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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09～2010 学年度“李嘉诚

基金会卓越教学奖” 

评选结果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经院系推荐，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评选委员会评选，评定社科

部程家明教授、理学院娄增建教授、医学院邱庆春博士获得 2009～2010

学年度“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现予以公布。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附件：  

    

 

 

汕头大学 

2010 年 6月 17日 

 
 
 
 

http://192.168.48.5/Office/Notice.nsf/6f05ea222c3d87d248256c6a00288106/4825711000353e9048257745000e3c88/$FILE/_e649q38hi60o3i4t1lcp30c9g2f8qe4u4t89rdi0jk6o17ltv2fabq4ttpg9t39ojnmoh78dh2f3c04ttm49sfq8jnvr0_.doc
http://192.168.48.5/Office/Notice.nsf/6f05ea222c3d87d248256c6a00288106/4825711000353e9048257745000e3c88/$FILE/_i689q38gjnfoh7fdh2f4cm4ttpg9t39ojoivh7de42egq44u4ns9r3qgjnio17fld2f8ui4tjo89sltg_.doc


附件 1 

2009～2010 学年度“卓越教学奖”评奖情况 
 

校本部评选情况 

2009～2010 学年度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的评奖结果已经产生：社科部

程家明教授获得人文学科卓越教学奖，理学院娄增建教授获得理工学科卓越教学

奖。 

此次评选工作于三月下旬启动，首先根据评选规程由徐小虎校长任命了以李

丹副校长为主席的七人评选委员会。经院系提名并提交候选人材料，评委会于 5

月 12 日评选产生五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评选。第二阶段的评选包含了更细致的

审核过程，候选人提交了包括教学理念陈述，课外教学职责列表，来自同事、学

生的推荐信，课程评估结果以及相应课程学生成绩分布等详细资料。此外，根据

评选指导原则，评委会委员还分别对候选人进行教学现场听课。 

根据卓越教学奖旨在“表彰能够成功结合教学、研究双重角色的汕头大学教

职人员，对所有的候选人评判的标准落在他们的教学成果以及他们对大学教学总

体目标的贡献上”的指导理念，评委会最终评选程家明教授和娄增建教授为本届

校本部卓越教学奖得主，以表彰他们近年来在教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医学院评选情况 

2009～2010 学年度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医科）的评奖结果已经产生，

获得者是物信教研室邱庆春博士。 

根据汕头大学 2009－2010 年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有关评选原则与指导

步骤，以及汕头大学医学院有关文件精神，医学院在三月底开始组织本年度卓越

教学奖评选活动。在发布有关申报通知之后，共有两位教师（分别为罗文鸿博士

和邱庆春博士）提交申报材料。在五月中旬，教务处组织这两位教师进行公开示

范教学，并由评选专家组、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进行评课。专家评委根据有关文

件要求，认真审核候选人的申报资料（包括教师近两年的授课课时统计、督导专

家和学生的评课情况；指导学生的科研获奖情况；教师本人的教学、科研成果等），

同时结合候选人本次公开示范教学的评课情况，进行不记名投票。获选者为邱庆

春教授。经公示没有异议后，报院务会通过。 

本次评委主席为杨棉华教授，评选专家组共七名。 

邱庆春博士一直以来承担医学院公共基础学科物理学的教学工作，虽然工作

量非常大，但毫不敷衍，教学认真，科研刻苦，注重学生全面培养，授课生动，

善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深得学生喜欢。他不仅兢兢业业工作在教学一线，还注

重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富有师德风范，医学院推荐其为

本年度卓越教学奖获得者，以弘扬学校教师重视教学、注重学生全面培养的精神，

同时也表达对这样的优秀教师的崇高敬意。 

 



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评选委员会 

                  二○一○年六月 

 

附件 2 

获奖人教学目的、目标及经验陈述 

 

