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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意义更为重大，全

党全国拧着一股绳，所有的分力往一处使，发挥着合

力才能如愿以偿。而高校老师就是合力中的一个分力，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怎么发挥，使这个分力达

到最大值，关键还得看大学老师本身所具备的各种素

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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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教师要“勿忘党的苦难辉煌”把教书当作

自己崇高的事业

（一）高校老师在教学或平时工作中要弘扬建党精神

建党是经历了曲曲折折才成功的，那种不畏艰难险

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非常值得新时代高校老

师去学习，去感受。对于现在的大学生，能吃苦的学生

特别少，有的大学生从小就被父母宠爱；全家人的少爷

公主，从没干过重活，甚至有的在家里都从来没有帮爸

爸妈妈饭后洗过碗筷。在初中小学还有爸妈的监督和受

到学校班主任的管理；在高中为考上大学，学习强度特

大，加上大部分是寄宿生，都会受到学校的严格管理。

但是上了大学，不在爸妈身边，更多靠的是学生的自律，

事与愿违的是大学生自律的比例相比较少。这种情况下，

高校老师更有必要在教学中去弘扬建党百折不挠的精神
[1]。让大学生感受到建党的不容易，感受党为了解救国家

达到忘我的境界，为国家可以奉献一切，甚至是宝贵的

生命。大学生无形中在课堂中吸收，会给他们心灵深处

产生一种触动感，就自然会用心学习，用学到的知识回

馈给社会，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实质性的力量，也是为自

己人生价值的体现。

（二）大学老师要不忘初心把教书当作自己一生的

事业

高校教师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传承人才，承担重大

使命。国家没有人才就难以发展，难以大踏步向前进，

国家发展不好，就难以给老百姓更好的褔利。一切都要

靠发展说了算，没有发展就没有一切。高校教师深知自

己身上沉重的担子，要把教书当作自己一生最崇高的事

业，不忘当初做大学教师的初心，造就更多的优秀学子

为社会为世界做实事。只有这样，大学教师才能发挥培

养人才的作用，出发点阳光，胸怀天下，大爱无疆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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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自觉规划；要明白此刻之所以能顺利当上大学

教师，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更应要感谢国家的栽培，

没有国家的培养，不可能站在三尺讲台给这么多大学生

上课。因此，高校教师应倾尽一生去培养更多出色的弟

子，真正做到“挑李满天下”，这样就为自己一生的教学

生涯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功德圆满 [2]。反之，如果

把做大学教师只看成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在本职岗位上得

过且过地混日子，学生有问题要帮忙解答时，却不给予去

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不能为学生排忧解难，这样就有愧于

国家对自己辛苦的培养，更有愧于人民教师的头衔。

二、新时代高校教师应敢于担当、埋头苦干撑握专

业知识

（一）高校教师面对困难要敢于担当

新时代高校大学教师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都要敢

于面对，敢于担当，而不是遇到问题就逃避。现在的青年

教师通常都会遇到一些困惑，尤其是刚毕业来高校当教师

的新老师，人生地不熟没有人指引，加上自己教学上又没

有什么经验，能力又一般，为人处事也比较欠缺，甚至会

引起一些笑话，受到嘲笑有些教师内心就会非常难过，自

我调节的能力又不足。作为高校新教师，就应该对这些困

难早就要有心理准备，要坚持反向思维，要知道这些小挫

折就是一种正常现象，更要把小困难当作一种人生历练。

深知只有遇到挫折，才能使自己尽快成长，这本来就是一

件好事，所以对待困难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表面看起来是

不太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而能收到意外之喜。作为

大学教师，面对突来的困难，要敢于面对，主动去承担，

要及时去分析困难，沉着冷静去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这

样才能使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成长越来越快。相反，遇

到挫折不去想法子去解决，一顾地抱怨，最终更会导致自

己身上苦恼越多，闷闷不乐，影响工作效率。

（二）大学教师要埋头苦干撑握扎实的专业知识

高校教师要明白身上的担子很重，要想成为一名优

秀的高校大学教师，撑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是必须的。埋

头苦干撑握知识，过硬的专业知识无形中会提升自己的

自信，文化修养也无形中慢慢提高，与同行交流专业知

识的时候能对答如流，这样既然在同行面前展现自己厚

实的专业学识，又能在交流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相

互成长，共同进步。特别是同行的教师专业都扎实，相

互交流相互学习，更能从高手中学到不同的知识，进而

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厚度。甚至对于志同道合的教师，

可以一起组建精英团队 [3]。一起搞科研，分工协作，效

率会急剧提高，更重要的是科研氛围的浓厚，更能出重

大科研成果，解决一些重大难点课题，相互成就是团队

成员共同努力最好的结果。此外，高校教师拥有过硬的

专业知识，给学生讲解更能自如，层层剖析，学生也能

从优秀的教师身上学生扎实的知识，对教师来说，知识

能传承给学生是一件莫大的幸事。

三、新时代大学教师要学习并善于运用现代教学技

术活跃课堂

（一）大学老师要主动学习现代教学技术

科学持术更新叠代之快，大学教师除了撑握深厚的

学识外，撑握一些现代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跟上时

代的发展，坚持终身型学习的理念，才能在风云变化中不

被时代淘汰。学习现代教学技术，并运用到教学中，会深

受学生的喜爱，只要学生感兴趣，大学教师传授的知识会

更容易听进去，更容易高效地吸收知识，时间一久，学习

的知识基础就会学得更加牢固。只有传统教学和现代教学

相互交叉运用，教学效果会大大提升，因为现在的大学生

见识多广。单一的传统教学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就显得

非常枯燥，对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而高校教师不主

动学习现代教学技术，在给大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定会

遇到教学困境，其教学效果就难以体现出来。高校教师学

习现代教学技术对于其自身的发展是百利无害。

（二）高校老师要善于活跃课堂氛围

高校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善于搞好课堂氛围。授

课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知识的传授效率，要想达到如此

效果，大学教师在课前就应该深入研究大学生这群特殊

的授课群体，主动了解学生更喜欢什么样的授课方式，

甚至不同专业的学生对教师的授课方式也有一定差异；

鉴于此类情况，对于教师来讲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但为了把课上好，再大的问题都得去克服。高校教师只

有做到专，不同专业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学习优秀

教师的讲课方式，可以多去听课学习别人的经验，也可

以通过网络看名师怎样去授课，听多了看多了，自然就

会从中领悟其中的奥妙，并结合自身的教学特点，运用

到课堂中去，活跃了氛围，自然深得学生的喜爱，自然

而然肯定会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结语

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新时代高校教师要勇挑

时代的重担，兢兢业业、胸怀天下、胸怀大志，刻苦钻

研撑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学习现代教学技术，弘扬建党

精神，把为中华民族培养更多的新时代有为人才当作自

己一生的事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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