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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时代教育为例，论高校教师的三分执着 
刘可心 

（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710086） 

摘要：新时代提供教育新机遇，着眼于民族复兴的未来，作为高校教师，要更新教育理念，创新课程设计，革新教学内容，这
离不开三分执着。首先，要执着于对个人德行的雕琢，教育要讲政治，做到立德树人；其次，要执着于对教学理念的追溯，教育要
讲科学，做到“懂、透、化”；最后，要执着于对授课实践的创新，教育要讲创新，做到思政和混合式教学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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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时代提供新舞台，新时代体现新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用“九个坚持”对教育改革发展
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进行了深刻总结，作出了立德树人的新阐
释，形成了系统教育的重要论述[1]。在如此发展潮流下，作为一名
高校教师，应当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要不断执着
于三尺讲台，在岗位中融入热爱，将德行雕琢铭记于心；将教书育
人深化于心；将教法创新内化于心。而这一切离不开三分执着。 

一、执着于对个人德行的雕琢 
进入新时代，教育要讲政治。具体表现在教师队伍的德行塑造，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教师不仅仅要重视传道授业解惑，更多
的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听党指挥，服从安排，比如“西迁精神”
的精髓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2]。塑造好个人形象，才能够传递给学
生，做到上行下效，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多研究党史、多学习楷
模，方能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用自己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以自己最好的精神面貌去感染学员。做一名合格的高校
教师，惟有心向党和祖国，方能助力我们克服艰难、跨越险阻；惟
有心系严谨求实，方能助力我们丰富学识、加固能力；惟有心装无
私忘我，方能助力我们调整心态、再创新高。“云山苍苍，江水泱
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教育作为民生之本，是执着的根源，
更是我们奋力前行的不断源泉。因此，这份执着要求我们做到立德
树人，树立正确价值观，方可有资格去承担这份责任。 

二、执着于对教学理念的追溯 
进入新时代，教育要讲科学。教学理念非常重要，课程思政是

新时代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规格的因应[3]。课程思政不仅仅局限于思
想政治教育领域课程，理工类课程中也应处处彰显。思政更多是树
立正确价值观，以传递正能量去激励学生，引导学生掌握良性思考
方式与终生学习的态度。撰写教案、制作课件是备课的重中之重，
看似是小事，但却是上好一堂课和优化一堂课的根本所在，从小事
着手，注重细节，才能成就全局。因此，坚持思政理念，就需要在
备课和优化上下足功夫。 

（一）上好一堂课要做充足准备 
①要博览文献，形成师生知识势能差，不拘束于课本知识，及

时补充当下多学科、多领域的焦点内容，这种不断学习的精神亦会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其具备探索欲望。 

②要因材施教，“点燃一把火”，而非“灌满一桶水”，课堂中
的思政多体现在用追问式、研究型授课方式启发学员，培养其拥有
明辨性思维。 

③要科研教学两手抓。只教不研则浅，只研不教则空，不仅仅
研究本专业领域的学术问题，更要重视教育领域的探索，勇于开拓，
敢于担当。多将自己的课题与授课相连接，让学员明白脚踏实地，
方能步履坚定。 

④要善于启发，“授之以鱼”，更多是“授之以渔”。学会方法
比学会固定问题更为重要。引导学员实现学习的迁移，多方面向上，
培养复合型人才，要使学员“全面发展”，做到“合格+特长”。 

（二）优化一堂课要挖掘多种资源 
电子书包、多媒体在线学堂，电子教具等等，这些都在提醒我

们授课教学要多样化，要善于使用资源、调度资源，注重学科交叉
所带来的收益，在授课时注入逻辑、融入价值、体现本事、彰显能

力。同时，注意规范用语，强调课程设计，授课需做到“懂、透、
化”，因此，高校教师必须懂原理、晓理念、会方法，方可执着于
一堂好课，有资格去担此重任。 

三、执着于对授课实践的创新 
进入新时代，教育要讲创新。“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学内容的

适时革新非常重要。教无定法，重在得法。而得法更多贵在教学方
式、教学手段、教学理念的多角度更新，主要体现在混合式教学、
线上线下的结合开展、思政教育的理工类课程尝试。 

（一）混合式教学极大提升学员学习兴趣。 
线上线下教育都要以学生为本。混合式教学赋予学生自主学习

的空间、更多的探究机遇，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要分层次、有耐
心的引导启发。教学不再一成不变，教师拥有更多的教学组织形式
[4]，学生也拥有更多的精力，利用碎片化时间实现学习。比如通过
雨课堂等媒介，对学员进行模块答疑，发现回访和弹幕功能能够使
其参与感、收获感满满，有助于克服困难，甚至给予其生活上的启
发。 

工科类课程更应当注意混合式学习的使用方式，提前下发给学
员手绘图形，录制公式推导视频，这种自学方式不仅节约上课时间，
还有所侧重，提升效率。此外，线上作业的针对性批改，也可以化
复杂为简明，让学员不再畏惧繁杂的公式推导，反而产生更浓厚的
兴趣，这正是一种学习的正向激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二）思政式教学极高拓宽学员思考模式。 
将思政贯穿于每一章节知识点教学，将思政融入每一模块逻辑

教育中，理工类课程理应始终围绕“思政”二字：一方面体现在课
程框架“温故知新”，在经典理论基础上，延伸先进研究，将实际
应用化作理论支撑，更新课程细节，将实际案例选材纳入课堂，让
学员有收获有目的去学；另一方面体现在课程内容“润物无声”，
将理工知识中所蕴含的人文道理传达给学员，从工科思维中感受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做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因此，高校教师必须常实践，多总结，为教育事业注入活力，方可
有能力去担此重任。 

四、结语 
着眼于教育强国的未来，着眼于民族复兴的未来，作为高校教

师，要永葆爱国主义情怀，胸怀世界发展格局，勇敢抓住机遇，奋
力鼓舞精神，执着于对个人德行的雕琢，执着于对教学理念的追溯，
执着于对授课实践的创新。以此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材，在科学研究
路上不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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