底是怎么回

事，但是体会到了不见得一定就把这件工作做的很好了。成长期

可长可短，要看用心不用心。第三阶段，应该是对教学工作或者

对某一门课的教学工作能够做到心中有底，却不固步自封。有的

人经常说当老师很好，尤其是基础课老师很好，几十年教一门课，

那不跟玩儿似的，但是实话告诉大家，越上课你会越紧张，越上

你会越觉得好像还有些不太懂的地方，这些不太懂不在于内容上

不懂，而是面对学生，如何保证他们在上完 90 分钟或者 135 分

钟的课后发自内心的给你鼓掌，而不是礼节性的。

1.主动适应期

我想在主动适应期，当我接触一门新的课程，因为原来没有

教过书，首先要了解的是教学要求，数学基础课在不同专业和不

同阶段的实际要求可能完全不一样。接到微积分课程教学任务之

后，你是否清楚面对的学生是谁，教学要求是什么，我想这个应

该是一个共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老师专业

是非常强的，虽然是有利的，但是也存在弊端。很多老师第一学

期上完课之后觉得自己讲得很好，也很用心，可为什么学生就不

买账？可能是因为你讲的太高深了，想把你几十年学到的东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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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学期就让学生能够体会到你的用心。基础课并不是前沿

课，也不是讲座课，基础课是打基础的，要一步一步走扎实。

我这里提的第一件事情——教学要求，在我们的教学大纲里

都有比较明确的表述，像课程的定位、目标，以及具体的课程大

纲。课程大纲主要指这门课应该讲什么内容，大概要求到什么程

度，包括像微积分这类课，你的作业、你的考核，包括期中、期

末考试等都是一开始就要熟悉的。

这个阶段，在了解你要教的课程之外还要慢慢的琢磨自己认

可的教学方法。我一直认为学无定法，实际上教也无定法，也许

这样教李老师教的很好，但是张老师一用可能就不太灵，反之一

样。所以教学方法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但如果完全模仿效果也许

是要打折扣的。学习教学方法就是要掌握一些合适的教学方法来

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回想我作为一名新任课老师是这样学习教学方法的，第一学

期我还没有机会做助教就开始讲大课，于是我就去听正好跟我讲

同一门课的顾丽珍老师讲课，一些讲法靠现学现卖，内容主要靠

自己熬夜准备。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谢顾老师，并不是因为她

是我的教研室主任，而是顾老师对我的教学影响很大。青年教师

一定要向老教师学习，而且现在学习的手段也很多，你可以时不

时听听老教师的课，也可以在网上看看老教师有关讲课的视频，

直观的看他们是怎么处理具体教学内容的。有机会还要多跟老教

师聊聊天，问问为什么这部分内容你是这样讲的，因为在微积分

课程里同样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解释，比如说你跟数学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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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讲可能是从理论高度引入，如果对工科的学生可能就是从方

法论、从求解问题的方法角度引入。此外，还要向同行学习，三

人行必有我师，在数学系我经常说一句话，“两个人行，另外一

个人就是我的老师”。人各有所长，要注意向同行学习。学习之

余，个人也要善于琢磨、敢于尝试。

在主动适应期，还需要关注考试。为什么说到考试？因为关

于组织考试有很多东西要注意，考试之前要根据课程要求，确定

为什么考试？怎样考学生？考试形式是什么？怎么出题？如何

阅卷？学生答完的这份卷子就在这儿，不同人批改改出不同成绩

来，你的道理是什么？甚至包括你这个成绩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学

生对这门课的学习情况？考试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作为专业课也

好，基础课也好，对任课老师来说，如果你出试题不能说出一二

三四来，那么这份试题的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从教初期还要学会组织课堂教学，学会与学生相处。总之我

个人对于学习期的体会是，能否成为一名称职的老师，这个阶段

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阶段不仅要熟悉你所教的课程，更主要的是

慢慢的体会如何做一名老师。我觉得很多做法会习惯成自然，养

成了习惯，你的做法就成为了自然，形成一个良性的开端。

2.探索进步期

教师在这个阶段应该逐渐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我的教学

风格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直到刚才和今天摄像老师

聊了几句才让我有了新的感触。摄像老师对我在老西阶讲课的场

景记得非常清楚，那是 2000 年前后的事情，当时因为申请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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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需要有课程录像，所以摄像老师总去西阶录课。摄像老师不是

