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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校青年教师教书育人的几点认识 

杨延光，周东翔，樊玮虹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新时期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首先分析了军校青年教师在教 

书育人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分别从价值取向和道德修养，教育理念和综合业务能力，育人为本和教学质 

量等方面探讨了青年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自身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军队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做好教学和人 

才培养、全面提升自身素质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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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oung Teachers in M 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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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talents have become the key of the core competitive force of nations in new era．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by young teachers in military academies．Then， 

from the aspects of value orientation，morality cultivation，educational concept，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bility， 

educating people as the basis，teaching quality and SO on，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young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teaching and educating．We expect that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youn g teachers in military 

academi es to do well in teaching an d educating students，and improve their own qu 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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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既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深厚基础，又是社会迅 

速发展的直接动力。当今世界，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日益 

激烈，其实质是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 

教育竞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 

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和建设 

创新型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

、 青年教师在教书育人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受社会环境、自身素养和学校管理等因素的影响， 

“过强的功利主义、过窄的专业设置、过弱的文化底蕴”成 

为青年教师所受教育的一个主要特点⋯。如今，青年教师 

已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力军，而他们大多毕业后未经专门系 

统的教育教学技能训练即走上讲台，在教书育人方面存在 
一 些令人堪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价值取向发生偏离，重物质，轻道德，精力投入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趋利原则的影响，社会地位与物 

质待遇的强烈反差致使青年教师心理失衡和价值取向改变， 

表现为人生理想趋向实际，个人幸福追求实在，价值标准 

注重实用 ，行为选择偏重实惠。在功利化思潮导向下，急 

功近利、心态浮躁成为普遍现象，有些青年教师没有把主 

要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中，不认真备课，反而热衷从事与教 

学关系不大的工程项 目。另一方面，道德素质常被漠视， 

部分青年教师模糊了职业道德标准，自身缺乏师德修养， 

为人师表意识淡薄，不注意言论的导向性，难以起到表率 

作用。 

2、成就观有失偏颇，重业务，轻人文，敬业精神不足 

由于一些高校只注重教师的业务素质、学历层次和学 

术成果，而忽略其思想素质的提高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加 

之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导致部分青年教师过分看重 

个人利益，存在明显的 “实力本位”和 “重理轻文”思 

想，形成了搞好科研、多发论文就会带来利益和荣誉的成 

就观。此外，成长于应试教育模式下的青年教师丧失了意 

志品格锻炼和人文素质修养的机会，较弱的人文修养使得 

青年教师难以高屋建瓴地从历史、文化、社会的大视野中 

认识教师这一职业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寻找、发现为人师 

表的闪光点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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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书育人理念陈旧，重教书，轻育人，育人意识淡化 

在工作实践中，有的青年教师满足于课堂教学，只顾 

完成教学任务，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不闻不问。只注重 

传授知识，片面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书，没有把育人作 

为应尽的责任。在教书育人上没能真正用心下功夫，与学 

生接触沟通少、关心指导不够，很难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和他们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能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 

行教育引导。 

4、教学经验不足，方法单一，手段片面，授课效果不佳 

青年教师在培训和进修时侧重专业知识的提高，少有 

涉及教育教学成效的探讨和钻研，教学方法缺乏科学性、 

实效性和创新性。在教学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具体 

表现为：对大纲熟悉程度不够，对备课的基本要求和内容 

理解不深，教案或讲义准备不足；对教学内容的深度、广 

度把握不够，对一般、重点和难点问题处理不当，对教材 

内容取舍不妥；课堂教学缺乏艺术感。从而导致了课堂教 

学目的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课堂驾驭能力差 ，学生接受 

程度不佳。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军校青年教师又该从哪些方面 

入手做好教书育人呢?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军校青年教师做好教书育人的对策探讨 

(一)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构建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最重要的是教育的价值 

