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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研究生助教培训班 

9月26日下午，西安交通大学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助教培训班在中一楼2124

教室开班。培训班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与教务处、研究生院联合举办，来自数学与统计学院、

电信学院的 46名新聘研究生助教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鲍崇高副主任主持。鲍副主任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参训学生

要充分认清研究生助教工作和参加此次培训的意义，有体会、有心得地开展工作，达到架起

师生桥梁和提高自身能力的目的。研究生院李秀兵副院长在讲话中明确了学校对于研究生助

教管理和评价的要求。教务处周光辉副处长从定好位、增强责任心、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统

筹各项任务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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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李继成副院长和电信学院高贞贞老师结合实践经历和切身体会，从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和提升个人能力素质两个方面阐述了助教工作的价值，通过对助教岗位职责和优

势、教师教学过程和能力的深入分析，介绍了成为一名优秀助教所应具备的条件。尤其是李

继成老师对大家“热爱教育教学、享受助教过程、启迪学生思维、收获理想人生”的寄语，

使参训学员们深受鼓舞。讲座后，两个学院分别组织了讨论交流，结合实际对学员给出了具

体的工作指导，并回答了学员的提问。 

通过此次培训，各位研究生助教纷纷表示收获很大，相信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成为主

讲教师的助手和学生的朋友，圆满完成教学辅导工作，为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做出应有贡

献。 

助教工作与人才培养 

数学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李继成 

我做过研究生助教，对助教工作是深有体会的。特别是在目前科研工作普遍受到更多重

视的大环境下，大家应当看到：做助教，做教育教学工作，也是有其长处的，是会让人收获

一份喜悦，使人得到满足的。 

一、充分认识助教岗位 

首先要明确：研究生助教是指研究生参与讲授大学本科专业课程的部分章节或组织学生

讨论，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给大学生上辅导课、习题课、答疑、批改作业、指导本科生毕

业设计等教学过程。研究生助教制度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许多高校都有相

应制度，是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办学效益的重要措施。这项制

度绝不是教师或者学校对学生的“剥削”。 

其次要认识：助教岗位是教师岗位。“助教”就是在“教师”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教师

的品格、人格、职责、行为举止同样适用于助教。助教身份是教师身份，也就是说，助教不

是一种学生身份。助教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桥梁，助教是教学工作的后继者。大家所完

成的辅导答疑、批改作业等都是主讲教师教学的延伸。助教工作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部分，

要充分认识助教工作的重要性，她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而且也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 。

 
二、助教工作的优势 

一是有利于培养教学、科研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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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利于激发学术研究兴趣。大家在做助教时，会经常和本科生打交道。有的学生的

思维是非常活跃的，或许他提出的某一个问题就会激起你思考某一个学术问题的火花。 

三是有利于锻炼交流、沟通能力。大家可能和同学、亲戚、朋友的交流是充分的，上

QQ 聊天、打字是很娴熟的，但是当你在学生面前去讲课，去解释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要

在短时间内用最精炼的语言给对方讲清楚其实是不容易的。通过做助教，大家在沟通交流能

力提升方面肯定能有所收获。 

四是有利于拓宽知识面。做助教会面对很多学生，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想法，做助教其实

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对曾经学过的知识再次温习一遍，对于过去没有搞明白的问题有

机会把它们弄清楚，从而达到由助教到助学的目的。 

总之，助教工作将使你收获：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升，心理素质和沟通技巧的提高，

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人格养成，学生的崇拜和学生的热爱。老师在讲台上体现出的教风、

教态，甚至深层次的对于教育教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学生对你的评价。如

果你对学生倾心付出、热心教育，当你走在校园里好多学生会对你打招呼；许多年后你教过

的学生依然记得你，这说明了他们对老师的认可。所以说做助教，用心去做，快乐无比！只

要你用心了，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三、助教岗位的职责 

一是课前指导，随堂听课。助教必须认真听课，如果不认真听讲，把主讲教师在课堂上

讲过的例子再讲一遍，或者是对于同一个问题讲法不一样，就犯了大忌。认不认真地准备，

学生是有感觉的。随堂听课不要求每一次课都去听，但至少要掌握主讲教师的教学进度。 

二是批改作业，反馈信息。我们数学学院要求助教每个星期对主讲教师反馈一个信息表，

力求反映出作业完成的总体情况，对于普遍问题，主讲教师就会考虑在课堂上集中讲解；对

于个别问题，就应该由助教负责单独解答。这个过程体现出助教在教学过程中查缺补漏的作

用。 

三是课外答疑，批改试卷。助教工作就是教学工作的延伸，就体现在这里。 

四、教师教学能力 

教学能力是指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完成教学任务所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是

从事教学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教学之基石。 

做好助教，必须有较为厚实的基础知识作保证，当学生向你提出问题，应该尽量当场作

答。万一碰到自己不会的题目时，要明确告诉学生你不会，下来以后再好好考虑，千万不要

搪塞，更不要用“这不是重点”、“这道题不会考”来回答，以免误导学生。 

目前大学教育教学中对“教学”的研究很少，对教学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课堂教学的

研究远不及中、小学重视和深入。教师的整体教学质量是我校教学质量的关键，所以说助教

工作完成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我们交大的人才培养质量。这一点，可以用“教学能力+教

学质量=人才质量”来概括。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都少不了助教环节，都要靠助教的工作来