程家明教授对教学目的、目标以及个人经验的陈述 

教学的目标是培养优秀的学生。 

培养优秀学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培养优秀学生，既不是儿童中心主义者根据的“从

做中学”的主张所形成 偏重“形式教育”的倾向，也不是前苏联七十年代赞科

夫为代表的教学理论对知识学习的强调而对智力培养的忽视，而是既要使学生学

习成绩优良，具有扎实系统的知识，又要培养学生的智力，成为具有智慧的人才。

而知识与智慧相比较，智慧更加重要。由此形成了我的教学理念：着眼于学生智

慧的培养。 

如何培养学生的智慧呢？我的经验是： 

首先，认知智慧。即，使学生了解什么是智慧。我的经验是，在同知识的比

较中认知。具体做法，先讲知识，再讲智慧，然后比较、下定义。比如，与数学

知识的比较。知道 1+1=2，这是懂得了算术，但知道“一分为二”的方法，这是

懂得了智慧。由此使学生知道，智慧就是哲学和哲学原理的运用。 

其次，学懂智慧。即，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哲学基本原理。我的具体做法，第

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主线，使学生从整体上掌握智慧的脉络；第二，以实践

为基础，使学生在方向上对智慧的理解保持科学性；第三，保持历史和世界的眼

界，学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使学生在比较中对智慧的理解具有全方位、立体

性的视野。 

再次，运用智慧。即，使学生运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指导对重大问题的分析，

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我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学生

从实际出发地观察问题，思考人生；二是运用辩证法的原理指导学生全面地、发

展地看问题；三是运用认识论的原理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四是运用关于社会发



展规律的原理，指导人生目标和过程的设计。通过这种运用，学生开始知道如何

掌握智慧。 

复次，掌握智慧。即，引导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从哲学层次总结经验，形成正

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我是从学生最关心的个人实际问题入手的。学生最关

心的个人实际问题就是学习、情感和未来的个人发展。对这些问题，我引导他们

从三个方面学会理论思考：一是从过去经验的思考中得出只有“一分耕耘”，才

有“一分收获”的人生哲理；二是从他人的经验的思考中得出只有遵循历史规律

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普遍道理；三是从反面教训的思考中得出为人民服务的道德

规范对大学生具有约束性的道理。 

当然，智慧的培养不能脱离知识的学习和生活经验的感悟。所以我在教学中，

总是结合学生所学的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经历，尤其是结合学生关心的国际国内热

点问题进行教学，这样，就使这种教学生动活泼，充满智慧。智慧的培养，有效

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授，在对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辅导中，听课学生的考试通过率达

到 95%以上。 

 

 

 

 

 



娄增建教授对教学目的、目标以及个人经验的陈述 

 
本人自 2002 年底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回国开始在汕头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工

作，一直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了数学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数学分析》

I、II、III（共 18学分），专业课《实变函数》、《泛函分析》等，承担了硕士研

究生学位课程《泛函分析》及《函数论选讲》、《函数空间上的算子》等专业课程

和博士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理论及其应用》、《奇异积分与函数的可微性》。在

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创新意识及综合素质的培养。由于教学科研方面的表现，

2006年入选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2009年评为南粤优秀教师。      

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是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基础。数学教育担

负着重要的责任。数学教学的基本目的就是根据国家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培

养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理论、具有熟练借助数学工具和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并具有发展潜力和广泛适应性的专门人才。基本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数

学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为他们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不断思考和探索数学教学的方式方法，通过多年的教学

实践，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探索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手段。数学课有很明显的特点：大部分课程为

理论课，注重理论推理，且高度抽象。内容上数学课程连贯性很强，学生若稍有

不慎没能理解某些内容，就很难理解后面的内容，这样学生就容易感觉枯燥，老

师和学生也不易互动。本人承担过两轮的数学分析课，是由《数学分析 I》、《数

学分析 II》和《数学分析 III》三门课组成，分三个学期每周 6学时完成。这是

数学系学生最重要的理论主干课程。三门课程中，每门都是后一门课必须的基础，

而它们又是数学系学生后续课的重要基础，直接影响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学生

从中学数学突然转到理论性很强的《数学分析》课，难度很大。为了很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本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引入了以问题贯穿课堂，利用问题引导

学生主动思考的教学方法。就是根据所学内容，设计一些基本涵盖理论内容的问

题，让学生去思考、去研究、去通过讨论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这种方法，即将知

识传授给了学生，又让学生在课堂上变得更为主动，锻炼了学生主动思考、探究

的学习习惯，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种方法需要老师将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因为将讲授的知识转化成一些适合学生思考解决的问题并

