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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发扬学院优良师德师风传统，增强理论学习针对

性、实效性，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组织全体教职工系统学习

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向全国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习近平总书记

的教书育人观》《张桂梅写给青年教师的一封信》等。数学

与统计学院党委根据学习情况，在全院广大教师中开展师德

师风建设大家谈活动，邀请学院广大教师围绕学习主题，结

合工作实际，分期分批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下面将部分教师

学习体会刊出，供全体教职工相互学习。

德法同治 师德如风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副教授 张金玲

在我看来，德法一体，但以德为本，以法为末。德如滔

滔江水，法如垒垒两岸。德如树之根本，法如细枝末叶。无

法江水易于泛滥成灾，无德则枝叶不能繁茂。然而成德者必

自然遵法，无德者有法亦不遵。正如孔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师德如风，学生若在我的课堂，

如沐春风，则自然化育成长，不需大声以色。诗云:“声色

之于以化民，末也。”此种教育的境界，是我的向往。

记得有一学年，刚刚读研归来，可能是见过一些世面了，

深知学之不足，也稍知教后之困，所以稍有一点谦恭之态。

偶然听到几个学生私议:“上张老师的课，如果不认真学习，

就觉得对不起她。”我听了既感动，又心生惭愧。感动学生

的感动，感动谦恭的力量；惭愧自己微薄的付出，惭愧自己

丰厚的收获。

然而，就是此种生命的状态，于我又何尝不是偶然为之？

以前我一直认为，我的授课状态是真诚热情，其实，经常地，

变相责备有之，反复说教有之，简单告之有之，疲于应付有

之……至今我常常在想，春风化雨，不正是一个觉醒的生命

唤醒另一个生命的觉醒！

可是，“唤醒”谈何容易？一个师者的生命的自我觉醒

又何尝不是紧紧依赖于对经常的“简单告之”的不自信，对

经常的“疲于应付”的不满意，对经常的“反复说教”的自

生厌，对经常的“变相责备”的不安心的自我反省？这种“实

践-反思”的往复循环，正是师生共同生命觉醒路上的常态

吧。

所以，“法”是底线，如果你违背它，你必心不能安；

心不安而反思，正是法德的体现吧！这可能正应了老子所言:



“反者道之动。”师者的理想“传道”，可能永远在实践-

反思的路上。

德为魂 法为纲 爱与规则并存

信息与计算科学系副教授 武瑞婵

《论语·为政篇》里曾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

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弟子归》

里也讲：“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因此，在

教育中德为魂，法为纲，法要在德的指导下实践，规则要在

爱的意义下实施。

从小就背诵：“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

直到从教近 20 年的我才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份量，并且

面对“老师”这一称谓越发能体会到曾子所说的“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面对这一神圣使命，我经常

反思，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师者必然是有着浓厚教育情怀的、有着深

厚专业功底的、能够看见和倾听学生的人。同时，教师一定

是与时俱进的，集终身学习和开拓创新为一体；教师也一定

是热爱生活的，融合了爱与规则于一身。

教育是浸润、是感化，不是说教。没有德的法、离开了

爱的规则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能长久，亦无法入



心。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教育的作用就是教化人心。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要能真正看到学生，学会倾听学生的心声。

当真正带着利他之心去为之付出的时候，所说的话就能进到

学生心里。在教学中，我始终认为让学生愿意参与课堂、愿

意付出努力比我教授他们多少知识更重要。

在一次实验课上，同学们都在认真地敲着键盘，而有一

个男生却躲在显示器后面划着手机。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本

能地把手机藏了起来，并且很不自然地朝我笑笑。从他的这

些行为举动中能看出来他是知道课堂规则的，所以我没必要

再用说教的方式告诉他规则，而其它人都在不亦乐乎地完成

自己的创意项目的时候他却没有这么做，说明他所做的项目

没有吸引他，那多半是实验过程遇到了困难。于是，我就轻

声地邀请他说：“我能请你帮个忙吗？”，他本来以为我会

批评他，结果我这么问让他有点懵，本能地点了点头。接下

来我就把他请到教室前面了，他满脸通红，我让同学们停下

手里的事，表示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所有同学的眼睛都

聚焦在了这位同学身上，他的脸更红了。我开口道：“我们

请某某同学走一个模特步，大家来点鼓励！”，全班氛围一

下子高涨，这位同学却羞涩地说：“老师，我不会。”，我

接着道：“那你就像平常一样走路。”，他很配合地走了一

次，全班鼓掌。接着我又说：“非常好，谢谢你的配合。模

特基本都是挺胸抬头，走路一字步，你可以想象一下模特走

路的样子，愿意调整一下再走一次吗？”，他又走了一次，



明显把腰板挺直了些，又一次掌声雷动。接着我又请他说能

不能走出“六亲不认”的感觉来，这次他放开了好多，脸上

有了笑容，走路的样子真的带了那么点味道，班里活跃度更

高了。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于是请他回到了座位上。接着

我向同学们解释了这个活动要说明什么问题。

其实很多学生不爱学习是假相，没有人愿意自甘堕落，

很多时候只是无从下手而已，而老师要做的仅仅是帮助他们

开始就好，所以才会有“师傅领进门”这一说。这个同学之

所以没做是觉得项目太难了，不知道怎么入手，就如同直接

让他走模特步一样。于是就让他从现在会做的开始，能做什

么就做什么，完成之后再看还有哪儿可以再完善一下，脚踏

实地，一步一步上台阶。这个活动就是要让同学们体会到，

要在行动的过程中去完善，而不是等完善了再去行动。行动

时不要好高骛远，一下子就想达到完美，从手边能做的开始

做起就好。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没有去解决他刷手机的问题，

但这一体验却从根本上解决了他的困惑，并且在以后的人生

路上也会让全班同学受益终生。所以，要在问题之外去解决

问题，而跳出问题需要的是爱。爱是规则的灵魂，师者所谓

的“解惑”也不仅仅是解题，要真正去解同学们学习的惑、

生活的惑、生命的惑。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只有站得高，

看得远，才能做得好。从教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不是

我在教学生，而是学生在助我成长。面对一个班级里的几十



个人，我常常跟同学们说，我再聪明也只有一个脑袋，况且

我也不聪明，你们几十个脑袋加起来远远超过我，所以你们

就是我的智囊团。因此，尊重学生，相信学生，感恩学生是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践行的教育理念。只有当我们从心底里认

为学生都了不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了不起。

教育之路任重而道远，教育首先是育己，修己安人，正

己化人，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想，再

难，只要方向是对的，积跬步足以致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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