体现和保证，所以说，大家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五、教师教学过程 

作为一种职业，对教师的要求要比歌星、演员等等，要高很多。演员的职业内涵是什么？

所要表演的剧本都由编剧、导演写好了，你只要上去表演出来就好了。教师的工作则不一样，

你需要把教材的内容，用语言和其他要素组织成课堂演讲的内容，这个是不容易的，而你在

讲课时候的某一个眼神、某一个肢体语言，对学生都是有影响的，也是有启发的。所以，教

师是集合演员和编剧于一身的，是一个高难度、高要求的职业，利用做助教的机会好好实践，

将来肯定有很大的收获。 

一个教师的教学过程不外乎课前、课堂和课后。 

课前包括知识储备，内容处理，教案的编写——有播种才有收获。你只有做了大量的、

精心的准备，你才有可能上好一堂课。 

在知识储备上，教师应具有深入系统的本学科专业知识，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包括同类

教材以及相关教学内容的简单发展历史）。在内容处理与教案编写上大家应该认识到，教材

是为教师教学提供的基本素材，并不是讲稿，如何将教材内容“演化”成教学“剧本”是课

堂教学前所必须进行的“深加工”，是基于认知规律、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对教材内容的“再设计、再创作”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关键是要把书上的定

义、例题等所要表达的内涵转化成自己的语言，再选用最容易由学生接受的方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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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总之，课前准备要深钻细究，切忌临阵磨枪、一知半解，就像上战场一样，把各种

准备做好，对各种可能出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引申一点我的感受：教学更是科学、神圣的，是可以带给教师享受的。我上《高等数学》

大面积课已经二十年了，一直到现在，只要第二天有课，前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我还是要再把

内容看一遍，早上到教室的路上，还要把上课的内容在心中进行默演。当你准备得十分充分，

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挥洒自如的时候，真的会得到一种享受，大家有机会上习题课时，可

以尝试着去感受一下。学生对你的认识，对讲课内容的认知，是不掺杂任何社会因素的，是

发自内心的。 

课堂重在教学方法、师生互动、课堂驾驭——有兴趣才有学习。只有良好的知识储备，

未必能完全胜任教学工作。课堂教学还涉及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师生互动和课堂驾驭，

这就要求一定要对助教工作感兴趣，要投入精力，否则你就不可能胜任助教工作，更谈不上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改革研究、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手段使用、教学互动效应均应落

实在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培养人才最主要的一个环节，是教学工作的主战场，是教学方法

与教学艺术的集中展现，是体现教学能力的一种主要方式。作为一个教师，你的科学素养、

教学能力、表达能力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由课堂教学环节反映出来。 

课堂教学方法富有创造性、科学性、艺术性、技术性和个性色彩。讲课时，教师要通过

从容、娴熟的课堂驾驭能力，尽全力使学生全神贯注。其中包括的要素和要求有：清晰的字

迹、整齐的板书、优美的教学姿态、到位的身体语言、有张有弛的表情、抑扬顿挫的声音、

教与学的师生互动、声与影的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的开头结尾、随机应变的旁征博引。试想，

如果你的上课能达到这种境界，对学生和你本人来讲，都是一种享受，他们肯定会期待你下

一次的讲课。前一阶段在做《高等数学》精品资源共享课，我反复看自己的上课录像，发现

站姿、手势等随意性比较大，这学期以来我进行了一些纠正，效果还不错。对照这些标准，

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不断努力。总之，上课要：胸有成竹，挥洒自如，

精力充沛，质疑问难，启发诱导；忌：穷于应付，拖泥带水，无精打采，平铺直叙，照本宣

科。 

课后包括答疑辅导和批改作业，是教学过程的延伸。一个老师一定要对学生说出爱，要

热心，就如刚才提到的，千万不要搪塞。一定要热爱助教岗位，有热爱才有育人。 

部分教师并不认为课后的答疑辅导，批改作业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甚至认为这是教

学过程的简单终止，但恰恰相反，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是课堂教学反思、寻找问题、总结课

堂教学得失的关键环节。这也体现出我们助教工作的重要性。只有经常反思，不断总结教学

经验，才能做到课程“常讲常新”。总之，每节课后要反思，答疑辅导要反思，批改作业要

反思，考试过后要反思，课程结束要反思，读书听课要反思。 

六、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教师学术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可动态

地充实、丰富教学内容，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创造性经历和亲身感受对于引导和激发学生的

创新精神具有熏陶和示范作用，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学术的角度实践自己的科学研究

成果，也可以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也是支撑自身科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科研提升教学质量，教学实践科研成果。 

我们为什么要做科研？肯定是要对社会做贡献，推动某项事业向前发展。把科研成果应

用到课堂教学中，就是一种实践，好比一个新式装备和战法投入到战场，要知道将军最担心

的就是一辈子无仗可打。作为我们学生，也一定希望把所学知识运用起来，得到学生的肯定

和社会的承认，那么课堂教学就是最好的途径。 

欧拉说：“一个科学家如果只是做出了给科学宝库增加财富的发现，而不能坦率地阐述

那些引导他做出发现的思想，那么他就没有给科学做出足够的工作。”我想问大家：社会上

能有哪种工作能比教会别人去思考，教会别人去学习，教会别人去生活，从而达到培养学生

的人格养成让人觉得欣慰，觉得满足，觉得有成就感？ 

最后，希望大家热爱教育教学，享受助教过程，启迪学生思维，那么你一定能够收获理

想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