观，即人们对教育和人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并以此确定教 

育行为的价值取向。教师的价值取向将会对学生产生深远 

的影响，教师的高度将决定学生的高度。青年教师应正确 

认识自身所从事职业的价值，从而对自身进行正确的定位， 

应使自己的境界更高、价值观更无私、思想更具前瞻性， 

而不能使自己的价值取向带有太多的功利性。在教学科研 

中应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学术道德，求真务实的 

工作作风 ，切不可弄虚作假、舍本逐末。教书育人中，除 

了引导学员作为普通人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还应大 

力倡导和培育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 

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将军魂铸入 

学员的心灵深处。 

高校教师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勿庸置疑的， 

教师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思想的启迪者、道德的引路人、 

性情的陶冶者。作为人类灵魂塑造的工程师，教师身上所 

体现的师德和人文精神是 “灵魂”塑造成功与否的关 

键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为人师表，仅有渊博的专 

业知识是不够的，同时需要具有厚实的人文底蕴、良好的 

学术道德和高尚的师德修养，怀有一颗热忱和博爱的心， 

教书育人中方可做到 “诲人不倦”。大爱成就大师，大师育 

就英才。教育家夏丐尊亦认为：“教育如果没有情感，没有 

爱，如同池塘里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成为池塘，没 

有感情，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孔子之所以被尊为 “圣 

人”，在于其 “仁爱”的教育思想，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注 

重因材施教，没有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青年教师应认识到价值取向、师德、热忱、仁爱、学 

识等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树立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有意识地提升自身在价值取向、道德修养、工作 

态度、治学精神、职业操守、处事原则等方面的素养。做 

到严谨笃学 ，淡泊名利，自尊 自律，实现道德、人格的魅 

力化，以深厚的师生情感为纽带，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地影响学生。 

(二)树立创新教育理念。提升综合业务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先后提 

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和 “科技强 

军”等一系列正确论断和战略决策，确立了教育在现代化 

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和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 j。《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中提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 

2010年 7月在北京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 

全面实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以上举措表明党和国家对发展教育和培养创新型、 

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高度重视。青年教师若要担负起教 

育和人才培养的重任和使命，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做起。 

1、树立先进的创新教育理念 

2002年6月召开的全军教学改革工作会议针对院校教 

学改革提 出了转变思想观念，树立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超前教育、开放教育和终身教育等现代教育观念 。今天 

提倡的教育观念是育人为本，即 “先教会做人 ，而后教会 

做事”。因此，青年教师应树立新型的教育观，从 “授业 

型”转变到 “育才型”，明确 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如何教学 

生做人，其次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在教学科研实际 

工作中应践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为军队培养姓军、知 

军、爱军、为军服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 “科技强军” 

战略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 ，以深化教学改革求发 

展，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 

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全面实现军队信息化建设提供 

有力的人才支撑做出应有贡献。 

军队院校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军队服务 ，要树立 “面 

向部队搞科研”，“科研为部队服务”的理念，按照 “理想 

信念坚定，军事素质优良，科技底蕴厚实，创新能力突出， 

身心素质过硬”的要求 ，加强与学员队干部之间的联系和 

沟通，及时把握学员的思想动态和学习情况，在 日常管理 

和教学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把学生培养成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相统一， 

既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又会处理各种矛盾，具有知识 

结构优化、实践经验丰富、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复合型人 

才[6】。同时，加强与军队单位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 

机会，使其熟悉军队装备和信息化建设对专业技能的需求， 

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用。通过教书育人，造就德才兼备、 

指技合一的科技将才或帅才，引领军队信息化建设和创新 

文化建设。 

2、提升自身的综合业务能力 

强军兴国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兴盛靠教育， 

教育发展靠教师。有一流的教师，才有一流的教育，才能 

育就一流的人才。 “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 

教师自身的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是影响教学质量最关键和 

最直接的因素。青年教师需牢记：“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 

己必须拥有一桶水”，因此应增加知识储备、提高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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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改进育人方法，更要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青年教师初步走上工作岗位，往往欠缺授课经 

