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坛精耕作 师德化春雨 

——记“全国师德标兵”刘辉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刘辉，女，中共党员，博士，教授，河北师范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在化学

与材料科学学院，她被学生评为“最具人格魅力的教师”。在河北师范大学，她

被评为建功立业优秀女教工、教书育人模范教师、教学名师。在河北，她被评为

教育系统百名优秀共产党员。在全国，她被评为师德标兵。 

  在这么多荣誉面前，她说：“最开心、最感动、最难忘的，还是在化学学院

第一届最受欢迎教师评选中，被评为‘最具人格魅力的教师’，这是学生给我的

莫大的褒奖！”  

  有一种感动源于如一的坚守，有一种坚守源于挚爱的情怀。刘辉教授从教

30 余年，她亲生如友，爱生如子，在精耕细作的教坛上默默地诠释着为师以德

的朴素情怀。  

 

上好课，非下苦功夫不可 

 

  刘辉说：“教书不难，但教好书，或者说做一个让学生从心底佩服的教师的

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教学本身是门艺术，不一定要靠天赋，但一定要下苦功

夫。教学效果并不与学历学位成正比，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与花的时间和精力

成正比。”课堂出效果，就要花心思，刘辉的教学观可见一斑。 

  刘辉教授主讲《物理化学》《纳米材料学》《发展中的化学》和《材料与化学》

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有的是应大类招生培养之需而新开设的，有的是传统性质

的专业骨干课。不论“新课”还是“老课”，她都视若己出，用心筹划。以《物

理化学》为例，刘辉认为，该课程的理论性很强，且需要一定的数学和物理基础，

公式多，推导难，学生普遍存在畏难情绪。为了教好这门课，她着实下了一番功

夫，总结起来，刘辉老师是这样说的： 

  “刚教课时，我一直坚持写教学后记。每上完一次课，总结一下自己这堂课

的经验与教训，好的地方坚持，不好的地方下次讲课一定要改。 

“总结公式的记忆方法和窍门，平时在生活中注意观察，不断积累好的例子和素

材。 

  “在对教学内容娴熟自如的基础上，就可以尝试使用各种驾驭和掌控课堂氛

围的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比如，教学生点按中枢神经穴位、做颈椎

操，帮助学生提神醒脑，营造提高课堂效率的氛围。 

  “教学不能一成不变，包括教学内容和方法均如此，要想办法推进教学改革，

努力实践教学方法的创新。例如：按照学习金字塔理论，我尝试让学生讲习题，

并对学生的讲解即时点评，适时地开展课堂讨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教 30 年来，刘辉老师一直在本科教学一线，为搞好教学，她确实下了不少

功夫，也获得了学生的认可，获得了各级各类很多荣誉。在众多荣誉面前，刘辉

老师把学生评选出来的“最具人格魅力的教师”看得很高、很重。她说：“选择

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竭尽全力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教师。” 



 

爱学生，要张弛有度 

 

  “爱学生，既包括尊重学生的人格、理解学生想法和苦衷、关心学生的生活，

也包括严格要求学生。在学业和知识上我们是学生的老师，在行为上做学生的典

范，但在人格上我们则应该与学生是平等的。如果老师过于严厉，学生们不敢接

近，最后的效果不会太好。只有尊重学生，维护和重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

人格，学生才从心里信服老师，老师的话才听得进去。”刘辉老师这样说，她也

在这样做。刘辉老师一般第一次课总会给学生留下所有联系方式，告诉他们无论

学习还是生活，不管在读还是毕业，需要时可以随时联系她，除了作为老师以外，

还要成为学生愿意倾诉心事的朋友。 

  刘辉老师认为，尊重学生，必须做到一视同仁，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不

厚此薄彼，不以貌取人，不以学业优劣取人。例如，遇到有些班干部因为事物繁

忙出现逃课或者不做作业的现象时，她就发出“严正声明”：“我绝不会容许班干

部以‘繁忙’为由违反教学安排的行为。” 

  “理解学生，就要尽可能地站在学生角度想问题。”怎样做到站在学生的角

度想问题，刘辉老师分享了这样的几件小事。每到期末，她都会根据学生复习需

求组织答疑活动，即使赶上周末休息日也不例外。而为了方便学生，她会提早安

排借用公教楼教室，因为公教楼离学生最近。又如，某次上课前，班长领着五六

个男生请假，说是辅导员催着让他们去搬东西，他们知道刘老师的要求，又不敢

驳辅导员的面子。为了不让学生左右为难，她给辅导员打了电话，同时找了所带

实验室的研究生帮忙解决。 

  爱学生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的要求，更不是讨好学生。只爱不“严”不是

真正的爱。有了爱，“严”才会有效果。 

 

教书和育人不可偏废 

 

  “以前，我一直认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每个班又都配有专门的辅导员进

行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作为专业课教师，只要教好专业课就算完成任务，所以

在教学过程中，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讲课上。但每次期末考试试卷分析时就会发

现，同一老师授课，学生成绩相差很大。四年下来，毕业时总有一部分学生拿不

到学位证，甚至拿不到毕业证，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勤于思而敏于行，刘辉

老师开始思考和寻找答案。 

  从孩子成长过程看，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他们一路走来实际上都有明

确的目标。进入大学后就不一样了，学习环境相对宽松，教室不固定，座位不固

定，很多同学入大学的第一感觉，如同出笼的小鸟。然而自由久了，就容易染上

散漫的毛病。另外，尽管仍然是在学校，但可以通过各种媒介与社会接触，既有

来自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又有来自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影响，导致

部分学生在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诚信意识、社会责任等方面存在不

同程度的缺失。 

  针对上述情况，刘辉老师把课堂当成价值观引领的主战场，连续发力。课前

两分钟，在刘老师眼里是十分宝贵的，她会适时添加一些心灵鸡汤，比如让学生

大声朗读英语短文“宽恕别人就等于宽恕自己”，她告诉学生这就是牛顿第三定

律，推而广之，“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爱集体就等于爱自己”“你爱物化，



物化就爱你”等等，大家在笑声中明白了生活、学习和工作的道理；绪论课上，

她通常会拿出一点时间给学生们讲一讲关于人生目标的问题，而且会列举一些优

秀毕业生的例子，既包括在科研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也包括在中学任教的

优秀教师，还包括一些在名校就读的师哥师姐，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动力；

课堂中，她会在不影响正常课程进度的前提下，结合与学生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

问题与学生交流看法，传播正能量。例如，通过解读诺贝尔化学奖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通过对汶川地震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和个别大学生死亡事件分析，增强学

生对社会、家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师德垂范，香茗满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