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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中心举办“做一个受欢迎的教师”午餐研讨会 

黄上恒教授：做一个受欢迎的老师 

——爱职业、爱专业、爱课程、爱学生 

    

中心举办“做一个受欢迎的教师”午餐研讨会 

“做一个受欢迎的教师”是每一名教师的梦想。2014 年 12 月 24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以此

为题举办了一次午餐研讨会，由校教学督导专家组工二组组长、航空航天学院黄上恒教授做主题

发言。来自全校各学院的 50 余名中、青年教师参加活动，中心专家组王汝文教授主持。 

 

 

 

 

 

 

 

 

 

 

教育是爱的事业。围绕“爱职业、爱专业、爱课程、爱学生”的主题，黄上恒老师从“以前

辈教师为楷模、知识的积累和存储、课堂教学的精心准备、使自己具有与学生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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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几个方面，生动地讲述了自己从教以来如何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最后就爱因斯坦《论教育》中提到的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上成为一种艺术家”、“如果

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等论点，谈了自己的认识。

随后，参会教师围绕教育教学本质和教师如何更好地成长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做一个受欢迎的老师 

——爱职业 爱专业 爱课程 爱学生 

航天航空学院  黄上恒 教 授 
 

一、“好（hào）为人师”是不错的选择 

孟夫子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从此“好为人师”就成了很难翻案的贬义成语。事实上，本

身就是大教育家的孟子，这里的“师”当然不是指职业，而是一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心

态，如果把“好为人师”理解为“喜爱教师这个职业，从而决心当一名受欢迎的老师”的话，“好

为人师”应该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教师不是教材的“复读机”，黑板不是课本的“复印机” ，

教师是魅力十足极具个性的职业，他在课堂上时时能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念进行创造性活动。 

 二、“好（hǎo）为人师辛勤而有趣 

楷模在前，有本可依。至今仍然感谢母校为我们 1977 级的学生安排了最优秀的教师上课。一

边是远离课堂多年而渴望知识的学生，一边是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成为“工人阶级一

部分”的老师，可以想象那时的校园炽热情景。老师们或儒雅风趣，或冷静严谨，或激情四射，

无论是幽默的语言，渊博的知识储备，独具匠心的黑板布局都有意无意成了日后我当教师的“模

板”。 

准备充分，享受上课。常听学生说：“听某某老师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其实教师上好了

一节课，完成了自己预想的方案，让学生真正学懂了，对教师而言何尝不是一种享受。要想享受

这种快乐，以下的准备是必须的：学科背景知识（远超出本门课程的范畴）和人文知识（往往取

决于自己的兴趣）的积累；本门课程的基本脉络和各章节的重点难点的掌握；课前的精神准备﹑

语言构思﹑教案温习及板面设计等。准备充分的明显表现为自信，有了自信心，就敢于与学生交

流，就能化解“突发事件”和“10 分钟尴尬”（指未到下课时间无内容可讲的窘境）。 

三、课堂气氛融洽宽松 

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应只做口诀来背。有了“把学生教懂教会”的

强烈愿望，就会随时注意学生的反应适时调整进度进程，自然形成一种互动气氛，而不必详究其

是否遵从或违反了《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何项原则。刻意“设计”的互动往往适得其反。

对于青年人“可原谅的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历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必苛求学生

在一节课上就能掌握精髓，给学生有充分“反刍”的时间与空间。 

很难想象缺乏学生主体的课怎么上？空对着摄像镜头，没有了语言交流，没有了目光交流（哪

怕是困惑不解的目光），我只能败下阵来。据称不久的将来 MOOC 风潮就要袭来，但我相信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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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里，课堂教学形式会永久存在，“主导”和“主体”的讨论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四、科学巨人的教育观 

爱因斯坦在他的《论教育》的演讲提到：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

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Education is what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in 

school ) 

我的浅薄理解为，教育是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引发自然人固有或潜在的素质（在西方这个

理念尤为推崇）。终身教育的理念和专业界限日渐模糊的状况要求毕业生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科

学的思维方式和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判断能力。尽管他忘掉了某些课程的结果，但课程的学习过程，

优秀教师的人格魅力以及校园的文化氛围他永远不会忘记，并从中获益终身。 

诸位同行肯定有更为全面或深刻的诠释，恳请为我答疑解惑。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