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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蒋玉龙

从学生角度出发讲授好理工科课程

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硕士、博士时，
聆听了许多老师的各种各样的课。当时觉

得那些理工科基础课和专业课真的是难，
几乎不可能在上课时就比较 全 面 地 掌 握

和理解老师讲解的知识点。由于课上没怎

么跟上老师的思路，因此课外花了大量时

间自修。 可是，要靠自己的悟性来理解那

些庞杂的知识点，效率不高，有时还 会 搞

错。
后来，我留校做 老 师 了，教 很 重 要 的

专业课，因此就一直考虑着如何通过适当

的途径来扭转（至少改善）一下听课 学 生

的处境。 自己做了老师才真切地明白，想

把一个东西讲清楚，特别是让别人也能听

明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此，我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向从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师

请教相关经验，并参照他们的授课笔记和

讲义， 结合自己当年做学生 时 的 学 习 感

想，全面梳理所授课程的知识点，用 高 度

连贯的思路和逻辑体系，用最直截了当的

表述方式重新撰写授课讲义，同时在 PPT
讲稿上尽量采用精美的图表 和 美 观 大 方

的文字。 作为一个教师，我首先要求自己

做到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是让学生听懂

课的前提。 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备课，
要前思后想，边边角角的东西都要尽量想

到，才能在正式授课时游刃有余。
为了讲好课，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提

高自己的表达能力，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把我理解的东西用学生也能理解的方式，

形象而又准确地表达出来。语言表达需要

一定的天赋， 但后天的锻炼也非常重要。
我总是想， 遇到这些啰哩啰嗦的公式、图

表，在讲解它们的时候，要是 能 让 听 众 听

着更像一个精彩的故事该多好。 这样，学

生不但容易跟得上思路，还容易聚精会神

地听讲。所以，我在上课时，总是尽量将知

识点好好地串联起来，使它们更像是一个

推理的故事，做到环环相扣；讲解的时候，
运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有声有色地描绘这

些知识点，时不时还会把一些时尚的事情

交融到这些知识点中去，尽量让学生听着

不枯燥，可以较容易地接受它们。 在讲到

某些内容时，还经常运用提问 式、启 发 式

教学， 引导学生和我 一 起 给 出 问 题 的 答

案，让学生学会主动思考。
一想起自己做学生的时候，那枯燥而

又漫长的自修， 就觉得对于理工科教学，
除了上述两点，还需要再做点什么。 理工

科教学，两节课下来讲述的知识点还是挺

多的，即使在课上学生跟得上 思 路，那 也

往往只是表面上的理解， 稍微变动一下，
学生可能就不知所措了。 而且，这些表面

上的理解很容易被淡忘， 学生记不牢靠。
于是，我想起了一句古语“书 读 百 遍 其 义

自现”，那课听百遍，其义也应 可 以 自 现。
这样解决学生课后复习的问题，就变成如

何让学生课后重现课 堂 授 课 情 景 的 问 题

了。 我起初想利用摄像教学，但觉得工程

量浩大，且摄像机拍摄的视频一般都不怎

么清晰，视频文件的“体积”又很大，实 用

性不强。 于是，我就整天琢磨着寻找合适

的解决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 2008
年我发明并成功应用了“移动课堂”方案。
这种方案在获得高清晰 PPT 音视频的同

时，还整合了板书笔记，且 90 分钟的课程

视频文件“体积”只有 200MB！ 它可以完

整重现课堂讲解全过程，且具有高度的便

携性，极易通过互联网进行传 播，使 得 那

些想学习的人，可以方便地获取。 运用这

个方案，我完成了我作为教师以来讲授的

第一门课《半导体物理》，学生反馈的效果

极好。 当时全校教评的平均分还在 4.5 分

左右， 我这门课的教评结果已经是 4.96
分了。 在至今的多届《半导体物理》和《半

导体器件原理》课程授课中，学 生 继 续 高

度评价该技术对他们学习的帮助，从而使

教评结果始终维持在高分。
我 做 的 第 四 件 事 是 疏 通 教 学 之 间 的

渠道。 学生在消化吸收知识点后，不可避

免地会有一些疑问或是想法。如果能及时

和老师沟通，那会极大加强学生的学习效

果。因此，我建设了课程的交流论坛，就是

那种可以发言、贴图、上传文件的论坛。只

要学生有什么疑问， 在论坛上提出来，我

就会及时答复。 这个论坛网站是公开的，
因此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都能访问，很方

便。 且同一个问题答复后，很多有相同问

题的学生都可以直接参照，提高了答疑的

效率。 不仅如此，为了及时了解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知识点掌握的情况，我还在课程

讲解过程中增加了研讨课的成分。在研讨

课时，我结合最新技术进展 出 题 目，让 学

生分组讨论，最后每个小组派 2 名代表上

台讲述他们的讨论结果， 其他学生提问，
我来点评。这种形式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

团队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 也 锻 炼

了他们的表达能力。研讨课也深受学生特

别是对课程真正感兴趣同学的欢迎。
第 五 ， 充 分 考 虑 到 现 代 学 生 的 特

点———喜欢欣赏式的教育，特意为研讨课

做得好的学生， 颁发精美的英文版证书，
证书上记录了他被夸奖的缘由、发生时间

等信息，最后还附上我的私人印章。而且，
我自己会保留该证 书 的 电 子 版 记 录 和 编

号。 可以说，这个证书在很大程度上激励

了学生努力表现的 欲 望， 而 正 是 这 种 动

力， 使他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思考和学习，
而这也正是我想达到的效果。 实践证明，
这个做法的效果很好，研讨课往往以非常

精彩的讨论结束，因此这些学生也确实是

值得被夸奖和欣赏的。
与大学的科研工作相比， 教学是一个

更依赖教师个人努力的工作。 学生的培养

效果与某门课教学的直接相关性弱， 且培

养效果的见效周期长，因此搞好大学教学，
需要坚定信念、保持激情。 就个人而言，我

愿意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尽心尽力把书教

好， 把我的所学所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

生，尽量使学生能对这些知识感兴趣，能较

好地掌握这些知识， 能给将来留下一段美

好的学习回忆。 （责任编辑 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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