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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①

———评《大学教学名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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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德发教授著的《大学教学名师研究》一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大学教学名
师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融合了“理论研究”“个案探讨”和“实践运用”三个部分。本课题遵循从实践中来，又及时回

归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一边研究一边实践，一边实践一边研究，让研究和实践紧密相连，随时互动，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成为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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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对于大学而言，大学教师是主体（另一个主体是学生）；对大学教师而言，教学是主体；对

教学而言，课堂教学是主体（当然课外教学也极为重要，尤其对研究生培养来说更是如此）。教学是一

门很深的学问，教得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言，教学的重要性并不比科

学研究逊色（没有好的本科生就不会有好的研究生）。因而，培养更多的教学名师是从学生到社会、从

高校到国家的呼唤和要求。而要想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除了教师自身的职业自觉外，还需要一

个良性的制度去督促和引导，以及他人的经验去借鉴和学习。大学教学名师就是在某一个方面或者某

些方面可以给同行们树立典范的优秀教师，观察、体味和提炼他们的经验，无疑会为研究者自身，以及其

他有志于献身大学教学事业的教师完善自我教育提供积极的参考。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宋德发教授所

著的《大学教学名师研究》一书，近日已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了［１］。此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大学教学名师研究”（ＣＩＡ１００１６３）的最终研究成果，融合了“理论研究”“个案探
讨”和“实践运用”三个部分。本课题遵循从实践中来，又及时回归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一边研究一边实

践，一边实践一边研究，让研究和实践紧密相连，随时互动，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将“大学教学名师”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结合大量真实的个案加以学理层面的探讨，据现有

的资料可知，国外已有少数先例。美国学界是比较重视“大学教师”研究的。ＫｅｎＢａｉｎ著的《如何成为
最好的大学教师》（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对美国不同大学和各个学科近百位卓越教师进行了
长达１５年的观察研究，描绘了各种精彩教学的典范，揭示了卓越的教师对学生会产生怎样持久而积极
的影响。类似的著作还有ＬｅａＬｕｉｓａ著的《杰出大学教师的教育行为模式》（ＵＭＩ，１９７８），也是直接以“优
秀的大学教师”为考察对象，从大量个案身上总结出“优秀大学教师”的各种特征。这两部专著可谓是

“美国版”的“大学教学名师研究”。还有诸多著作以广义上的“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侧重从理论上

推导大学教师“应该怎样”，如《大学教师的技巧：论课堂教学中的方法、信任和回应》（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Ｓｔｅ
ｐｈｅｎ，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２００６）、《大学教师的教学艺术》（Ｖｅｄａｎａｙａｇａｍ，Ｅ．Ｇ．，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Ｐｕｂ．Ｐｖｔ．Ｌｔｄ．，１９８８）、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湖南科技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Ｊ１３２０２）
作者简介：夏慧（１９９３－），女，湖南常宁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为什么很多大学教师不能讲演：如何避免课堂信息传达能力的衰落》（Ｐｅｎｎｅｒ，ＪｏｎＧ．，Ｃ．Ｃ．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８４）、《大学教师和他们的问题》（Ｓｉｎｈａ，Ｂ．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１９８２）和《大学教师的
教前准备》（Ｃｒａｒｙ，ＰａｕｌｅｔｔｅＷ．，ＵＭＩ，１９７０）等。这些论著无一例外地认为：教师的首要职责是课堂教学，
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必须具备高水平的课堂教学能力。与美国学界相比，我国学界对

大学教师本身的研究缺乏重视，尤其是对大学教师的“教学”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目前掌握的资料

中，姚利民著的《大学教师教学论》（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张艳辉著的《课程与教学视野中的大学
教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是为数不多的直接研究大学教学活动的论著；郭丽君著的
《大学教师聘任制》（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文秉模等主编的《大学教师伦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等则探讨大学教师的管理和道德问题；刘利民主编的《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２００６年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２００７年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和《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２００８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客观
地收录了北京市３００位教学名师的教学心得、寄语、名言和先进事迹摘录等资料，但并没有展开任何学
理层面的研究。此外，陈列的论文《论大学教学名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从理论上
概括出了大学教学名师的几个特点。总体而言，宋德发教授将“大学教学名师”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

象，结合大量真实的个案加以学理层面的探讨，撰写出系统的学术专著，并系统地运用于教学实践，尽管

在国外已有少数先例，在国内尚属前沿，这无疑具有极其值得重视的前瞻性和创造性，可以跻身于世界

大学教学研究学术前沿而毫无愧色。

为了深入研究大学教学名师，宋德发教授近年来深入名师课堂现场听课或者观看名师讲课视频，亲

自访谈名师本人以及熟悉名师的人（学生和同事），研读名师的教案、教学心得、专业类著作和教学教育

类著作，以及他人研究名师的相关资料，如访谈、论文、散文、传记等。在此基础上，发掘、整理名师们的

教学事迹、教学经验、教学方法、教学观念（主张、理念），并加以借鉴和推广。作者研究大学教学名师，

特别注重个案、注重经验、注重当下、注重实践。

《大学教学名师研究》全书逻辑缜密，体系周详。导论部分作者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现实观察，

