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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峰教授：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 

    

中心举办“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午餐研讨会 

11 月 28 日中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午餐研讨会，由机械学院机械基础实验教学国家级

示范中心主任陈雪峰教授带来“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主题报告。各学院 50 多名教师，教发中心

主任马知恩教授、副主任鲍崇高教授参加了午餐会。活动由教发中心专家组成员胡奈赛教授主持。 

 

 

 

 

 

 

陈雪峰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科研任务、社会工作繁

重，但多年来对于教学工作肯动脑筋、肯下功夫，教学效果好，受到学生普遍的欢迎和好评，同

时勤于思考，对教师如何做好教学、教学单位如何加强课程建设形成了一系列见解。陈老师面对

青年教师，畅谈自己从事教学工作的过程和体会。他首先指出，博士毕业的年轻教师要破除迷信、

敢于上课，树立信心、能上好课，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战术上要重视困难。陈老师强调了上好第

一门课的重要性，“首次传道，一定要过关”，时间用够，请教用够，自做习题，同时还要注意课

堂教学和作学术报告的区别，避免做学术报告式的教学；“首次授业，一定要漂亮”，思路一定要

清晰、让学生学有所获，一定要结合工程背景，进行讲解，答疑、讨论、提问、改作业、答疑等

各项指标与环节都要扎实完成。在分析如何面对部分课程学时减少、内容增加的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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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要问题驱动、师生互动，学思结合、知识成串，重点突出、疏而不漏。 

会后青年教师还向陈老师请教了其他有关问题。 

 

 

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 

机械学院机械基础实验教学国家级示范中心主任 陈雪峰 教授 

一、引言 

（一）打破神话、我们敢上课 

1.老教师需要跟课 5-6年，他们是很优秀的教书“匠人”。这一点我体会颇深。自我从 07年

接手机械设计基础之后，每次排课都排不开，可以说我要去求老教师上课，因为每位教师要排 3-5

个课程，非常辛苦，而又没有青年老师敢上课。我刚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开过很多次会，其中

有位老教师跟我讲：“过去，我们都是教书‘匠人’，跟课要跟 5-6年才能够上课，像你们现在的

年轻人跟 1-2年就上课在我们那时是根本不可能的。”过去的培训非常严格，先跟课，之后在课堂

试讲，整个过程要 5-6年。我想了想很有道理。我们过去学开车要三年才能够拿到驾照，现在学

三个月就能够拿到。现在很多人开车水平不行，但他们都上路，所以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多。我认

为过去比现在要严格得多。 

2.“匠人”的优点是否有不适应于当今的形式。“匠人”是有优点的，我认为我们的老教师上

课都很好，普遍现象是工程制图的老师比机械设计基础的老师讲课艺术性更好些，但教务处组织

调研，大四的学生来评判哪些课效果比较好，结果机械设计基础的排名在工程制图前面，这个结

果让我感到惊讶。后来我也思考，得出这一结果是因为机械设计基础的课程在今后还会用到，所

以学生印象中这门课还不错。而工程制图后面不太用到，就会忘记。我们很多老教师上课确实好，

但我发现大部分学生还是会旷课、迟到、睡觉、刷微信等。这是什么原因？后面我会提出我的看

法。 

    3.我们是否可以不培训就能够上课？这两年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但在过去

我们是没有培训的，学生会给老师打分，教务处也很认同，每年都会排名次，名次靠前的老师可

能会增加课时费之类的，排名靠后的老师要与他们谈话。另外，既然我们可以当裁判，那就说明

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差的，为什么不能上好课呢？当然，能当好裁判不一定能上好课。从

以上的几点我认为老师还是要有信心，真的敢上课。不要被吓住，一旦被吓住就会紧张，教师讲

课最怕怯场。 

（二）树立信心，我们能上课 

1.我们博士毕业，还不能上课吗？我们不仅要敢上课，还要能上课。大家都是博士毕业，还

不能上课吗？我学到的知识如果是一桶水，连给学生一杯水的能力也没有吗？但如果所授课程并

非所学方向，也有可能上不好。 

2.老学者上课也经常遇到问题。有时我们也要自我安慰，老教师上课也会遇到问题。07年我

刚接手机械设计基础，青年教师上不了课，我们机械学院有一些老教师没有课，我请一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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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给大家上课，我认为他们应该能讲好课吧，但结果却并不完全如此。个别老师的讲课督导

组、学院老师听过之后都认为效果不好。 

（三）仔细想想，我们真的能上好课吗 

首先我们要敢上课，其次要能上课，但仔细想想，我们不一定能上好课。 

1.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传道、授业、解惑。有时我会讲，我们擅长做一个学术报告，因为学术

