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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中心举办“老交大优良的教学传统”专题研讨会 

胡奈赛教授：老交大优良的教学传统 

 

“老交大优良的教学传统”专题研讨会 

大家都知道老交大有着优良的教学传统，但对传统确切的提法和内容等都了解得不够全

面。有些老师表示“谈传统很沉重”，“起点高”很难，“宽进严出”更难，现在还能严格

要求吗？4月 2日下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老交大优良的教学传统”专题研讨会，由

专家组成员胡奈赛教授作了再谈传统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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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师从“每个人心中的交大是什么样的”谈起，话西迁、忆往昔，指出“传统是历

史，是长期积累又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形成的历史概念，传统是精神财富、是凝聚力。”深入

分析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十二字”教学传统所蕴含的教育理念及实际

做法，讲述了钱学森自我纠错等动人故事予以佐证。她强调，“高质量的本科毕业生”是交

通大学的名牌产品，“门槛高”就是材料要好，“基础厚”、“重实践”就是标准要高，“要

求严”措施要严实，质量就有保证。同时，回顾了西安交大在坚持优良教学传统之上取得的

突出成绩，特别是西安交大成为 1995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优中唯一优秀的高校等标志性成

果，使大家深受鼓舞。 

胡老师指出在新形势下，针对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教育教学中要培养学生主动

学习、对自己负责，而教师要把培养人才作为神圣职责，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必须注重全面

提高自己才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鼓励大家既要继承老交大传统，又不能照搬过去，在紧

跟时代步伐中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思想、创新教学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和技术，全面培

养创新型的人才。 

追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交大的传统历史厚重、内涵丰富，值得新一代交大

人用心挖掘和用行动传承。 

 

老交大优良的教学传统 

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专家组成员  胡奈赛 教授 

2012年 4月（庆祝交通大学建校 116周年），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务处、研究生院、

离退休处联合邀请了 30余位离退休的老教授、老领导参加“话传统，谈质量”专题座谈会。

他（她）们是老交大优良传统的见证者和西安交大事业发展的奠基者。在会上大家追溯了交

大优良传统的渊源和发展历程，畅谈了关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思考和建议。 

交通大学是一所名校，而且是一所百年名校。多少中学生向往着能成为交大的学子。大

学之间的主要差别在哪里？显然不是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在传统上，在文化上，在大学精神

上。 

一位大学校长说过：“读名校，读的是一种氛围，一种传统，一种精神”，“大学精神”

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是校长或大师头脑中自生的。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撞击和融

合的结果。 

    我国有位教育家提出了“泡菜理论”。大学就像是泡菜坛子，有什么样的汤汤水水，就

决定了泡出来的萝卜、白菜是什么样的味道。学校的工作就是调整这些汤汤水水。 

传统是历史，是长期积累又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形成的历史理念。传统是精神财富、是凝

聚力。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物质力量。 

1986年交通大学建校 90周年校庆时，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校合作编写的《交通大

学校史（1896-1949）》”。陆定一老学长为交通大学校史作“序”，完整地提出了老交大的办

学传统。原文如下：交大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为“重视招生质量、坚持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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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学以

致用。”就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交大的校风是“爱国爱校，追求真理，

勤奋踏实，艰苦朴素”。以上都是交大同志们从几十年的辛勤劳动中总结出来的。它是教育

界、工业界可以借鉴的。我特地在这篇序言中把它记录下来。 

起点高  蒋大宗先生撰文提到“起点高”这句话的原话是“门槛高”，当年各大学是分

别单独招生的，没有一点水平和自信的学生是不敢轻易报考交通大学的，交大历年的录取率

都在 10%左右。比起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人数来，说是百里挑一也不为过。 

基础厚  老校友在各种座谈会上都会提到物理是“霸王课”，要学两年（其他高校学一

年）。普通物理是描述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基本课程，工程是这些规律的应用。基础厚就是基

础知识要全面而宽广，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后劲大、适应性强。虽然专业薄但自学能力强，

能适应学科之间交叉发展的需要。 

要求严  课程设置以 MIT（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选用当时 MIT最新出版的教材。各

门课程的名师上课是一丝不苟的。习题要书写整齐，计算规范。实验如预习不合格就不能做，

实验数据纸上教师要签字，报告不规范要重写。主要课程两周一小考（晚上或周日早上）、

1953 年起考试课程全部改成口试等。吴百诗老师强调“要求严，考试要严，59 分也不给及

格，必须要实施淘汰制；如果不采取高淘汰的办法，那是拔不出好人才的” 