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须脚踏实地练好基本 

功。首先应加强备课基本功的锻炼，熟悉备课的基本流程： 

1)熟悉大纲，钻研教材，收集素材；2)了解学生基本情 

况；3)制定教学目标；4)构思编写教案，可借鉴优秀教 

案，从中吸取精华；5)课前熟悉教案；6)记录心得体会 

并加以创新、改进。其次是全面提升自身的业务素质，坚 

持 “学、练、研”三位一体的自我培养方案 J。 

“学”包括创造各种学习条件。青年教师需树立自主学 

习、创新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参加教育专题讲座、 

学术研讨会、教育教学培训班等及时交流教学经验。同时 

应积极向老教师学 习，虚心听取建议 ，并经常听课来提高 

课堂教学水平。在学习中做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 

明辨之 ，笃行之”。 

“练”包括练好粉笔字、黑板板书和绘图能力，练好普 

通话和讲台上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备课，熟练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熟练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 

“研”包括教学研究和科研两方面。青年教师需重视教 

学研究 ，准确把握教学大纲，吃透教材，上好第 一门课 ， 

使 自己尽快胜任教书育人的职责。同时，有意识地培养 自 

身的科研创新能力、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管理能力 ，将 

自身锻炼成 “会上课、能科研、懂管理”的复合型、双肩 

挑教师。 

青年教师可积极参与国家精品课程和教育创新团队建 

设，加快 自身的成长。只有勤于学 习、不断汲取新知识和 

新思想，吸收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最新理论和方法 ，积 

极参与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才能在教学中融人自己的科 

研新发现、新体会以及工程实践经验 ，引导学生接触科学 

发展的最前沿领域 ，启发他们学会观察、总结、思考 ，带 

领其从高起点跨人科学研究的大门。 

(三)提高教学质量。注重育人为本 

韩愈在 《师说》中这样定位教师的角色：“师者，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提升精神境界；授业，传 

授知识；解惑，启迪思维；合在一起，就是教学。“教师大 

计，教学为本；教学大计，育人为本”。因此，青年教师应 

首先认识到自身角色的特点 ，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 

采用科学的理念、方法和手段最佳地提升教学对象的综合 

素质和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1、以人为本 ，注重人文 

人文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 

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江泽民同志讲过： 

“国力是综合国力，包括三个因素，即军事实力、经济实 

力、民族凝聚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凝聚力。”不重视人 

文教育，其结果是培养的学生缺乏爱国精神，眼中只有美 

元和英镑，心中没有长城与黄河。从目前的技术移民潮可 

以看出，我们培养的很多优秀人才在为其他国家效力，并 

没有为祖国服务。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文精神就是 

那仗剑的 “人”。人文精神的确立源于人文教育，以尖端科 

技研究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尤为重视人文教育，其人才培 

养更多的是考虑学生 10年、2O年后做什么，而不像专业教 

育那样更多关注学生几年后做什么。纵观世界研究型大学 

都有一种学术自由、兼容并蓄、弘扬个性的学术氛围，它 

是创新人才成长和原创性成果产生的温床，其背后乃是一 

种博大的人文精神 J。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 

智，读诗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缜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 

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 

格。”可见，注重人文教育对培养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创 

新型人才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然而，我国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普遍存在急功近 

利，社会各界也都带有太多功利心在过分地、空洞地倡导 

和强调创新，忽视了素质、人文和道德教育方面的问题。 

大学是一个人思想、人格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教师应注 

意从思想上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传递生存危机和忧患 

意识，使之认识到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性。同时，培养学生 

的吃苦精神，使之明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成功哲 

学，在修身和求知过程中要耐得住寂寞，强迫成习惯，习 

惯成 自然，自然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青年教师可将创 

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使其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质，将 

其植于学生灵魂深处。只有融铸宽容博大的人文精神，才 

能造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才能在无意识中创造 

出人类文明璀璨的瑰宝。 

在教学实践中，青年教师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 

极贯彻 “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强化 自身的育人功能， 

由单纯的教学向教育转变。在教书育人中不仅抓知识技能 

的培养，更应注重人文精神教育，重视其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2、注重教法，改进手段 

如今教学观念 已由 “以教为 主” 向 “以学为主”转 

变，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日益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越发受到重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大部分时 

