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后金

洪俊杰

老师是第一身份 上课是第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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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长江学者教授

□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袁芳

学院掌舵人 不离讲台育新苗

“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占
据基础地位。 没有优秀的本科生培养
质量 ， 研究生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就无法保证培养出优秀的
高层次人才 。”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洪俊杰看来， 本科生培养质量
直接影响到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
的高低， 因此无论管理和科研任务有
多么繁重 ， 他都身体力行坚持上讲
台， 近10年来从未间断。

洪俊杰2005年进入对外经贸大学
工作， 2009年破格评为教授， 2010年
被任命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2011
年为执行院长， 2013年1月至今担任院
长， 还荣获了国家第三批 “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首席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中组部首届 “青年拔尖人才”、 教
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等重大奖项。

作为学校王牌学院的掌舵人， 需
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事， 学科建设和行
政工作任务繁重。 但在他的心中， 始
终不忘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 坚持
“教学是教师的首要工作 ， 教师是提
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的理念， 因
此不离讲台。 日常， 他除了处理学院
发展和行政事务外， 就忙于教学， 每

学年都坚持为本科生上两门课， 分别
是 《跨国公司》 和 《供应链管理》， 每
门课平均30个学时左右。 到了晚上和
周末， 他仍难以放松， 在进行个人科
学研究之余还要备课。

他认为， 教学和科研二者可以相
辅相成， 喜欢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科研
成果， 在教学中进行讲解， 让学生在
本科课堂上就接触到当今最前沿的知
识， 学以致用， 开阔思路和眼界， 运
用学到的知识去探讨和分析现实问题，
提升教学质量。

尽管自身专业底蕴深厚，整个课题
体系和框架尽在脑海中，洪俊杰依然一
笔一划地埋头做好每节课的案头准备。
在已有教学提纲的基础上，他结合当前
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热点，及时更新
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方法
不断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
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让
课堂“活水”长流。

“本科是专业基础教育阶段， 注
重基础知识的系统教学。” 为了提高本
科生的学习兴趣， 在上课内容上， 他
注意深入浅出， 授课时既安排基础理
论和方法的教学， 又会结合实践给出
事例 ， 供学生理解消化 。 在形式上 ，
他则通过案例、 问答、 讨论、 操作演
练、 专题演讲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

鼓励学生思考、 提问。
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洪俊

杰提出本科生教学要着眼学生发展 ，
让学生成为主动的学习者， 教师的作
用在于帮助、 指导、 引导学生。 课程
教学过程从以 “教” 为中心向以 “学”
为中心转移， 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课
堂知识， 还要让学生培养主动思考和
学习课外知识的习惯。 他说， 教师上
课不是一味地空讲， 而应注重师生之
间的共同讨论式学习。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
来。 为师之乐， 在于精心栽培的幼苗
成长， 并开花结果。

洪俊杰曾经带过一个成绩不错的
本科生， 看中这名学生是一棵学术上
的好苗子， 得知对方想继续深造， 就
安排其加入自己的科研团队， 提前接
触科研工作 。 他为学生敞开学术研
讨、 论文展示、 科研项目申请和结项
等活动的大门， 并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支持鼓励其参加学术会议， 引导学生
结合自己的兴趣尽早展开研究。

在他的精心培养下， 这名学生在
本科阶段就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 ，
顺利读研， 师从他的门下， 后来又成
功申请到世界一流大学———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 。 如今 ，
这名学生已在知名大学获得教职， 其
不忘师恩， 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
系和合作。

2017年， 他带的博士生孙三百所
撰写的博士论文 《机会不平等、 劳动
力流动及其空间优化》， 成功入选了当
年 “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榜
单， 该奖项全国范围只有10篇论文入
选。 消息传来， 他的激动不亚于学生，
至今说起来话音里都透着自豪和欣慰，
“能够获此殊荣真是非常不易。 看到学
生成功， 比我自己获得荣誉还要开心，
还要满足， 这是一位人民教师最大的
成就感。”