报告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听懂，下面听报告的人也未必是真心想听懂。有时是为了捧场，有时是为

了看报告人的水平。 

2.也许我们的课件会精彩、我们的知识面会很宽阔，但这不一定是最好的传授知识的方式。

有些老师认为自己的课讲得很好，学生评价也非常高，PPT 做的很精美，但这样就能说明这位老

师课讲得很好吗？我内心不这样认为。有可能只是学生认为你的课件做的花花绿绿，科研工作也

有所带入，热情很高，所以给你的评价高。 

基于以上三点，我认为今天来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四）教学中的“矛盾” 

1.老师认为学时不够。有些课程在十几年前是 128学时，现在变为 64学时，减少一半，肯定

不够。我们现在 170学分论证培养方案时都认为不够，希望再提高，但也有学校是 120-130。 

2.学生上课无聊。随便拍些照片，都能看到学生上课看手机、睡觉，甚至不来上课的。既然

学时不够，为什么学生还觉得上课无聊呢？我上了一门全校的选修课，很多学生不来，我就在想

是什么原因，这门选修课是不是可以取消？ 

3.结果考试好过。学时不够按理说学生学不好，上课无聊也学不好，但考试大部分学生都能

通过，这不是相互矛盾吗？有些校长一上台都是主抓教学，教学永远是一个话题。我认为教学如

同王岐山所谈腐败一样，“反腐永远在路上”，我认为“教学改革要永远在路上”，没有尽头。 

这一矛盾如果要争论，永远也争论不清。谁之错？众纷说。我认为提高教师授课质量，作为

教师责无旁贷。作为教师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把自己的课讲好。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教学名师，

那太难了，但我们可以做到将每一节课讲好。 

二、个人观点 

（一）按照时间节点来说 

1.学生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心中是有一杆称的，哪些老师讲课好，哪些老师讲课不好。

但我就经常给我的学生讲，老师课讲得好你要听，讲得不好你更要听。一个老师课讲得好，滔滔

不绝，那是肯定要听的，没有不听的理由。相反的，讲得不好的老师，你要思考这位老师哪里讲

得不好？为什么他讲了十几年还是讲得不好？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发觉课讲得不够好呢？有一天自

己会不会跟他犯同样的错误？当你作为老师之后，有可能会犯这类错误，当你做一个学术报告的

时候，也有可能犯这类错误。所以有时我们还是要学会思考。另外，我们是在求学，并不是每天

去听精彩的报告，所谓求学，就是要去求真知灼见。所以无论老师讲的好与否，都要去学习真本

事。 

2.博士毕业 5-6年。在这一时期，我认为要深度学习和掌握好一门课的授课方法。不需要多，

一门课足矣。2009年我推出了一项新政策，所有留校老师必须参加两门大面积基础课的助教。我

刚留校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刚留校在小教研室，那时的规矩是自己的导师有什么课才能上什么

课，不可能去上其他教研室老师的课。我当时留校就没有课上，当时有一门全校选修课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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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上课的老师去教育部帮忙了，没有其他的老师愿意上，这才轮到我。在这门课上我还是下了

很大功夫的，当时刚留校没有钱，想买一本教材也没有人支持，当时一本 photoshop的书是非常

贵的。我买了三本书，当时也没有人给我报销，我就自己出钱，课本从头到尾学完，课件全部准

备好。至今在教务处的网上也可以查到，我这门课的评分很高。但这门课上了两届之后，校长认

为软件课不适合在我们的大学里讲，所以全部取消了。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说能够助教两门基础课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有比我更好的机会。所以我的

学生做助教也非常认真。 

3.博士毕业 6-10年。在这一时期，经过长期的训练，应该可以主讲多门课，多层次的课。像

基础课、专业课、CDIO课、学生创新实验等。涉及的领域也更广泛，本科、硕士、博士、企业工

程硕士等。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如果有机会可以指导学生做创新实验，参加一些创新大赛，这样自

己的能力更会得到提高，更清楚自己上课应该讲什么，学生对什么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些创新比

赛，提高自己讲课的水平。 

（二）注重准备好第一门课 

第一门课准备不充分是我们很多老师课讲得不好的原因。首次传道，一定要过关。 

1.时间用够。备课要做到千锤百炼、入木三分。要将知识点、难点、逻辑理清，讲授到位。

我至今为止还会对第二天要讲的课在头天晚上认真看一遍，有些 PPT当时看非常精彩，但有可能

一上讲台就忘记了。我认为现在很多老师课讲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时间没有用够。 

2.请教用够。多向专家教授请教，我认为我们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这点做得很好，很多老师想

请教，但又不好意思，怕耽误专家时间。现在不用你去请教，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把专家请来，坐