间是在传授知识和方法，知识若是血肉，方法就是灵魂， 

教学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方法，常言道：“劈 

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若方法不当则事倍功半。新的教 

学观念引发了教学方法的相应变革，出现了诸如 “基于问 

题的学习 (PBL)”、“以感官为中心 (OBL)”和 “案例教 

学法”等研究性教学方法 J，专业课也出现了形式多样的 

教学方法，如 “纲要信息”图示法、“探讨式教学”、“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精讲多练”、“双语教学”、 隋 

景教学”等。因此，青年教师应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提高授课水平和教学质量。 

在教学手段上，青年教师可采用 “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古今结合、中外并用”的策略，发挥各种教学工具的 

优势，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记忆，达到较好的授课效果。 

例如，既可充分利用 “黑板加粉笔”等传统教学手段的优 

点，也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的优势，将电视、幻灯片、录 

音、投影、录像、计算机和网络等信息传输媒体用于教学， 

不但可以增加讲授效率，且 “图、文、声”并茂，形象生 

动，信息丰富。可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加深其对知识的 

理解，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此外，可通过批阅作业， 

或借助电子邮件与学生进行深层次的书面交流，了解其思 

想动态，获取授课效果的反馈意见，并及时调整和改进教 

学。做到心中有爱，沟通无限，方能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 

的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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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中应注重 自主学习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 

是根本。学习知识的过程是通过实践活动感悟的过程，亲 

自实践了的东西才会真正理解，需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教师可在实验课上借助工程实例、演示 

实验、实物演示、教学仿真软件等教学手段，指导学生学 

会使用仪器设备，学会观察、分析和思考实验现象，培养 

其实际动手和熟练运用科研工具的能力，加深其对实验原 

理、方法、过程、现象的感性认知，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 

质，在实践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 

意识。 

3、因材施教 ，育就英才 

玉琢方成器，树修始见材。学生犹如璞玉和小树，需 

雕琢和栽培方可成才。他们怀着梦想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 

光来学求，教师需了解每个学员的基础、特点和专长，根 

据人才培养的类型和目标，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法。应怀感 

恩和虔诚之心培育学生，在教书育人中应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不能误人子弟。青年教师应学会换位思考和角色转 

换，在学习和熟悉授课内容时，需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学 

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疑难点以及认知心理；而在备课和 

教学当中，需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思考采用何种方式可让学 

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所讲授的内容，使学生了解课程的主 

要思想、特点和应用背景，可用于哪些领域，解决什么问 

题，如何学好这门课程?在讲授过程 中可结合工程实例， 

由浅入深，生动形象地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此外，针对某个问题或知识点 ，可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教学实践中，讲解自己的观点，并考虑将他们的一些 

创意纳入到教学中，做到教学相长。 

教书育人中应注重因材施教，对本科生的培养可按年 

级有所侧重： (1)针对大一新学员 ，应引导其树立 目标 ，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2)对大二学员应培养其专业兴趣 

及实验动手能力，打好专业基础；(3)对大三和大四学员 

应培养其科学思维、综合分析、表达能力和初步科研能 

力 。注重培养学生的好 奇心、想象力、观察力和洞察 

力，常言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启发 

学生学会自省和对自身正确定位，在学习中坚持科学发展， 

有所为，有所不为，厚积薄发，夯实创新基础。此外，青 

年教师应积极向学生介绍国内外学术动态、前沿课题和热 

门技术，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的远大抱负，育就厚德博学 

的英才。 

三、结束语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的发展，军队 

实力的强大 ，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关键。正 

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 

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我国广大劳动者整体工程素质和 

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 

争力提升的一个主要因素。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未来 

的栋梁，梁启超早在 《少年中国说》中就已经对华夏青年 

发出了呼吁：“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十年树 

木，百年育人，军校青年教师应牢记党和国家赋予的人才 

培养重任 ，在实际教学科研工作 中奋发 图强，锐意创新 ， 

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 

授课艺术，成长为人格高尚、学识渊博、业务精湛、育人 

有方的优秀教员，积极履行人才培养的光荣使命，为军队 

和国家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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