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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新增 2 北京市教学名师                  ● 我校一基地获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立项   
● 我校土壤学科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 首都高校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我学生获第一名 
督导谈教学 

● “教学设计”之浅谈                          ● 锤炼教学语言 

我校新增 2北京市教学名师

日前，北京市教委下发文件，公布 2010 年北

京市级教学名师奖获奖名单，我校生物学院张志翔

教授和外语学院史宝辉教授名列其中。 

北京市教学名师的评选旨在通过表彰既具有

较高的学术造诣，又能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

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

教授，进而推动教授上讲台，促进高等学校广大教

师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不断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据悉，此次教学名师的评选是在学校推荐、专

家评议、评审委员评审、市教委审核并公示的基础

上最终确立的。自 2003 年设立此奖项以来，我校

共有 10 名教师获得此项殊荣。         （周璐璐）

我校一基地获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立项

日前，北京市教委公布了 2010 年北京高等学

校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立项，北京市八达岭林场

作为我校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名列其中，成为继北

京市植物园之后，第二个获批此项目的基地。  

    2010 年 3 月，北京市教委下发通知，为有效促

进北京高等学校对外开展合作教育，拓展北京高等

学校校外实践教学资源，着力培养大学生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更好地适应国家和首都

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对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的

要求，继续开展 2010 年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的

申报评审工作。 

    教务处在接到通知后，积极组织林学院和北京

市八达岭林场进行申报，精心准备各种材料和汇报

工作，规划专家考察路线。 

    2010 年 5 月市教委组织开展了立项评审工作。

经专家实地考察、会议终评、市教委审核，认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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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位为“2010 年北京高等学校市级校外人才培养

基地”建设单位，北京市八达岭林场名列其中。 

    北京市八达岭林场与我校有长达 50 余年的合

作基础，是我校林学、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园林、

旅游、生物、水土保持等多个专业的教学实习、实

践的重要基地之一，年实习接待能力达 20 万人。

2005 年，我校与北京市八达岭林场正式签署协议，

将北京市八达岭林场作为北京林业大学永久的教

学实习与就业实践基地。 

    北京市八达岭林场是市属四个国有林场之一，

位于北京西北部延庆县境内，距市区 60 公里，处

于万里长城主要关口-居庸关和八达岭之间，是首

都西北交通要道，便于项目的推广及成果示范。 

    林场总面积 2940 公顷，位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

脉交汇地带，平均海拔 780m，年平均降水量 454mm，

年平均气温 10.8℃。植物资源丰富，植物有 549 种

（濒危植物 5 种，北京新发现 3 种，原生树种 63 种），

动物 100 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4 种），昆虫 300

多种。在植被分布上是北京地区森林垂直谱系分布

比较完整和典型的地区之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据悉，市教委对批准立项的校外人才培养基

地，将给予一定的建设项目经费和相应的政策支

持，以提高合作层次，丰富合作内涵，并有力促进

优质实践教学资源的开放与共享。         (冯强)

我校土壤学科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日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学位委员会

公布了 2010 年度增列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的名单，

其中我校二级学科土壤学增列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据悉，此次增列是在学位授予单位申请、专家评议

的基础上，经审核，市教委批准形成的，共有 40

个学位授予单位共计 59 个学科增列为北京市重点

学科。北京市将投入专项经费对北京市重点学科予

以支持，自然科学类二级学科每年支持额度为 20

万元。此次增列的学科与 2008 年批准的为同一批，

建设周期截止到 2012 年。 

   我校土壤学科的起源为北京林学院建院伊始成

立的“土壤教研室”。20 世纪 60 年代，学科的教师

人数一度达到 20 余人。1983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

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森林土壤学硕

士点，1990 年由森林土壤学改为土壤学，1993 年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林科硕士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评估中获得土壤学科第一名。2005 年被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个林业院校的土壤学博士

点，并同时被授予一级学科“农业资源利用”硕士

学位授予点。                  （发展规划处）

首都高校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我学生获第一名

近日，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

在北京工业大学奥运羽毛球馆举行，我校工学院参

赛作品《深井救援机械装置》以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荣获一等奖，并被专家组推荐参加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 

    在本次大赛中，我校共有 4 件作品参赛并获奖。

彭文胜、于永洋、吴建云、蔡靖、王茂设计制作的

《深井救援机械装置》（指导老师：司慧、钱桦）

获一等奖第一名；杜凯冰、吴腾、周志鑫、谢静设

计制作的《小型泥土挖抛灭火车》（指导老师：司



慧、俞国胜）和李翀、王磊、秦瑞鸿、王霄设计制

作的《防火隔离带人力专用锯》（指导老师：司慧、

陈劭）获二等奖；王明轩、李菁设计制作的《多功

能机械臂》（指导老师：司慧）获三等奖；4 件获奖

作品的实物制作部分由金工实习中心关枫、齐峰老

师制作指导。 

    在评审过程中，专家组对我校《深井救援机械

装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装置“创意独特、

设计巧妙、制作精良，是同等功能装置中机械结构

最简单、救援效果最可靠的作品”，并为此打出了

首都 22 所高校 151 组参赛作品中的最高分。该装

置适用于小口径井的井下救人，甚至在被困人员处

于昏迷状态下，只需通过井上操作就可将人捆绑救

出；同时，该装置安全性高、操作简便、效果快捷、

成本低廉，经过适当改装后还可用于下水井救人。 

    据了解，我校16名参赛学生均来自工学院2007

级机械专业。在院领导、指导教师和金工实习中心

老师的支持帮助下，同学们紧扣“珍爱生命，奉献

社会”的大赛主题，充分发挥我校林业行业特色和

优势，利用近一年的时间研制出了 4 件机械装置，

生动展示了我校大学生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创新

思维和团队智慧，也赢得了机械设计制造领域专

家、学者对我校机械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赞誉。 

    据悉，“首都高校第五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是“全国大学生第四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选拔

