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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
一标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教师是第一身份、上好课是第一要务、关爱学生
是第一职责的理念，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引领和日常教育管理，保障教师合法权
益，营造尊师重教氛围，努力培养具备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以及仁爱之心
的“四有”好教师。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潜心育人四十载 躬耕教坛铭初心
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选择

了四位从教40年左右的资深老师分享他们
的故事，他们不仅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取得了
卓越成就，更在道德修养和人生观塑造上对
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以坚定的教
育信念、勤勉的教学实践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生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真谛。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晓萍：
立德树人身教重于言教

今年，是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
晓萍走上教书育人道路的第40年。谈及自
己的职业生涯，姜晓萍说：“这40年里，我最
自豪的莫过于看着一代代学生成长起来，成
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一生最浪漫的事就
是在学术薪火的传递中慢慢变老！以知识
传授为主的教书仅仅是职业，而以立德树人
为目标的育人才是事业。”

姜晓萍在教育教学中一直秉承“立德树
人”的宗旨、坚持以价值引领为导向，以知识
传授为基本、以能力提升为关键。她特别重
视开展课程思政，强调知行合一，道术并
重。她认为，公共管理的学生既要学习公共
管理专业理论的“知”，又要训练公共管理专
业实践的“行”；既要领悟体现公共管理专业
规律的“道”，也要擅长治国理政的“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奇心是学习和
探究的动力之源。”姜晓萍说，教师在教学中
要不断引导学生发现兴趣、启迪思问，激发学
生对学问的不懈追寻，体验思问的魅力。老
师的责任“不仅教学生学会，更重要的是教学
生会学”。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如何思维、如何
创新、如何学习，都是点燃火焰的必然途径。

化学学院教授陈华：
与时俱进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

走进四川大学第一理科楼，严谨的学术
氛围扑面而来，陈华教授的办公室就坐落在
第一理科楼中一处安静的小院中。作为一
名有着40年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并多次获
得优秀教师荣誉的教育工作者，陈华始终坚
信，育人是教师最根本的任务，教学则是教
师育人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在教学方面，陈华教授一直秉持着与时
俱进的态度。2007年，他提议为本科生开
设“有机金属化学与催化”课程，并一直担任
该课程的主讲教师，由于这门学科在国内正
处于起步阶段，早期并没有适用教材，他就
和研究室的几位教师一起编写了教材，为学
科教学的全面发展和系统性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在陈华教授看来，化学实验是化学教学
中的核心环节。他认为，“化学学院鼓励本
科生提前进入实验室进行科研，培养科研素
养和创新能力。一些优秀的本科生毕业时，
甚至可以达到与研究生相当的水平。”通过
科学实验，学生能够将知识进行综合运用，
有时甚至会遇到已知知识无法解决的问
题。“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科研不仅有
助于推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帮助我们实
现产业升级的宏伟目标，还有助于提高我们
教师的教学水平，让我们把深奥晦涩的原理
用更直观有趣的方式传授给学生，更有助于
激发学生掌握新知识、探索新领域的热情，
使学生愿意更积极地投入到知识的学习和
科研的开拓中。”陈华说。

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李象远：
树人育才科学教育需要质疑精神

李象远教授从教36年，长期坚守本科
《物理化学》教学和理论化学基础研究。
2009年左右为适应国家重大需求，研究工

作拓展到空天发动机领域，教学中将发动机
燃烧和《物理化学》热力学动力学内容讲解
紧密联系，理论联系实际，拓宽了学生视野。

跟随时代发展的几十年间，主流的教育
理念也在发生改变。作为一名教育者，李象
远说他信奉的准则首先是树人，即教学生如何
做人，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是育才，
教育学生如何做事、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李象远认为，科研工作，创新是魂，而想
象力的发挥和科学批判精神则是创新思想
的重要源泉。他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要崇尚
科学但不要崇拜科学家，质疑和批判是科学
的基本精神，“否定之否定”是基本哲学规
律，也是科学进步的基本规律。因此他教导
学生查阅文献时，要去挖掘文章没有写出来
的东西：什么事情没有做？什么事情做坏
了？他对团队成员和学生的基本要求就是
大胆质疑，敢于批判，干别人不敢干的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象远创新教学
方法，坚持人为本、德为先、轻功利、讲奉
献。他的教育理念如同一粒火种，点亮了莘
莘学子的求学发展之路。

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主
任医师梁宗安：

医学教育是终身教育
教育家精神贯穿始终

作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科主任，梁
宗安一直记得，在4年前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获得先进个人的他，在获
奖名单中看见自己学生的名字时内心涌动
的自豪。“看见学生能以专业知识践行医者
仁心，这是对我这个老师的最大肯定。”梁宗
安说。

从医近40载，梁宗安总说，救人育人，
都是他的职责。今年教师节前夕，他重温教
育家精神的内核。在他看来，完整的医学教
育包括学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医学教

育，从学校教育开始到退休，学习贯穿一生，

是一项终身教育，教育家精神则是贯穿始终

的引导。

“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发挥该有的作
用，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梁宗安会一遍
遍告诉学生，专业是立身之本，而医生的专
业就是，为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照护，最大
限度帮助病人渡过难关。

“很多医学生对职业最初的认知就源于
老师，所以医学教育看重言传身教。”对于梁
宗安而言，不管是急难险重时挂帅出征、奔
赴一线，还是门诊时尽量看得慢些，将时间
留给患者，抑或是为病人提供的一点一滴的
帮助，这些是他的医者本能，也是课堂之外
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40个教师节来临，梁宗安将教育家
精神抄写在了笔记本上，然后继续埋头于救
人育人中。这份忙碌，他乐在其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朱珠
见习记者 周晓凤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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