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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清华新百年基金校友理事眼中的老师们

清华新百年基金监事张帆表示，清华在过去

的几年时间里，在创新、国际化、产业化等方面

发展较快，但教书育人始终是学校的重心。这次

通过新百年发展基金设立基础教学教师奖，是希

望能够让更多人关注教书育人的思想精神，鼓励

那些不仅能够传授知识，又能够融入学生，以自

己的情怀、精神影响学生的老师。

在参与评审的过程中，张帆曾去听过候选老

师的课，对田凌老师的机械设计基础课印象深刻。

“田凌老师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教龄，但是她上课

依然十分有活力。”他说，基础课是非常枯燥的，

但是田凌老师能够在课堂上充分吸引学生听课的

注意力，并且不时的与学生进行互动。

“听课的那天，有些同学因为不可抗力而迟

到，田凌老师就罚迟到的同学在课间时间为同学

们唱首歌。”他认为，这一方面强化了学生的规

则意识，另一方面也体谅了学生是因为不可抗力

而迟到，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

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清华新百年基金秘书长朱红认为，清华大学

的这些“扫地僧”式的老师不追求名利，甘愿为

学生付出的精神，应该被人们认知和敬仰，奖项

的设立希望能传递他们的师德风范，让将来有志

于从事教师工作的年青一代，能够秉承这些老师

身上朴实的作风，引导学生走上平凡的岗位，做

出不平凡的事迹。

作为 80 后的校友代表，也是参与评审的清

华新百年基金理事之一，谈婧感触颇深：“这些

基础课的老师是清华学子入学后接触的第一批老

师，他们的学识、人格都深深影响着一代代的清

华学生，可以说清华人踏实、求是的风格或多或

少都受到这些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谈婧是数学竞赛保送入读清华的，但高中

时只是陶醉于战胜数学难题的成就感，到了大一

修读扈志明老师的微积分课程才真正体会数学之

美。“上扈老师的课，你能感觉到扈老师身后有

一个广阔的数学天地，而他只是为你呈现这个天

地中的一隅角落，已经让你体会到数学的博大精

深，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扈老师深厚的数

学功底，为学生讲课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

果。”谈婧的数学热情在课程结束后依旧不减丝

毫，还买来《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来满

足自己对微积分的好奇心。

这些教基础课的老师通常都是“回忆当年最

常被提起的老师”俱乐部成员，谈婧觉着自己的

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形成的。

回忆自己从金融从业者到创业的一路选择，从光

鲜亮丽的投行华丽转身为朝气蓬勃的创业者，当

中不是没有过挣扎和苦恼，进退维谷之时，谈婧

总会想起这些老师。“这些老师可能对名利的追

求并不多，但可以感受到他在讲课时对这个过程

的享受。当我为是否创业而迷茫的时候，我就会

想起过往生活中曾经出现的这些老师，这才意识

到坚持自己兴趣的可贵，而不是压抑自己迎合社

会上的某些价值观。”

谈婧觉得刚进入大学的时间正是学生思想、

品性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些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

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功绩是无价的，值

得所有人的认可和褒奖”。  邱勇校长为基础教学教师奖获得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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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木清华》杂志《清华老照片》栏目征稿啦！

园子中的你，青春洋溢。

学堂边，礼堂前，闻亭中，西操上⋯⋯都曾留下你们的身影；图书馆

中的书香、西阶台阶上的青苔、二校门上斑驳的痕迹都曾见证你们的故事

⋯⋯

往事随风，情怀依旧。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用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讲一

讲昔日园子里的那些事儿⋯⋯

《清华老照片》，清华人的又一个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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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一经录用，将获赠全年《水木清华》杂志。

《清华老照片》
清华人的又一个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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