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9 月 3 日一大早，听到宿舍楼下逐
渐明了的熙熙攘攘声，望着阳台下入学新生的
人潮，站在阳台上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哇，我
今天也要冠上 2013 届研究生新生的名分了。尤
记得这个暑假里有一天午后，独自漫步在学校
第三四餐厅门前的这条思源路上，路两旁的大
树遮出了斑驳的树荫，午后的宁静像是怕吵扰
了时间的节奏。 恍然间我觉得一阵时间过往，
像是一炷香的时差我在这里来来回回走了六
年，与教师也结下的六年的缘分。

六年前，我怀着一份激动和憧憬，带着行李
入住。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面对一堆陌生的
人新鲜的事儿一大摞的教材书开始上路，一切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丛生感情，一直都少不了最
好的朋友———我的老师。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

老师，在这段路上像风向标一样带着我走向我
想要去的方向，他们激发了我对专业学习的兴
趣，指导我对工作能力的培养，启发我对个人职
业生涯发展规划的思考，让我这样一个什么都
不懂的小屁孩在四年期间收获成长。

幸运的眷顾，大学毕业后，我获得工作保研
的资格，留在学校行政管理岗位工作两年。这两
年，我不再是站在一旁看教师这个职业，而是以
主人公的姿态开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第一天
进入部门工作的那天起，它就是如此忙碌的，在
这里有着非常积极、严谨、浓厚的工作氛围，我
身边的每一位老师，都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
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受到了深深的
感染。随着学校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学校对每个
人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强的要求，因此，每位工作

者都在逐渐转变观念，加大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增长才干， 好让自己适应岗位的新要求。 可以
说，两年的教师工作，同其他各位教师同胞们一
样，每天都是实打实的干，紧张而饱满的生活；
让我更加体悟到在这样服务性质的岗位上，我
们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他人；让我认识到，教师不
仅在做自己的事， 也在耳濡目染地影响周围的
人，教育无小节，处处是楷模。

人的一辈子里总要有那么几件认认真真全
心全意做过的事，过去两年的教师工作，就是我
认真完成的一段宝贵经历； 人的一辈子里也总
要有那么一些重要的人， 于是我发自内心地想
要感谢那些曾经陪伴我、帮助我的老师，我在这
里默默祝福所有辛苦付出的您们，教师节快乐！

（宣传部 王峥）

我是从艺术转向设计的， 那是很久以前
的事了， 可在我的记忆中那种转变是相当艰
难的，是意识与思考方式的重大转变，并不像
一些人认为的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
对于我个人而言， 这种转变是让我觉得很庆
幸的，也从此喜欢上了设计。我一毕业就几乎
不假思索地直接选择了教师职业， 当时也确
实有些人问我为什么没 “下海 ”，甚至觉得我
不 “下海 ”是件十分意外的事 。我的选择完全
来自我的老师张宝玮先生对我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影响。也许听起来有点冠冕堂皇，但真的

是觉得有责任也有动力去培养一些特殊的艺
术设计人才， 这十几年也正是这种情结和学
生反馈给我的评价所带来的成就感使我保持
着这种 “不易保持的热情 ”，因为这份职责真
的是不轻松。

我是教设计的教师， 教学能力直接来自
于实际设计能力积累， 所以我用大量业余时
间在做设计， 而后带着成果和感受回到课堂
上 ，其他设计老师们也都是这样 。但是 ，我自
身的成长使我越发意识到， 我的任务不是传
授技能，每个人的技能都是自己的，也在随着

时间不断更新，在大学里，技能是可以自学也
是需要自学的， 我真正的任务是用自己的经
验和阅历去启发学生， 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和积极性， 教师的感受和认知的积累以及
处世态度对于学生来说是最有价值的， 这就
要靠教师的感受和认知的积累以及个人处世
态度的价值体现。截至目前，我对自己作为一
名教师所得到的评价还算满意， 我也确实看
到了我给我的学生们带来的影响， 他们学到
的更多的是对“观念”和“态度”的认识。

（艺术设计学院 赵航）

给学生“观念”和“态度”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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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到北工大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工
作， 时至今年陆学艺教授的突然离世， 算起
来已有两年时间。 陆老师对我这个晚辈无微
不至的教诲和关心， 至今仍历历在目， 心中
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陆老师为我在工大的
成长指明了方向。

在 “教学之方向” 上， 他告诉我 “要以
学生为本”。 记得我刚进工大工作时， 就有幸
跟随陆老师到成都作调研， 在那里， 陆老师
亲临城乡社区考察的品质深深震撼了我， 他
对我说， 做社会学一定要实地调查， 这样不
仅能够做好学问， 更能将真实情况讲给大家，
讲给你的学生。 在实地调研时， 他还经常告
诉我， 要看什么， 听什么， 说什么， 告诉我

