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04 月 15 日

总第 期231
北京林业大学

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促进中心主办

北林教评中心

交流平台

本期导读

交流平台

教师专访

评建周报
主编：张 戎    副主编：谢京平    责任主编：孟玲燕                              电话：62336174    E-mail：jkcjzx@bjfu.edu.cn

• 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总结会召开

• 从新出发 , 向心而行——专访第十四届“青教赛”获奖教师杨哲

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总结会召开

日前，学校召开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总结会。主管教学副校长骆有庆

出席并主持会议。

骆有庆宣读学校表彰决定，对获奖单位和教

师表示祝贺，对始终致力于传帮带的督导、专家、

“青教赛”指导教师们致以诚挚的感谢。他回顾

了 1995 年至今“青教赛”取得的成果，对各部门

和学院对青年教师教学发展作出的努力给予充分

肯定。他指出，学校从比赛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探

索、创新，引导教师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思考、投

入教学研究。通过比赛越来越多的教师爱上了课

堂、提升了教学能力，一大批青年教师成长为知

名学者、教学名师。他希望青年教师再接再厉，

不断淬炼，提高教学水平，为建设扎根中国大地

的世界一流林业大学做出新成绩。

专家评委组组长高孟宁教授从专家视角对本

届比赛做了精彩回顾。他提出，本届比赛教师教

学水平整体较高，但在授课节奏的把控、教学语

言的运用、板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他建议大

家进一步探索先进教学方法和新型教学手段，挖

掘自身潜力，让教学特色更鲜明。

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获得

者、理学院教学副院长刘松分享成长感悟。她说，

比赛让教学经验得以传承，让教师们能力得到锻

炼，思想得到升华，对教学更加热爱和敬畏。本

届比赛一等奖获得者理工组王远、特色组韩莹莹、

文史组张婕代表青年教师做了大会发言。三位教

师分别从备赛历程、心态转变、比赛收获和教学

感悟等方面做了分享，他们表示，比赛让大家收

获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今后会把这些经验应用到

日常教学中，真正做到在三尺讲台“立住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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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出发 ,向心而行

——专访第十四届“青教赛”获奖教师杨哲

“和一群真挚的灵魂，一起发现世界的

真。”——杨哲

“马原课还能这么讲？”杨哲老师教学

演示之后，在场观摩比赛的不少师生发出这

样的评价。这个令人惊奇甚至惊喜的教学片

断，源自本科生都不陌生的思政理论课《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一次参加“青

教赛”的杨哲老师选取了其中一个公认的教

学难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实现”作为

比赛内容。当被问及背后缘由，这位 90 后“青

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并没有什么深意，

稳脚”、“站好脚”。

教评中心负责人从本届“青教赛”特点、发

现的问题、引发的思考三方面对比赛做了总结汇

报。倡议青年教师不断修炼基本功，课前精心准

备、课上用心呈现、课后及时反思，打造受学生

欢迎和期待的课堂。

第十四届“青教赛”专家，一、二等奖获奖

选手及部分优秀指导教师，历届“青教赛”校级

一等奖及以上获奖教师，教评中心、教务处、校

工会等职能部处负责人，各学院（部）主管教学

副院长等近 80 人参加本次会议。

专访杨哲老师

只是这部分内容同学们疑惑多，就想试着讲

清讲好。 

推翻重来

问及备赛过程，杨哲老师说，“这是一

个不断推翻重来的过程”。“入职一年后就

赶上青教赛这样交流学习的好机会，我很高

兴但是也很没底。对于什么是一场好的教学

演示以及如何备赛，都是比较茫然的。然而

回头看，从初赛到决赛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

我的教学演示几乎发生了质变。”从茫然到

质变，杨哲老师首先归功于自己的“后援团”。

早在初赛准备阶段，教研室就组织参赛老师

进行试讲。决赛准备阶段，教研室不仅全程

督促备赛，更是第一时间组织教研室全体教

师帮助杨哲老师磨课、研课。学院领导班子

高度重视，先后组织多次试讲，邀请学校资

深教授、学院教学名师、各教研室主任及相

关学科负责人参与指导，每次研讨都长达

四五小时。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

闯尤其重视，亲自参与赛前指导。直到比赛

前一天，张校长还带领学院领导班子，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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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教师一起备赛，给他们鼓劲，指导至深夜