探寻了教学学术的提出背景，界定了教学学术的内涵，张扬了教学学术的意义，为本书写作的背景作了

一个感性和理性并重的交代。第一章到第三章，均为“理论篇”。第一章主要梳理“大学教学名师”的概

念，并对“大学教学名师”的类型作了一个科学细致的划分。第二章提炼和归纳了大学讲课名师（即大

学名嘴）的一些基本特征，这对于有志做大学名嘴的同行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章主要提炼和

归纳了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名师（即大学名导）的三个基本特征。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均为“个案篇”。在

我们看来，就指导具体的教学而言，研究个案比研究理论更具有现实指导性。但世界如此之大，大学教

学名师很多，该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呢？为了让选择更加合情合理，作者预设了四条标准：一是真有水平

的；二是在学生和同行中间有认可度的；三是作者已经非常了解的；四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按

照这四条标准，第四章和第五章，作者以老北大的名师和西南联大的名师作为“过去的”大学教学名师

的代表，根据文字回忆，着重“还原”他们的教学业绩与教育精神，为今日大学教师提供参照。第六章以

哈佛大学最会讲课的教师迈克尔·桑德尔作为国外课堂教学名师的代表，重点探讨他的讲课艺术，以及

对现实的启发。第七章以中国最会讲课的大学老师易中天作为中国课堂教学名师的代表，重点探讨他

的讲课艺术，以及其成功的“秘诀”。第八章选择“全国优秀教师”、湖南科技大学的吴广平教授作为课

堂教学与课外教学兼备的大学教学名师的代表，重点探寻他教书育人的成就、方法和理念。第九章选择

作者的同事、湘潭大学年轻的孙丰国副教授作为“课外教学名师”以及青年老师的代表，重点探寻他的

课外教学艺术，并且借此讨论课外教学的价值与方法。第十章选择湘潭大学张铁夫先生作为培养硕士

研究生的名师，探寻他的研究生培养艺术。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选择湘潭大学周益春先生和四川大学

曹顺庆先生分别作为培养理工科和文科博士生的名师，探寻他们的博士生培养之道。这些个案基本兼

顾了过去的名师和当下的名师、国外的名师和国内的名师、本科教学名师和研究生培养名师、课堂教学

名师和课外教学名师、文科名师和理工科名师、资深名师和青年名师、校内名师和校外名师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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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展现了不同类型的名师的不同风采。

宋德发教授研究大学教学名师，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说是“目的”，是指通过自觉和真诚的研究，

宣传了名师们的业绩，揭示了名师们的特点，提炼了名师们的精神；说是“手段”，是指通过研究名师提

升了作者自我和他人的教学水平。换言之，该书作者研究大学教学名师最有效、最有价值的成果不仅仅

体现为发表了论文，出版了专著，更体现为提升了研究者自身和有机会接触到该研究成果的其他大学老

师的教学水平。在研究本课题前，２００９年宋德发教授就曾荣获“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手”荣
誉称号和“湘潭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已经在教学领域崭露头角。主持本课题研究后，他取

得的重要实践成果又有：１）在研究大学教学名师讲课特点的基础上，作者改革和完善了《外国文学》的
教学理念，出版了专著《做一个受欢迎的外国文学老师———西方文学的口语传承》（中国戏剧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２］，受到外国文学界同行和高等教育界同行的一致好评［３］。２）通过研究名师，作者自身的讲
课水平获得显著提升，主持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故事中的人生———西方古典文学选讲”（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教育部“精彩一课”“文学的功能”（２０１５年９月）、湘潭大学首批“教学示范课”“比较文学”（２０１４
年９月），主讲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比较文学”（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季水河教授主持，共３２讲，宋德发教授
主讲其中１０讲），研究者本人已经成为大学教学名师。３）作者近年来应北京大学、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湖南省图书馆、上海田园高级中学、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等众多高校、企业、中学的邀请，做文学、教育

和励志方面的学术报告数十场。４）作者近年来应湖南省教育厅、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等众多机关、高校和团体的邀请，做“教学学术”

报告或者上示范课数十场。５）部分阶段性成果《文学名师谈教学》［４］《如何走上大学讲台———青年教师
提高讲课能力的途径与方法研究》［５］《大学的痛与梦———宋德发教育随笔》［６］《用整个的心做大学老