赛，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工业大学承办，清华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 22 所首都高校参赛，进

入复赛的学生作品共计 151 件。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是经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批准，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办，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全国机械原理教学研究会、全国机械设计教学研究

会联合著名高校共同承办，面向大学生的群众性科

技活动。目的在于引导高等学校在教学中注重培养

大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综合设计能力与协作精

神；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工程实践的训练，

提高学生针对实际需求进行机械创新、设计、制作

的实践工作能力、吸引、鼓励广大学生踊跃参加课

外科技活动，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据悉，该项比赛每两年举办一届，第四届将于

2010 年 10 月在东南大学举行。第四届大赛的主题

仍为“珍爱生命，奉献社会”，内容为“在突发灾

难中，用于救援、破障、逃生、避难的机械产品的

设计与制作”。要求参赛作品必须以机械设计为主，

提倡采用先进理论和先进技术，如机电一体化技术

等。对作品的评价不是以机械结构为单一标准，而

是对作品的功能、结构、工艺制作、性能价格比、

先进性、创新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在实现功

能相同条件下，机械结构越简单越好。  （工学院）

督导谈教学            “教学设计”之浅谈

“教学设计”是对教师提出的更高要求。它是

教师通过研究教学系统和教学过程，制定教学方案

的一种过程和方法，是教学工作中最基本的环节。

根据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任务、教学目标、课程

内容、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和具体情况以及教学条

件和环境，对课堂教学的每一节课设计出教师的教

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并预测在教学过程中可

能引起的“教”与“学”的效果。教师要明确教学



任务，树立目标意识。教学目标是具体化了的教学

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任务。它是课堂教学的出发

点和归宿，具有始动、指向和维持调节功能，可以

有效地防止教师、师生活动偏离既定方向。对于教

学内容一定要依据教学对象——学生的实际情况，

确定好教学的重点、难点和弱点。重点教学的策略

应该是“搞清弄透，突出重点”；难点教学的策略

应该是“化难为易，突破难点”；弱点的教学策略

应该是“防患未然，杜绝弱点”。 

另外，教学设计中还应该认真考虑优化教学方

法的问题。教学方法的辩证观是“教学有法，但无

定法，贵在得法”。诸多教学方法无所谓孰优孰劣。

事实上，并没有一种最好的、万能的、可以使用于

各种教学情境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优化是相对

的，正如某个广告词所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特点、教师专长、教学

条件以及学校业已形成的教学理念来优化选择、创

新教学方法。倘若每一位教师都精心的设计每一节

课，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将不言而喻。 

 (教学督导员 王九丽) 

锤炼教学语言

教学语言是教师在特定场合——课堂中使用

的一种职业语言。既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必须要掌

握的一种教学技能，又是教师需要刻苦修炼的一种

教学艺术。 

实践证明，教学语言是可以通过不断练习，日

臻完善的，只要持之以恒必能得心应手。写文章讲

究“文约而事丰”，教学语言也是如此，讲究简洁、

精炼。“简洁、精炼”的含义是，用尽可能少的语

言，表现尽可能丰富的内容，而没有多余的累赘成

分。语言大师莎士比亚说得好，“简洁是智慧的灵

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 

怎样才能使教学语言简洁、精炼呢？ 

第一，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围绕中心来组织教

学语言。只有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才能一语中的，

少费口舌；相反，若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必然会喧

宾夺主，废话连篇，叫人如坠五里烟云，摸不着头

脑，理不清脉络； 

第二，慎重重复说过的话，克服随意性。教学

语言的重复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必要的重复。目

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记忆，但也要适当，

过犹不及；其二，是不必要的重复。堆砌繁冗，絮

絮叨叨，这是使用教学语言的不良习惯，教师往往

习以为常而不自知。 

第三，要努力剔出教学语言中的“杂质”和

“赘瘤”。教学语言中的“杂质”是指那些对于表

情达意不起作用的音节。如，“嗯、啊、唉、呀”

之类，在语言中频频出现但无任何实际意义。教

学语言中的“赘瘤”，俗称口头语或口头禅，有的

教师每说一句话几乎都带上“对不对”、“是不是”

等毫无意义的话，让人听了不舒服。含有杂质和

赘瘤的教学语言，对于听者来说，是一种精神折

磨，一定要下决心剪除。“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教师要履行好教书和育人的神圣使命，上好

每一堂课，就必须有一个具有像阿拉伯神灯一样

的魔力工具，这个工具不是别的，就是教学语言。

简洁、精炼，是教学语言的本色，罗嗦、絮叨是

教学语言的大敌！       

  (教学督导员 王九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