11 点才结束。“领导、前辈、同事们在备赛

期间对我的教学演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

大到选题、设计，小到板书、音量，虽然让

我几乎脱了一层皮，但也让我完成了蜕变，

让我讲得更有底气。我知道，这是思政课教

师集体的力量和马院大家庭的温暖带给我的

信心。”经过团队悉心指导和个人精心准备，

杨哲老师最终凭借精彩表现获得文史组一等

奖和最佳教案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校

级 “青教赛”一等奖零的突破。

从“新”出发

“作为新进教师，备赛和比赛的过程是

一次新体验，带给我很多新观念和新转变。

事实上，推翻重来的过程也是不断破旧立新

的过程，然而何为新、如何新，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命题。”近年来，党中央对意识形态

工作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十分重视，

教育部先后将 2017 年和 2018 年定为高校思

政课教学质量年和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年。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自 2016 年成立以来，

积极贯彻落实思政课程和思政教师的建设工

作。杨哲老师谈到，自 2017 年入职以来，她

能深刻感受到自己的身份转变和职业成长无

不和国家教育政策、学院整体发展密切相关、

同向同行。尤其是十九大之后，国家在现实

和理论层面都进入了新时代，对思政课教育

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也进入建院

新阶段，展现出新气象，落实到教师个体，

自然要求有新作为和新突破。“我理解的‘新’，

一是课程要反映现实和理论的新变化。二是

教师要有与时俱进的新能力和新教法。面对

日新月异的社会现象和发展形势，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要有解释力和说

服力。理论只有能够回应现实才能够掌握群

众，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能够回应学生

的现实困惑和理论疑难，才能掌握学生、引

导学生。但理论从来不会自己从书本上跳出

来回答问题，我们的课程和课堂要用‘新工

艺’、‘新配方’、‘新包装’，帮助理论

更好地走进现实、走进学生。”

杨哲老师试讲

跨越“距离”

如何帮助理论更好地走进现实、走进学

生，杨哲老师总结为跨越“三个距离”。一

是理论与现实的距离，理论就像“黄昏后起

飞的猫头鹰”，作为对现实的总结与反思，

其出现总是具有滞后性，但真正科学的理论

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往往又会超前于时代。“我

们这门课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于一

个多世纪前，至今还在不断发展。我参赛的

教学片断涉及到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理

论转化为现实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而且这

一实践过程至今还在延续。但是同学们理解

的时候，往往局限于自己有限的认知、经验、

网络信息等，无法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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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岗位上，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心，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信心，是帮助

学生真学、真懂、真用的爱心。所谓使命，

是唤起学生对世界的好奇心，是回应学生对

现实生活的关心，是塑造学生求真求善的初

心。杨哲老师表示，不论是入职以来的工作

经历，还是此次比赛的参赛过程，都让她感

受到，思政课教育不单纯是以理服人，更需

要“走心”，没有教师的红心、信心和爱心

为出发点，没有学生的好奇心、关心、初心

为归宿，任何事实、真理、方法、技能，都

不可能具有穿透力和影响力。从“新”出发，

向心而行，体现的不仅是教师教书育人的职

业操守，更是立德树人的志业追求。

杨哲老师简历

杨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北京林

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017 年 7 月入

职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

室，兼职校团委副书记。承担本科生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参与研究生专

业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读》、《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研究方向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典文本，在

《哲学动态》、《现代哲学》、《教学与研究》

等刊物发表相关文章 10 余篇，出版译著 1 部，

主持或参与各级科研、教改课题 10 余项，获

北京林业大学第 14 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

赛文史组一等奖，最佳教案奖。

识到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者事件背后的规律。

所以我在教学中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补事实补

逻辑，引导学生尽量客观、宏观、纵观地把

握现实，建立科学理论的整体性和逻辑性。”

二是教材与生活的距离。“我们的教材经过

历次专家修订，是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将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表

述的一种方式，它传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和基本精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

也不可能回答同学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的具体问题。在比赛中，我试着根据我和学

生的日常聊天、谈话，提炼出学生在课程知

识点中存在的代表性困惑，用问题凝练专题，

让教学有的放矢，让我的语言面对学生心中

的困惑可以一击即中。”三是教师与学生的

距离。师生代沟是日常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思政课不同于专业课，专业课以传授知

识为主，而思政课是以传递观念为旨，课程

的特殊性使得教师掌握学生特点、贴近学生

实际变得尤其重要。在决赛教学演示中，杨

哲老师除了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功底，

更以“声入人心”的教学技巧和幽默风趣的

教学语言给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杨哲老

师看来，教学技巧的使用应服务于拉近师生

距离，要弥合代沟首先应悦纳代沟、正视代沟，

这也不失为释放学生天性和尊重老师个性的

一种方法。

向心而行

杨哲老师认为，所谓跨越“三个距离”，

不单纯是教学技巧和技能的问题，更是源自

教师的情怀和使命。所谓情怀，在思政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