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访问我校并做学术报告 

2014 年 3月 18 日晚六点三十分，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岂之先生，应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基础教育

学院邀请来我校良乡校区博雅学堂作题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和力》的

学术讲座。我校一二年级的部分本科生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由大学素质教育研

究分会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庞海芍主持。 

 

中华传统文化，乃中国的瑰宝，但渐渐被学生们，尤其是理工类学生所淡忘。

张教授从从文化的起源，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守护精神家园四

个方面向同学介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亲和力。  

张先生提到，在中共政治局十三次学习时，习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

秀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张先生首先从考古方面论证《史

记》记载中华文化的起源的鼻祖是黄帝一说是有道理的。中华文化中有两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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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的重要传承：一是祭祖；一是农业文明。因而，中华文化的历史和传承从未

被中断过。随后，张先生向同学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班固的十家之说，

重点讲述道德经的内涵及影响，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哲学的深邃思

想。再次，张教授以历史为依托，客观的讲述秦皇汉武时期对儒家以及其他流派

的态度和做法，阐述了在历史的行进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的逐步形成。

最后，张先生引用道德经中的“天下大同”思想，倡导和呼吁所有学生们都要守

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提问环节有同学提到，目前人们读书少的问题，张先生倡议：读书要从每

个人开始，尤其要从我们大学生做起，每天坚持读书。最后张先生祝所有同学鹏

程万里，讲座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会后，主持人庞老师作总结发言，同学们纷纷

向张先生索要签名，并与其合影留念。 

 

李凤霞教授与新教师谈“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之道” 

 

2014 年 5月 14 日下午 2:00，由北京理工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和人

事处共同主办的第 67 期新教师岗前培训（之十）在中心教学楼 407 举行，此为

北理工教师发展的第 99期活动。来自我校 13 个学院的 40余名教师参加此次活



 

 
 

动。此次活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李凤霞教

授，主题为“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之道——与新教师谈体会”。教学促进与教师发

展中心常顺英教授主持了此次活动。 

讲座开始之前，李凤霞教授向在座的青年教师问好，并鼓励大家在今后的教

师职业生涯中平衡好教学和科研，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李凤

霞教授将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之道概括为三方面，即“领悟为师之道，开好头”、

“创新教学之道，贯全程”、“精于科研之道，求高端”。 

第一，“领悟为师之道，开好头”。李凤霞教授将教师的定义概括为“为人

师表、诲人不倦、授业解惑、发展创新”。认为教师的为师之道，即成长、成才、

成功之道，是职业道德与思想境界、教育理念与教学能力、科研意识与科研水平

的综合体现。在讲座中多次提到作为教师应多向学生传递正能量，少一些抱怨，

这一点使青年教师深受启发。 

  第二，“创新教学之道，贯全程”。作为教师，首要职责是教学。在信息化

大背景的影响下，教学逐渐由“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等学

校教师在此趋势下应从内容、方法、理念、制度等多方面创新教学。李教授又介

绍了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我校众多教学比赛的品牌活动，希望青

年教师从课程、教材、实验、作业、课外、考试等多方面以精品要求做好课程规

划，重技术讲技巧促进教学相长。 

  第三，“精于科研之道，求高端”。首先，在刚入校的起步阶段应多参与老

教师的课题，甘心做好服务；其次，多关注新动态,引领科研方向发展 ；再次，

着眼科学问题,确定高目标。 

  李凤霞教授以”以德才兼备做为师之道,用科研方法做教学研究,借教学之力

推科研进程,教学科研张弛有度”四句铿锵有力的话作为讲座的结束语。 

随后，在座青年教师就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精力与时间的投入关系、如何把

握最新学科动态等问题与李凤霞教授进行深入探讨，李教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和切身体会与在座教师分享。 

最后，常老师对此次活动作总结并感谢李凤霞教授的精彩演讲。 

 

 



 

 
 

韩宝玲处长谈教师责任与能力 

 

2014 年 5月 16 日下午 2:00，应教学促进与教师发中心邀请，北京理工大学

人事处处长韩宝玲教授与我校各院系和各部门的 50余名教师分享了“教师责任

与能力”，以此与青年教师共勉。此次活动既是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成立以

来举办的第 101期教师发展活动。活动在中心教学楼 407室举行，由我校教学促

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庞海芍主持。 

韩宝玲处长从教师责任、教师能力、以及青年教师是否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挑

战三个方面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述。 

以问题开篇，向在座青年教师提问：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能力？引起与会青

年教师的深思。指出：高校教师的责任,包括教学、科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这

三方面的责任构成了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概括起来高校教师要为师、为学、为

人。同时用前主席胡锦涛的四点希望来激励青年教师：希望广大教师爱岗敬业、

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 

  之后指出：作为高等院校教师，其中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职业道德，包括爱国

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希望青年教师在

深入了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之后，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通过行动计划来指

导自身发展。同时，韩处长以北京理工大学光机电微纳制造学科责任教授曲良体



 

 
 

教授的优秀示例，讲述其“钻学术之未研，启学生之未知”的故事，以及曲教授

自身对于教师责任和能力的体悟，引发青年教师深思。 

  最后，以“我们准备好了吧，学校准备好了吧”为题，向青年教师提出感恩

这一命题，希望青年教师在自身学术科研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心怀感恩，勇敢前

行。同时，韩处长还向青年教师介绍北京理工大学对于青年教师提供的各项扶持

资助的政策，包括：青年教师学术启动计划，青年教师国际化措施等，希望青年

教师在学校的各项政策的扶持下，减少其后顾之忧，在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上有更

多的投入和贡献。 

  并结合众多杰出前辈的鲜活事例，向青年教师呼吁责任与能力在青年教师事

业发展上的重要性，指出：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自己，万物改变，从我开始！ 

 