数学系的，可能也不记得我讲的具体内容，但是他对我上课的印

象很深，就是在西阶写黑板。教学风格没有千篇一律的，只要找

到适合个人、适合课程的就可以了。

上课是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所以还有一些上课的习惯需要在

这里提醒各位老师，比如说教师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教室？据我

所知，我们系大部分老师都会提前一刻钟以上到教室，到了教室

以后试试话筒、试试多媒体，如果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上课，上课

铃一响拿起话筒不出声，不仅浪费时间，也把整个气氛破坏了。

还有，在课堂上一些个人的言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每个老

师应该都有一个标准。讲大课写板书的习惯也要斟酌，如果一个

黑板写六行、七行是一个写法，写三行、四行也是一个写法，从

学生的角度来讲，他当然希望你写的大一点，后面看得清楚一点。

老师呢，也只是多吃点儿粉笔灰。

说到粉笔，我一直说清华的教务处做得很好，我去过很多高

校，往讲台上一站首先看到的就是黑板下面一溜白灰，但是清华

的教室很少这样。对于一名基础课老师来说，我们特别在意粉笔，

现在教室里常备的三种粉笔中有一种粉笔应该是从数学系开始

使用的，在学校统一配备之前，我们数学系的每个老师都带着自

己的粉笔拿着自己的抹布上课，这是因为黑板擦几遍之后就变白

了，学生会看不见，这时我们会用自己带的抹布擦一下就不白了，

这样两个学时或者三个学时就能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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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习惯尽管与学问高低没有关系，与你讲的精采不精采

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形成

自己的一些习惯，包括精神面貌、语言风格以及课程内容的处理，

这些都是在教学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因为我是没有学过教学法

的，所以更要加强学习，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在成长期，如果有教学组的话，年轻的老师要逐渐承担起教

学组的日常工作，因为一个教学组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一个学

期教学运行下来还是有很多具体事物要做的。一开始老教师会带

着你做，但是到了一定程度自己要慢慢主动的承担。在这方面我

们数学系年轻老师应该表现的都不错，比如说课程统一考试的时

候，你不能总指着几个年纪大的老师出题，出题出多了，新鲜的

东西就少了，年轻老师刚开始可能会深一脚浅一脚，但是没有关

系，有人在后面给你磨光，而且里面一定有新的东西。此外，还

有参与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是否参与这些事情与你对课程的认

识和对教学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年轻老师工作态度应该积

极主动，做事要让老教师觉得踏实靠谱，如果老教师认可你这个

做法了，当然课程组里的事情慢慢你就会参与的多，这样自己的

成长也会快一些。

作为一名年轻老师，尽管有大把的时间但是还是应该抓紧，

无论是熟悉阶段还是成长阶段都要尽可能缩短，如果有机会要尽

可能把握。另外，不要滥用同事和领导的耐心，作为一个年轻老

师，别人会对你非常包容、非常宽容，可能第一年行，第二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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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第三年也凑合，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下去以后我干事就不

叫你了，因为交给你完成不了，我不放心。

3.不断完善期

成熟期意味着自己的教学风格基本形成，有一定的教学思

想、教学方法，即使达到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时期还是应该多

与同辈以及年轻老师甚至同学交流，相互学习，继续成长。经常

有时候学生会拿一个问题来问我，我会按照我的理解来解答，学

生过了几天又回来了，说老师这个问题这样做行不行，我一看他

的方法比我的还好。因为你要相信清华的学生，无论哪一门课程

都有出类拔萃的同学，如果不和他们交流实际上是对资源的一种

浪费。所以我说多与同辈、年轻老师以及同学多交流，我们真的

是跟同学相互学习、一起成长。

在课堂上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从来不说我

教给了同学什么，因为微积分都是二三百年以前前人的工作跟我

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农夫山泉的广告一样，我不生产知识或者我

不生产微积分知识，我只是一个搬运者。所以你要说我教给了学

生什么，有点像说大话，实际上学生是跟我一起来学微积分，或

者我跟同学一起学微积分，这也是与学生相处的方法。他一听之

后，觉得你跟他一起学自然想着要帮助你，所以他就会非常认真。

三、教师的三心

最后再说几句体会吧，这个说的不见得恰当。

第一个要谈谈良心，因为我总觉得教书是个良心活儿，也对

也不对，因为教书对老师来说本就是一份职业。顺应大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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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书是个良心活儿，就是干多干少不要特别计较，人前人后不

要太不一样。

第二个是爱心，对工作要热爱，对学生要热爱，或者说要爱

护。另外对同事要和谐相处，这对于我们整个生活状态是有利的，

千万不要总觉得你比别人强，人外有人。

第三还要有平常心，对待遇，对名分，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干工作归根到底是要用心，用心向老教师请教，用心向同辈

学习，用心掌握教学要求，用心组织教学内容，用心完成教学过

程，用心关爱自己的学生。

送：校领导、各学院（系、部）、各部门、直（附）属单位。

联系电话：（029） 87082051 87080244 pgb@nwsuaf.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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