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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不等于“教 + 学”，而是“教×学”，

即教与学互动融合，二者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

过程体系。这里结合自己作为博士生导师和主

讲“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的经历，着重讨论

一下“教之学问”和“教与学的关系”等问题。

一、教之学问

“教”确实是一门学问，而且是大学问，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教育学”“心理学”

等学科。好的科学家不见得是好的教育家，但

好的教育家一定是好的科学家。

“教之学问”不外乎“教什么”和“怎样教”

两个问题。

1．教什么

用孔子的话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用通

俗语言来说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这里包

括三重意思，且每重意思先后有序，不能颠倒：

第一，教学生如何做人；

第二，教学生如何做事；

第三，教学生学会学习，会做学问。

一般教师在讨论教什么的时候都强调要“授

之以渔”而不要、不仅仅要“授之以鱼”。“授

之以渔”确实比“授之以鱼”高明，但也只是

孔子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中的“授业”层面，

远不是“教什么”的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传道”，即“做人”。

为此，我认为，教育可以分成三个境界：

低水平的教学是简单地传授知识，即授之

以鱼；

中等水平的教学是传授知识和方法，即授

之以渔；

高水平的教学是点燃火炬、激发学生的兴

趣，和学生一起成长——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为此，我给女博士生提出三点要求：第一

是做人，第二是做女人，第三是做女学者。相

应地对男博士生则是：做人、做男人、做男学者。

顺序不能颠倒。所以，当一个女博士生博二怀

孕后，我马上支持她先做个好妈妈，然后再做

博士，延期毕业。另一个男博士生读博期间，

爱人患疑难重病，我也支持他先陪家人治病，

做好丈夫，攻读博士学位的事以后再说。

2．怎么教

教学是一门艺术。孔子说过要“因材施教”，

即根据不同的学生情况，布置不同的学习内容，

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

对于研究生、博士生的教育，因为人数少，老

师可以而且也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提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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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让他们学习不同的内容，甚至朝不同

的方向发展。但对于本科生教学而言则很困难。

一是基础课上课的学生多，顾不过来。二是专

业课的课时少，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情况。

否则的话，必然造成课程内容的碎片化，一学

期下来，学生都不知道这门课的基本要求。为此，

我在本科生“区域分析与规划”课上，在课堂

讲授以外，尽量为学生提供多重选择的机会，

尽量照顾到学生的兴趣和特点。一是在每单元

之后，都提出几个思考题供学生进一步学习和

研究。二是课后作业多布置几个，让学生选做（只

做一个即可）。三是在期末考试内容和方式方面，

根据学生的意见，有时甚至就让学生研究其家

乡的发展和规划问题。这样下来，既可以促进

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热情，也给学生留

下很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所以，每年听我课

的学生中，都有不少学生毕业后想回家乡工作，

用学到的知识奉献社会，帮助家乡发展；每学

年都有本科生的课程论文在国内期刊上公开发

表，很多学生也因此获得了保送北大、清华和

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资格。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思索，我感到“怎样教”

有四招：

第一招：欲教先交——先做朋友再作先生。

老舍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则认为“多

年师生成朋友”。要想教育学生，教好学生，

先与学生做朋友，先交心，再教知识。学生喜

欢你才能喜欢听你的课，才能接受你的观点。

教育不是教训，也不是教导，而是引导、开导、

启迪。多引导，多鼓励，少批评，不挖苦学生。

变教导为鼓励，变批评为激励。

第二招：怀着平等的心态处理师生关系。

在人格上，师生平等，不是师道尊严；没有

坏学生，只有不合格的老师。试图用师道尊严的

办法建立自己的威信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实

际上，你越平易近人，学生越喜欢你，越尊敬你，

越崇拜你。当然，教师也不能媚俗，更不能低俗。

否则，学生也是瞧不起你的。所以，学生都喜欢

我，每年保送或报考我的学生都特别多，最多时

招收 3 名博士，报考者达到 36 名，是当年北京

师范大学单个导师报名学生之最。选学我主讲课

程的学生，也是年年达到上限，总是不得不在开

学后再通过教务部门特批增加名额。

第三招：以学生为本。

教学以学生为本而不能只以教师为本，更

不能以管理者为本。以学生为本就是以学生的

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为本，而不是被动迁就。

以学生为本就要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多理

解，多谅解，多帮助，少指责，不挖苦学生。

以学生为本就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

尊重学生的志向，因材施教，通过引导使其成

人成才。2006 年我招收了 3 个博士生，他们分

别来自不同学校，学科背景也不一样——有的

擅长城市规划，有的擅长区域经济，有的擅长

周易风水和人地关系。我则鼓励他们开发自己

的兴趣，发挥各自的特长，参照学校的标准，

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不局限于我的“区域

规划和旅游规划”领域。结果他们都顺利毕业了，

并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学术研究的骨干。

第四招：点燃学生的激情。

学生不是嗷嗷待哺的鸭子，而是等待点燃

的火炬。

不论你的知识多么渊博，你教给学生的东

西永远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当今知识爆炸和数

字资料满天飞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

知识日新月异，即便你教给他们很多，到

实践中也不够用，也要重新学习。

所有的知识和能力，都是学生通过自身的

努力得到的，而不是老师灌输给他们的。

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他喜欢，只要他

愿意，只要他肯于下功夫，他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在地理学、旅游学等领域。而我所从事的

科研和教学中，恰恰大部分是此类知识。

二、教与学的关系

1．先学后教，不断进步

要当先生先当学生——要想教好必须首先

学好；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得拥有一桶水。

所以，作为教师，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学习。

17吴殿廷.indd   90 20/1/14   下午2:41



91

一个人不学习，没有资格当老师。教师要高瞻

远瞩，博大精深。

现在学生求知渠道很多，信息很多，作为

一名教师，不能孤陋寡闻，要不断学习，与时

俱进。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好（这

一点也要有自知之明），但学习要比不学习强。

不管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都是进步。“日积

月累点滴在，三年五载即可观；人间哪有参天树，

一土一石堆成山”（我当年在大学学习时的自

勉诗），就是这个道理。

2．教而学之，努力提高

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通过“教”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 
自己；

向学生学习，通过师生互动来促进自己和

学生共同进步；

不断总结以往教学的经验教训，以免少犯

错误，提高教学的效益与效率。

学无止境，教无止境；“学——教——学—— 
教”循环往复，永不停止。

在学问上，只有先学和后学，即所谓的“闻

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没有尊贵与低贱；

向学生学习并不丢人，而且是必要的，也是必

须的。

教学相长，每个学生身上都有值得尊重和

学习的东西。

善于向学生学习才是一位称职的老师；善

于发掘学生优点和特长的老师，才是高水平的

老师；和学生一起成长，才是伟大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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