上课时他总是手握粉笔， 文理交
融， 挥洒自如； 学生评价他说 “上过
陈老师的课才对得起大学四年”。 北京
交通大学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中心主
任、 国家级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实验中
心主任、 教育部电工电子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陈后金教授
让学生又爱又怕———爱的是他讲课如
行云流水， 听起来畅快淋漓， 怕的是
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节奏和思路。

1989年， 陈后金以优异的学业成
绩留校任教， 选择这个职业， 是因为
他认为 “教师在传播知识的同时， 可
以充分体现人的社会价值”。 他每年都
教本科生必修课 《信号与系统 》 和
《数字信号处理》 等专业基础课， 课时
远超学校要求。

2008年至2018年3月担任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院长期间， 即使增加了管理
的重担， 他也没有放弃教学。 在他的
心中， 高校教授不管名气多大， 老师
都是第一身份， 教书是第一工作， 上
课是第一责任。

他教的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
包含许多数学和物理概念， 学生普遍
感到难以理解和运用。 为此， 他融入
科研和教研成果， 面向时代发展， 不
断优化课程体系， 更新教学内容， 注
重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知识呈

现的方式， 使之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他
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设计了系
列化的教学案例， 并建设了学院第一
门 “信号与系统” MOOC课程， 帮助
在校学生和校外学习者网上学习， 该
MOOC课程每年约有35000多人选学，
被评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陈后金认为， 工科本科生课程应
更加注重原理和概念， 突出学生分析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 因此，
教学的重点应是 “为什么 、 是什么 、
做什么”， 而不是照本宣科讲题型或计
算技巧。 教师要以自己的学识讲解相
关知识的来龙去脉， 讲解为什么引入
此知识， 其本质内容是什么， 如何去
应用等。

他提出， 在工科教学中， 教师应
文理交融， 运用人文思想去诠释某些
工科理论和现象， 展现事理之间的相
通性， 以此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汲
取知识的精华 （知）， 在探究中领悟知
识的真谛 （识）， 在实践中感受知识的
魅力 （行）， 从而激发学习兴趣， 增强
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应用知识的工程素
质， 造就 “知而有识、 学而善用” 的
优秀人才。

在完成好课堂教学之余， 他还积
极指导学生参与各类学习活动。 游启

麟、 王天奇等本科生2015年组建比赛
团队， 邀请他指导开展大学生创新创
业计划项目。 他不仅组织了指导教师
团队， 还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 便携
式 “盲文电子书” ———“盲文点显器”
最终诞生， 先后获得多项国内外奖项，
并与盲文出版社签约推广应用。

有学生在教学评教系统中这样写
道： “陈后金老师就是我心目中大学
老师的样子， 他对课程理解深刻， 提
纲挈领， 重点突出， 教会我们学习和
思考的方法， 让我受益匪浅。” “老师
是个超经典的人， 我很佩服。 他思维
敏捷， 讲课行云流水， 更重要的他有
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独特理念。” “陈
老师的教学已经超越了教学。 他用渊
博的知识和优秀的人文素养， 启迪了
我们朦胧欲出的思想。 他的教学让我
们深刻领略了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
的精髓， 他的教学在教学思维与信号
变换之间游刃有余， 淋漓尽致， 让人

难忘！”
从教近30年， 他获得了诸多成果

和荣誉： 主持建设了3个国家级实验教
学中心， 主持建设了5门国家级课程，
主编出版了3部国家级规划教材； 获得
了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霍英东
青年教师奖、 北京市教学成果特等奖，
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被评为
铁道部青年科技拔尖人才、 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 全国优秀教师、 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2014年入选首批中
组部 “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

无论走出多远， 陈后金始终不忘
初心， 像最初一样平静淡然。 他这样
看待名誉： “名师之 ‘名’， 其实只是
一个符号和载体， 是众多人的积累和
支撑在自己身上的体现， 我们其实是
一个团队。” 他最大的成就感， 是学生
认可他的教学工作并获益颇多； 他最
喜欢的称谓是 “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