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群芳同志： 

 

蒙你推荐，有幸担任本科生院教学督导员一职，惭愧的是限于能力和精力，

未能做一个称职承责的督导员，深表遗憾。我想就我任教学督导一职的感受作一

简要汇报。 

我应邀参加了浙江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评委和浙江大学申报

第六届浙江省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以及巡视了计算机学院 6 个考场。前两项活动

使我对我校本科教学有了全新的认识，看到了一批年青的教学精英们认真的教学

态度和一流的教学技能。我们浙江大学教学工作后继不仅有人，且大有人在！我

感到应该扩大这批年青教学精英的影响，让更多青年教师有机会观模他（她）们

的示范教学。然而这一次计划只局限的几位评委，实在有点浪费，实在没有很好

发挥这批精英的作用，我参加省教学成果奖评审第一组——培养模式的评审工

作，该组共有 18 项成果；可谓件件突出，听下来美中不足的是报告人往往只重

数据的堆积，而勿视了重点突出，因为我听后只感到他们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却

无法抓住他们工作的要点有哪些，有的报告的 PPT 有 50-60 张之多，那里有可能

在短短的 10 分钟里讲清楚。这些意见我都在现场提出了。巡考计算机学院操作

系统课 6 个考场的感觉很好；各个考场主考、监考教师认真负责，考场组织有序，

考场纪律良好，我认为这 6 门课的考试是认真的。下面我想就本科教学督导工作

和如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问题谈一点初浅的看法。 

本科教学督导员的工作：被聘为教学督导员的大多是我校有关院系里的老教

师。如何发挥这批老教师的督与导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教学督

导员的工作不应该是局限在听课，统计到课率和巡视考场等具体工作，而应该是

针对当前本科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作专项调查和研讨，即本科生院提出问题，督

导员分组作专题调查和研究，然后提出整改意见，泛泛的听课很难找到共性问题；

督导员在听一门课时看到的、听到的仅仅是一个个案，无论是好还是不好都说明

不了问题，只有对那些已有共识的问题才需要开展调研，才是这批督导员发挥作

用的地方，我感到本科生院没有很好的发挥我们这批督导的作用，我希望多作专

题调研工作，多作研讨工作。 

 

关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之我见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是大学最根本的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最根本之道在于学

习和继承，而不是创新。在人类文明史中诞生了多少教学家，思想家。古有孔夫

子，有竺柯帧。现代大学体系国外已有五百年历史，我国也有百余年历史。我们

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和继承人类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国外先进的大学教学体系



的方法，而不要把重点放在创新上，这么讲似乎与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提法唱

反调，这里我不是反对创新，更不是与举国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口号唱反调，而是

深知教学创新之艰难和不足，创新不是突发的奇思妙想，更不是称心如意之作，

而是需要证明的行之有效之举，现举两个我经历过的不敢苟同的教学创新实例。

计算机学院本科生有一门必修课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是计算机硬件的基础教

程，纵观国内外所有计算机专业教学计划，无不把这门课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

浙大计算机系也不例外，从 1978 年成立系来一直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作为

本科生的必修课。大约 5 年前，当时学院有关领导从国家发展软件产业思想出发，

认为应该重视软件知识教学，适当减少一些在硬件知识教学，从而决定把计算机

体系结构这门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作为一个教学创新成果而大张期鼓地修改了教

学计划，并开始执行。当时几位任课的年青教师找到了我，反映这一重大变革。

我曾任这门课主讲教师多年，刚刚退出这门课的教学不久，我深深感到学院这一

决策是错误的，这一变革不仅不能给浙大教学加分，实际是有损浙大教学名誉的，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计算机系是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作为选修课的，我给系

有关领导写了信，要求能给予纠正，可喜的是学院领导及时采纳了群众的意见，

并及时修改了教学计划，重新把计算机体系结构课定为必修课。另一件事发生在

这次浙江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时，一位医学院的年青教师在讲课时

开宗明义地之称，作为教学创新措施之一是把教师临床经验总结为教学教材，供

上课之用，把原来用的教科书改为参考书。这一创新之举着实令我大吃一惊！因

为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历来把教科书奉作金科玉律；一定要系统地讲完，讲透教科

书上全部基础知识。我把临床经验看作实践教学环节，任何实践知识在没有上升

到理论以前总是具有局限性，即可以是局部真理，但无指导一般的价值。因此我

觉得这位年青教师本未倒置了，我当场作了上述点评，我不敢苟同这类教学创新

举措。我举这两个例子无非想说明教学创新不易，应严肃、慎重地进行。在提教

学创新前，先提学习和继承前辈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为好。 

根据我的经验，抓教学质量关键有以下三个要点：先进的教学计划和教材；

称职和承责的教师以及规范和稳定的教学秩序。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

永远是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教师要负主要责任，在上述三个要点中，称职承责的

教师是第一要素，承责又比称职更重要，教学秩序中重要的环节是考试，我一直

认为教师能够给学生帮助的就是考试，因此一个不认真考试的教师一定不是一个

好教师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一个是否承责的教师可以从他考查学生的认真与否来

鉴别。如何鉴别？通过学生考试成绩的分布曲线来鉴别，查看学生的成绩是否有

不及格的，优秀的比例，成绩的分布曲线是否符合正态分布？一个承责的教师考

试成绩的分布曲线一定符合正态分布，即两头小，中间大，否则就是一个不负责



任的教师。因此建议本科生院做一次教师考试成绩分布曲线统计就可以鉴别教师

的责任感了。最好的考试方式不是笔试，而是口试，口试能把应试者的水平考查

得一清二楚。这是我留苏时考试的经历，苏联采用口试，包括高等数学等科目都

是采用口试。口试锻炼了我的一语中的本领，我至今感谢这段留苏时应试的经历。

当然在今天学生数量如此之大时，要采用口试方式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有需要

时不妨可以试一试口试方式，这对教学质量高低便一目了然了。当然领导要有面

对事实的勇气才能这么做。 

拉拉扯扯的，乱七八糟的写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老教师对浙大教学质量的

关心而已，是对是错仅供参考。 

 

 

 

 

致礼！ 

 

石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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