讲座结束后，韩处长与青年教师进行了交流互动，就青年教师提出的住房补

助，青年公寓等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回答。青年教师们纷纷反映获益颇丰。

来自机械与车辆学院的老师更是动情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学校培养的感恩之情，以

及对于为学、为师，为人的决心！ 

 

 



 

 
 

中心主任庞海芍教授谈大学教师礼仪 

 

    5月 28日，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书记庞海芍老师在

中心教学楼 407教室，为青年教师开展了大学教师礼仪的专题培训。本次讲座旨

在培训我校青年教师的礼仪，增加青年教师的礼仪知识，帮助青年教师塑造在日

常生活、工作中的良好形象。来自信息学院、光电学院、自动化学院、机械与车

辆学院、宇航学院等 16个学院的 36名青年教师参加培训。活动由教育研究院教

授常顺英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分别从礼仪的内涵、教师的形象塑造、师生沟通礼仪三个方面为青

年教师们详细讲解礼仪的重要性。关于礼仪的内涵，庞老师提到，礼仪是依据道

德理性制定出来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合理约束和引导人性，通过律己，达到敬

人，它是内在修养与外在形式的一种综合的体现。礼仪遵从“净”、“敬”、“静”、

“雅”的法则，教师礼仪更强调师生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师德、师表、师言、师行。

关于教师形象塑造方面，庞老师分别从仪容礼仪、仪态礼仪和仪表礼仪三个方面

进行了介绍。在师生沟通礼仪方面，则从教师角色定位、了解学生、关爱学生、

有效沟通等方面，与现场教师交流如何促进师生的沟通。 

  课程中庞老师也引导教师就“如何看待教师的礼仪形象”等问题展开小组讨

论。各位老师积极参与，讨论热烈。有老师提到，作为一名教师，一定要为人师

表，而且应该从外在、内在两方面为学生做出表率。同时大家也就师生交往中遇

到的困惑等问题展开交流。与会老师表示通过此次培训，自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礼”“仪”对教师的重要性，意识到教师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也让自己关注到

很多平时忽视的问题，非常有收获。 

 

庞老师还向大家推荐了《选对色彩穿对衣》《识对形体穿对衣》《现代职场

形象设计》等书籍，为大家的着装提供参考。最后，庞老师以“立德、立身、立

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与大家共勉。 

 



 

 
 

教师发展支持性政策介绍及微课示范研讨顺利举行 

    2014 年 7月 7日，第 67期青年教师岗前培训教师发展支持性政策介绍及微

课示范研讨会在中心教学楼举办。人事处长韩宝玲、国际交流合作处长王庆林、

财务处长任世宏和教务处副处长杨刚应邀出席。来自宇航学院、机电学院、机车

学院、光电学院、信息学院、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物理学院、人文学院、

法学院、外国语学院、设计与艺术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软件学院共 14个学院

的 40余名青年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上午 10点，教师发展支持性政策介绍会在中心教学楼 407室举行，会议由

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庞海芍主持。首先，财务处长任世宏对学校财务管

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进行了解释，并从筹资、核算、绩效评价等财务管理职能，

财务处科室构成以及财务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做了详细介绍。接着，国际交流合作

处长王庆林重点讲解了我校教师出国审批程序，并介绍了外国专家邀请函的办理

以及各科室职能。教务处副处长杨刚对教务处各科室职能进行了介绍，并对青年

教师教学准入以及本科教学评级等与青年教师相关的政策及事务做了详细讲解。

人事处长韩宝玲带来了人事服务手册等资料，并围绕青年教师培养和人才队伍建

设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报告，内容包括目前我校师资队伍的整体情况、人才工程及

相关激励机制、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等。此外，韩处长还从基础培养、骨

干培养和拔尖培养三个阶段对我校的教师培养体系进行了介绍。 



 

 
 

 

    下午 1点，微课示范研讨分为三个小组同时进行。第一组微课示范在中心教

学楼 405 进行，来自宇航学院、计算机学院、信息学院的 10 名青年教师结合自

身专业做了微课展示，教务处副处长杨刚教授和北京市教学名师李凤霞教授分别

给出了精彩点评，肯定了青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表现出的优点，同时指出了老师

们在教学时存在的问题，从微课的选材、教学安排、课件制作以及授课时的肢体

动作等方面均给出了中肯的建议。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常顺英教授主持并总

结了第一组微课示范研讨。 

 

 第二组微课示范在中心教学楼 407进行，来自光电学院、机电学院和机车学

院的 12 名青年教师做了微课展示，国家级教学名师韩伯棠教授和北京市优秀教

师薛庆教授作为点评指导专家，强调了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沟通的重要

性，对课件的制作提出了相关建议，并提醒青年教师要注意肢体语言。教学促进

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庞海芍主持并进行了总结。 



 

 
 

 

 第三组微课示范在中心教学楼 410进行，来自外国语学院、法学院和自动化

学院的 8名教师做了微课展示，人事处长韩宝玲教授和北京市教学名师张红峻教

授从微课教学的选材内容设计、PPT设计、教师的仪表仪态及语言规范等方面给

青年教师提出了建议。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周玲主持并对第三组微课

示范进行了总结。 

  通过本次活动，青年教师不仅更加清楚的了解到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性

政策，有机会与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并解决疑惑；同时，通过名师点评微

课展示，青年教师深入了解了教学中需要积极发挥的优点，以及应该尽力避免的

不当行为，有利于日后的教学工作以及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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