在下面听你讲课。有多位专家可以请教，多个环节要培训。讲课时的语速、口气要注意，只有注

意了这些，课堂上的提问、讨论等环节就会增多。这与平时做学术报告是完全不同的。 

3.自做习题。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关键。如果不做课后习题，就不知道哪些知识需要在课堂上

重点讲解，哪些次要讲解。我自身也是这样去做的。 

4.教学不是报告。这点希望各位老师铭记。也许我们学术报告做得都是非常好，但讲课强调

的是慢、清晰、啰嗦，这是我们很多老师最不容易做到的。上课有时该强调的就要强调，该重复

的就要重复。你认为某个知识点简单，但对于学生来说也许就很难。 

（三）注重上好一门课 

既然准备好，这门课就应该可以上好。思路一定要清晰、让学生学有所获；一定要结合工程

背景，进行讲解；各项指标与环节都完成，例如随堂作业、答疑时间、课堂讨论、提问学生、批

改作业、考前答疑等。 

老教师上课的优点非常多，在我看来老教师上课的特点是按部就班，密不透风。会地毯式轰

炸，每一个知识点都怕漏掉。所以老教师上课不会讲太多的工程问题。但还要考虑现实问题，现

在的学生并不是你坐在那里给他灌输，他就能接受。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是问题驱动，师生互动。

我认为我们新教师应该走这条道路。要做到学习思考结合，知识成串，重点突出，疏而不漏。若

不抓住重点，老师会非常辛苦，学生还没有学到知识，出力不讨好。 

我希望我们新教师由“填鸭式教学”过渡到“启发式教学”；促进学生讨论，参与课堂教学；

激发学生自主思考，实现主动学习。 

（四）开始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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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老师说，我能准备好一门课，能上好一门课，是不是就能够满足了？我认为还不应该。

既然我们是博士，日后向大学教授发展，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进行拓展。过去上课按照别人给的模

式，即使想创新，也比较困难，因为当时的考试全部按照一个知识点来复习，你如果创新讲偏了，

班上学生考差了，会认为是你教学没有做好。我以自身经历，认为我们要有独立教学生命线：（1）

主打开设或者建设一门课程；（2）2005年教学改革，专业基础课开始论证，提出有限元；（3）2006

年开始试选上课；（4）2007-2010，学生多，反响好；（5）2011年至今，进入 2010版大纲，出版

教材、配套实验教材，后期计划可能的情况下建设精品课程。 

我在我自编的一本教材里写了一段话：撰写一本适合本科生有限元授课的教材，让作者下了

很大决心，尽管作者在有限元教学中不断撰写和修改有限元讲稿，因为有限元博大精深，名家挂

一漏万，名作新著层出不穷，稍有不慎便是浪费笔墨、白费时间。本书谨算为小结作者多年教学

工作，沧海一粟，在教学实践中再不断完善之，并希望得到同仁之指教。 

（五）拓展的基础 

1.从助教入手（琐碎、费时，但能学到东西）。教研室老师已有的课程助教开始，但是往往不

是大面积课程，整个教学流程不是那么严谨。学院大面积课程，他们是多年“老传统”的保留，

能够获得严格的训练。 

2.博众家之长。这点意思是说你要多去助教几位老师。我们工程制图有位新老师讲课非常好，

他就告诉我，他跟过 5位老师的课；还有的老师会将老教师的讲课录下来，回去反复听。另外网

络上有很多精品课程，我们都可以学习，有空可以多参加教学会议，对自身讲课的提高也很有帮

助。我们现在有教学试讲、例行检查、职称评审，每次都可以利用机会问专家，与专家进行交流，

这样慢慢就会成长。 

3.成果积累（打铁自身要硬）。在教学方法上，我们要清晰准确的表达能力，知识前后融会贯

通的能力，一定的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和完成，一定的教改论文学习和思考；在奖励上，可以参与

授课竞赛，指导学生竞赛获奖，教改论文，教学成果等。 

（六）课程建设三部曲体会 

我们建设机械基础实验教学国家级示范中心花了很大功夫，主要负责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

础 2门大面积课程。 

1.第一步——有人上课。缺少教师，着急招聘一批教授来，结果效果不理想；从新教师加入

助教开始培养。 

2.第二步——上好课程。我们现在有一批老师上课，但我认为他们还没有上好课。这个过程

通常比较慢，助教、点评、跟踪听课、专题研讨、同一内容新老教师对比教学。 

3.第三步——建设好课。任重道远，要教学科研融为一体才可以。 

2014 年 6 月 9 日，习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讲，“我们国家的老师知识很丰富，却并没有

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

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

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我们每位青年博士知识都非常丰富，但若没有将知识传授给学生，那就是束之高阁，就应该

被批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好教学，建设好课程。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