非易事。通过实践，发现这种方法即让学生学到了理论知识，锻炼了能力，又让

枯燥的数学理论变得更加灵活﹑有趣，极大的提高了教学效果。 

2．注重课程之间及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将数学知识

教授给学生，还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 

所学理论和以往内容的联系。在讲解新内容的同时要及时告诉学生这些内

容与学过的内容的关系，是前面内容的推广还是应用？是如何推广和应用的？ 

所学理论与后继课程中相关内容的联系。不仅要与学过的内容比较，还要

及时告诉学生新内容在将来的课程中的应用，将来的课程是如何建立在现在内容

的基础之上。 

所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数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将最终用于实践。通过

实例说明数学理论是如何应用于实践的，是如何推进科技进步和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联系就可以让学生不仅对所学知识有全面而深刻的理

解，而且使学生真正领悟到数学是有趣的﹑重要的。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兴趣，也提高了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3．研究促进教学，教学科研并重。通过对数学的不断深入研究，使本人对

数学有了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对教学内容也就能做到深入浅出的讲授，并且可以

把教学内容与当今数学的发展准确及时地联系起来。即丰富了教学内容，又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在进行数学研究的同时，重视将研究的兴趣和体会融入教学过

程，鼓励学生养成勤于探究和钻研的习惯。同时本人注重将最新的数学发展动态

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及时了解现代数学的发展情况及发展趋势，使他们能将所学

知识与现代数学的联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准确地理解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真正领

略到数学的奥妙与优美。 

 



邱庆春博士教学经验与体会 

 

教育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教师是实现和完成

这个神圣事业的执行者和奉献者。如何能够在教育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摆

在每个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学好教育这门艺术，教师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需要饱满的热情，需要执着的爱，同时还需要不懈的探索精神！从教多年来，自

己在这些方面颇有感受。 

1. 清醒的认识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给自己定位。教师的作用不仅包括传

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使学

生由“学会”到“会学”。为完成这一使命，就需要明确教师的角色是学生学习

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偶尔充当引导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提供者和灌输者。学生

才是学习的主体，他们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理解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教学活动不应当是用预先计划好的模式传授固定的知识，而应是在教师引导下的，

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活动。唯有改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才能用高

瞻远瞩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职业，才能有效地进行教育教学研究，才能培养出具有

创造精神，创新意识的医学人才。 

2. 饱满的热情 

要当好一名教师，仅仅拥有渊博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拥有饱满的热

情，热爱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热爱教育的对象，才能真正达到“教书育人”

的目标。《医学物理学》并不是医学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他们缺乏应有的学习热

情和好奇心。因此，学生的学习热情需要靠教师的热情去感染、去调动。走进学

生之中，与学生交朋友，了解他们，读懂他们，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引导他们

学好这门课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激情之外，还可以培养他

们对自己未来从事事业的热爱和责任心，达到“教书”之目的，“育人“之目标。 

3. 执着的追求 

不懈的努力、执着的追求、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当好教师的一个必备的条件。

没有执着的追求，就会不求甚解，没有不懈的努力，就会停留于表面，乏于知识

的沉淀。这种得过且过满足感会造就一个不称职的教师。追求知识的真谛、勇于



探索的精神就是把教学作为一种变化中的艺术去研究，发现她的特点、探索她的

效率、评价她的成果，为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提供更好的、更有效的教育方法。

“科研”是高等院校中一只无形的手，只搞教学而不进行科学和教学研究，对与

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生命科学息息相关的《医学物理学》的教学而言，更是很

难提高和改进教学质量。作为教师，必需有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孜孜

不倦地对教学和科学进行研究，方能撑起社会赋予我们的这片天空。 

4. 动态的思维 

在医学物理学的教学中，授课教师首先要树立符合现代教育特征的建构主义

的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学习观、知识观。瞬息万变的社会、个性多样的学

生决定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与追求只能深入而不能停止。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不

断改革、不断探索，以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改善思维模式，提高洞察能力，及

早发现教学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加强学习、加强研究，以

满足学生的需求；我们需要勇于创新，以探究教育的新领域，创造教育的新境界，

把学生带入“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知识海洋，把他们培养成“医德医术兼

优，爱心济世奉献”的栋梁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