1933 年，钱学森已是交大三年级学生，一次水力学考试，他所有的试题都答对了，金

悫教授在试卷上全都打上对勾，并准备给他满分。但判卷发下来后，钱学森却发现自己试卷

的一个小错：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钱学森当即向老师指出自己的

错误，主动要求扣分，最后他只得了 96 分。钱学森自我纠错，至今传为美谈，成为一代代

交大学子发奋进取的典范。 

    重实践   评价工程科学的教师常用他能真正“开车“（是指能实际操作车床、内燃机等

机器）吗？机械零件教研室的沈三多先生，是首位中国籍的锅炉检验师。钟兆琳、周惠久等

老先生都曾是工厂的总工或顾问。他们讲课当然能联系生产实际。 

青年教师要下实验室、授课教师要带课程实验。工程专业学生要做零件设计、工艺设计、

毕业设计等。四年要有四次实习即金工实习、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青年教师

要下厂锻炼，顶岗参加生产劳动。 

1947 年 5 月，护校斗争中，学生去南京请愿，国民政府为了阻扰，藏匿了机车，拆断

了铁轨，交大学生自己驾驶机车，土木系学生自铺路轨，冲破了封锁。这成了交大重工程实

践的一段佳话。 

曾在西安交大教务处和高教所工作过的徐茂义老师提出“高质量的本科毕业生”是交通

大学的名牌产品。他指出门槛（或起点）高是“前提”（新生正如工农业产品的“原料”），

“基础厚”、“重实践”是质量标准，而“要求严”是质量的保证，这 12个字是个整体。 

在交大数学系成立 80 周年（1928 年成立数学系时），校友会上发表的“工科数学课建

设先驱——记老交大优良教学传统的最早概括者张鸿教授①”一文中提到：在 5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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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张鸿教授首次把老交大传统总结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九个字。 

蒋大宗先生提到“张鸿教授把社会上评价老交大传统的顺口溜总结为四句话，即现在广

为传颂的“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 

以上两种提法（指 9 个字和 12 个字）都能确定老交大传统最早的概括者和总结者是西

安交大当时的副校长张鸿教授。 

1955 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西迁。1956 年交大的党政主要领导、基础部教师和一、二年

级学生全部迁来西安。档案馆、图书馆、实习工厂、印刷厂、校医院等也迁来西安。1957

年交通大学分设西安和上海两地，1959 年中央决定两地独立建校。彭康校长担任西安交大

的校长。继承和发扬老交大传统，弘扬西迁精神，建设一流大学是西安交大义不容辞的责任。 

西安交大半个多世纪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老校友陈惠波（1964 年工程力学

毕业）分配到太原重机厂工作。因解决了轧钢机轧辊的变形等问题 1980 年评为全国劳模，

获国家发明一、二等奖。回校后要拜访教他高等数学的陆庆乐先生，因为他从陆先生教的课

程中学到的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对他的技术改造和发明工作帮助特大。 

1995 年，教育部组织本科教学评优试点，西安交大是唯一被评为优秀的高校。受教育

部的聘请、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方惠先教授为首的 12位参加评优的专家经过 5天认真考察，

对西安交大的本科教学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学校的《自评报告》中，提

到：由于 20多年前，学校提出抓好 23门公共基础课（称作建设一类课程）；所以，在 1989

年、1993 年两届全国高等教育成果奖评选中，西安交通大学 23 门课中，有 21 门课获得过

省、部级以上的教学成果奖。 

有位专家激动地说“我在这里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老交大的优良办学传统”。专家组成员、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白同朔教授说：“西安交大的全体教职员工是真正忠诚于教育事业的，

责任心、事业心很强，不管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多么艰苦、困难，始终把培养高质量的学生

放在最高的地位。作为一个教师，看到自己的学生在课堂上，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教学，这样

一种精神在我听课时、在和教师、干部交谈中，受到很大感染。这种敬业精神我认为是最为

宝贵的”。 

再过 2年是 2016年，我们将迎来交通大学建校 120周年暨迁校 60周年的校庆。目前，

在教学质量上、学校发展上都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反映。新时

代的特点是全球化激烈的竞争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要求学生要主动学习，对自己负责。要

求教师要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全面提高自己才能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对领导则要能够引领西安交大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继承老交大教学传统不能照搬过去的做法。要更新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思想、创新教学

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和技术。才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继承和发扬老交大的传统，是要把

西安交大建成一流大学必须走好的第一步。 

①� 张鸿（1909-1968），1933年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1935 年留学日本，1937年回国

任教。西迁后任西安交通大学教务长、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