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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建筑学院前院长、教授  秦佑国
秦佑国老师虽然有很多光环，但年逾七旬仍

然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曾表示：“我感到自己

从一位本科学生、研究生，到副教授、教授，到

副院长、院长，我一生的精力、能力，我的真情、

挚爱都献给了清华大学、献给了我的学生。能实

现这一切我感到非常幸运、非常满足了，我喜欢

当老师。”

秦佑国老师的《建筑的文化理解》课有 120

人的课容量，已经算是“大课”了，但仍然是一

座难求。这是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文化素质核心

课，从 09 年开设至今广受好评。

哪怕在担任建筑学院院长期间事务再繁忙，

秦佑国老师也一直践行着自己的两个原则：一是

虽然承担行政职务，也必须参与教学工作；二是紧

抓本科生特别是低年级本科生的教学，资深教授更

要给低年级的学生上课。无论是院长还是普通教授，

秦老师从来没有脱离过

教学岗位。

秦老师对教育有

自己的看法，他尤其

希望同学们能提高自

己的人文修养，成为

优秀的人，而不只是

学得专业知识。他认

为，培养学生不仅是

要讲素质、讲能力，

更重要的还是讲气质、讲修养。就像他常说的，“就

算一名清华学生生活不如意，没有成为治国之才、

兴业大师等，我也希望看到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一

位‘落魄的君子’”。

每个学期，都有很多外系学生找到秦佑国老

师做调研、采访作业，说起这一点，他特别开心，

“诚心地对待学生，学生也信任我。”

机械系教授 田凌
“工程图学是每个工科学生都要学习的基本

必修课，在清华有 2/3 的工科学生都要修读这门

课。”田凌老师说。不要以为教这门传统工科课

程的田凌老师会枯燥

乏味，二维制图、三

维建模甚至 3D 打印，

工程制图领域的前沿

技术，田凌老师如数

家珍，可以说田老师

在学术上是非常“时

髦”的。

田凌对自己教授

的学科有独到的见解，她形容工程图样为“工程

界共同的技术语言”，是一种表达设计意图和制

造要求以及交流经验的技术文件，在语言的学习

过程中学会交流、思考并获取知识。所以田老师

在 2006 年接手课程的时候，就将课程定位为工

程启蒙课程，希望课程能够引领学生走入工程学

领域的殿堂。

田老师的工程图学课程能够吸引学生，关键

还是会“赶时髦”。“如果你还用过去传统的方

式教授制图课程，那学生肯定不喜欢听，他们会

问，现在都用计算机应用软件来做工程绘图了，

为什么还是用传统的方法来教，这让他们很难应

用到实际中。”

获奖老师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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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航空学院教授  殷雅俊
获奖让殷老师颇感意外，他觉得在清华教学工作上成绩突出的老师非

常多。“当时院里推荐我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试试，但没想到竟然有幸

被选上。除了我个人基础教学上投入很多外，很感谢学校对教学工作的重视。”

殷雅俊老师认为，清华的学生很优秀，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与投入

总能在学生那里获得足够的反馈，而且这种反响本身也是对老师的工作有教

学相彰的裨益。殷老师教基础力学，除本科生还有博士生，学生经常会提出

很多很好的问题。“有时候觉得能够教这么优秀的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教

学激发起学生继续探究的欲望，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数学系副教授 扈志明
提起清华的微积分大课，那就不得不提多年

学生评教稳居前 5% 的扈志明老师，扈老师的课

极有个性，上课语速极快，从不打磕绊，不需要

看讲稿，例题信手拈来，

有时需要拓展点内容，不

需多想就能脱口而出⋯⋯

不过上过扈老师课的同学

从来都不会因为老师语速

快而跟不上节奏，因为扈

志明老师的思路清晰，总

能把握学生的学习节奏，

帮同学把思路捋顺。

扈老师说，学校特别设立基础教学教师奖，

反映出学校正式将基础教学落到实处。这对以后学

生的科研影响会很大，尽管是个人获奖，但是这个

奖项本身是对学校从事基础教学的教师们的认可。

“其实说心里话，获奖之后可能压力会更大。

因为自己的投入与反馈其实还是有些差距。每一

年都会遇到不同届的学生，每次给不同届学生上

课，其实心里都会有紧张。”扈老师谦虚地表示，

虽然清华大学的基础教育因为时间较久，在体系

上较为成熟，但是基础教学也不是一件一劳永逸

的事情，还是得结合新时期以及不同学生素质的

情况进行调整。“所以每次课程该怎么教，都是

要仔细去想想的。”

自动化系副教授 王红
在清华园，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多少都会有几个亲昵的称呼，王红老师

在她的学生那里，就被亲切地称为“红姐姐”。“红姐姐”主要为与电类

相关的院系学生讲授《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这门课，这是一门专业入门性

质的技术基础课，主要内容是向学生传授电子器件、电子电路的基本原理等，

为学生深入学习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领域中的应用打好基础。

从 1995 年从事教学工作开始，王红老师就负担起了这门课的教学任务，

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年了。虽然每年都在讲授，但这门课的内容却是常讲常

新的，王红老师笑着说，“知识的更新非常快，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有

新东西要教给大家，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

谈到老师这一职业，她说，“我相信不管前面有多少修饰，最终都要

落在‘教师’这个词上。可能教师的成就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己的学

生——把知识教给他们，然后放心地看着他们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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