师》［７］等系列著作和《西南联大名师教书育人述略》［８］《老北大名师们的教书育人》［９］《如何成为“魅力

四射”的大学老师？》［１０］《如何化解科研与教学的矛盾》［１１］《研究生导师要做的十件事》［１２］《好导师的三

种风格》［１３］《非名牌大学如何培养出名牌博士？》［１４］《西方文学欣赏课教学心得》［１５］《大学教师职业的

本质与精神》［１６］《呼唤“微观教学学”》［１７］《“元典教学”仅仅是理想吗？》［１８］《元典教学的价值与困

境》［１９］《论大学教师的身份危机》［２０］等系列论文以“大学教学名师研究及其对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

升”为题，荣获第十届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全省３１２项获奖成果中，唯一一项完全
独立完成的成果，２０１２年）和湘潭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２０１３年）。彭安湘博士［２１］、何云波教授［２２］先

后在《云梦学刊》《现代大学教育》等学术刊物发表书评，对《如何走上大学讲台———青年教师提高讲课

能力的途径与方法研究》一书作了高度评价。

《大学教学名师研究》一书的第十三到十八章，均为“实践篇”，作者宋德发教授结合自身的教学实

践，系统总结了自己研究大学教学名师所取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教学进步。第十三章主要阐述了作者

研究名师之后所形成的讲授观；第十四章主要介绍了作者研究名师（主要是沈从文）后自己是如何在写

作课教学过程中推行更合理有效的课外教学的；第十五章主要介绍了作者研究名师后自己是如何录制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的；第十六章主要介绍了作者研究名师后自己是如何申报教育部“精彩一课”的；

第十七章主要介绍了作者研究名师后自己是如何为同行们上公开示范课的；第十八章主要介绍了作者

研究名师后自己是如何通过公开演讲来推广自己的研究心得的。

总之，《大学教学名师研究》一书的作者宋德发教授研究大学教学名师，学习大学教学名师，不仅在

大学教学名师理论研究、经验总结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将大学教学名师的成功经验直接运用于

自己的教学实践，立竿见影，在大学教学实践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充满魅力的

大学教学名师，成为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大学教学名师研究》一书就是他教学研

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可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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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蒋露．一个受欢迎的外国文学老师———读宋德发博士著《西方文学的口语传承》［Ｃ］／／吴广平．文学教育新视野．成

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３０－４３１．
［４］宋德发．文学名师谈教学［Ｍ］．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宋德发．如何走上大学讲台———青年教师提高讲课能力的途径与方法研究［Ｍ］．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宋德发．大学的痛与梦［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７］宋德发．用整个的心做大学老师［Ｍ］．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８］宋德发，仇晓．西南联大名师教书育人述略［Ｊ］．山东高等教育，２０１５（１２）：７２－７８．
［９］宋德发，李奕．老北大名师们的教书育人———以《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为考察中心［Ｊ］．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４（２）：
３０－３５．

［１０］宋德发，谭娟．如何成为“魅力四射”的大学老师？———“三喜牌教授”吴广平访谈录［Ｊ］．当代教育论坛，２０１３（４）：
５６－６１．

［１１］宋德发，任钰琳．如何化解科研与教学的矛盾———从易中天的科研转型谈起［Ｊ］．云梦学刊，２０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９．
［１２］宋德发．研究生导师要做的十件事———以张铁夫先生的研究生培养方式为例［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０８（１１）：１３

－１６．
［１３］宋德发．好导师的三种风格［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４（１１）：１５－１８．
［１４］宋德发．非名牌大学如何培养出名牌博士？———周益春教授的博士生培养之道［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２（８）：５

－９．
［１５］宋德发．西方文学欣赏课教学心得———申报“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背后的故事［Ｊ］．郑州师范教育，２０１４（６）：４５

－４９．
［１６］王浪，宋德发．大学教师职业的本质与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Ｊ］．职教通讯，２０１４（１６）：５

－８．
［１７］宋德发，张瑞瑶．呼唤“微观教学学”［Ｊ］．教育与教学研究，２０１１（７）：１７－１９．
［１８］宋德发．“元典教学”仅仅是理想吗？———从《中外打通，培养高素质学生》一文谈起［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０（１１）：

４８－４９．
［１９］宋德发．元典教学的价值与困境［Ｊ］．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０（２）：３５－３８．
［２０］宋德发，李林静．论大学教师的身份危机［Ｊ］．理工高教研究，２００８（６）：５０－５３．
［２１］彭安湘．“讲坛春暖杏花香”：一部“讲授学”力作———评宋德发著《如何走上大学讲台》［Ｊ］．云梦学刊，２０１４（４）：１５６

－１５７．
［２２］何云波，庄美兰．大学老师，你为什么还不下岗？———读宋德发著《如何走上大学讲台》［Ｊ］．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５

（１）：２７－２９．

（责任校对　莫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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