做好了实地调研， 就能理论联系实际地教育
学生， 学生才爱听、 愿意听。 我想社会学教
学的根本， 也就在于此。

在“科研之方向”上，他告诉我“要有洞察
之目”。 刚入工大的头一年，自己科研工作并
不理想， 几次申报课题的失败让我有些心灰
意冷。那时陆老师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心思，将
我叫到他的研究室， 仔细询问我的科研工作
情况 ，并告诉我 ，社会学科研需要有 “洞察之
目”， 需要把握当下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点
题要让人眼前一亮，做好这些，就需要眼界放
宽、思维拉深。 现今我已承担了几项课题，都
得益于陆老师的悉心指导。陆老师的“洞察之
目”已成为指引我科学研究的“明灯”。

在 “为人之方向 ” 上 ， 他告诉我 “要
怀担当之心 ”。 其实这也是陆老师对自己的
要求 ， 从最初的 “三农问题 ” 研究 ， 到今
天的 “社会建设 ” 思考 ， 陆老师身上表现
出的正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 “担当 ”。 在
工大繁忙工作之余 ， 陆老师时常邀请我们
青年教师到他家中做客 ， 在关心我们工作
生活的同时 ， 更重要的是教导我们 ， 从事
社 会 学 的 教 育 和 研 究 需 要 怀 有 “担 当 之
心 ”， 要有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 如此之
谆谆教导 ， 令我难以忘怀 。

陆学艺教授的精神和品质将指引我不断
前进。 此为所感， 以表缅怀。

(人文学院 李升)

师父是在大三教我们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的教
授。

师父是后来我申北大中文系论文时， 我的宋
词论文导师。

师父是把我带上 “正道儿”， 是我现在没事儿
就去骚扰下的精神导师。

上过她课的学生， 如果能在期末得到一个她
的手机号甚至邮箱， 都视为最高荣誉， 屁颠儿屁
颠儿地出了教室……

最开始认识师父，是在经济学原理的课上。 大
三那年，我们这群英语系的文科生，被安排了一堆
中英文混杂的经管课， 其中有一门就是长达半个
下午的“经济学原理”。 看着工大教务管理屏幕的
课表，我都快哭了———这么难的名字的课程，而且
连教课老师的名字都那么难啊！ ———杨韡韡。

好在那时候还算是好学生一枚 ， 还在做学
委， 于是乖乖地早了半小时到教室， 看看有什么
需要帮忙准备的。 结果看到师父 （当时还得叫杨
老师） 我就乐了———樱桃小丸子一样的发型， 穿
着件粉红运动衫———呼， 还以为经济学教授会是
洪水猛兽， 原来也这么卡哇伊啊~~这课有戏！

现在想来， 经济学原理那门课， 对我们来说
简直是享受。 上课从来没这么认真听讲过啊！ 一
半人生一半经济学，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嬉笑怒
骂， 却是字字珠玑。 到了课间， 抱着杯奶茶， 师
父就坐在桌子上跟我们闲聊。

期末的时候，我总结了一本“杨老师语录”，打
印出来送给了师父。 不知道她老人家还留着没。

一个学期很快结束，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师父
的课。 但是和师父的师生情不仅没断， 还加深一
步成了师徒情。 我那时候特纠结， 是选择几乎板
儿上钉钉的公派出国还是努力一拼试试北大的中
文系免推？ 师父是第一次启发我认真想了 self-i鄄
dentification 的人 。 于是我决定试试准备免推论
文 。 那段日子很苦 ， 由于印象太深却恰恰不想
提。 但是我必须说， 是师父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
眸子里的清澈和信仰。 是师父让我知道了， 什么
叫为一个老大而常新的国家， 存在着， 微笑着，
努力着。

后来 ， 我写了一系列 “师父如是说 ” 的小
文， 也就是我没事儿跟师傅喝下午茶的对话， 放
到了 “人人网” 上， 结果火了。 一群人开始打探
这个 “一问一答跟论语似的” 高人是谁。

哈哈，我是沾了师父的光。 师父就像是冰山，
真正的涵养和文化，干净、低调、优雅地内敛于心。
无论是为学为人，越是沉淀得深刻，越不会浮夸于
表面。 你没事儿的时候经常去“挖一挖”，总有一大
堆啃不完的收获，就看你怎么消化吸收。

真正见过冰山的人， 走近它， 都会感到它其
实是温暖的， 亦如师父。 而我， 这个外号 “小花
儿” 的小同学， 就美颠儿美颠儿地在冰山的呵护
下绽放。

跟师父的故事， 永远唠不完。
以此小文， 纪念青春和眸子中的信仰。
以此小文， 感谢母校工大， 感谢我亲爱的师

父。 （毕业生 袁靖亚）

槐花飘香的 7 月到 9 月， 总是北工大校
园最感人的季节， 清晨的熹微中， 能看到一
身迷彩开始接受军训的学弟学妹， 脸上有着
紧绷的深沉和青涩；能看到迎接毕业典礼的大
四毕业生，脸上的微笑满是对母校的不舍和自
兹远行的自信和从容；最为热闹的应该是刚刚
报到入学的新生，脸上永远都是无所禁忌的快
乐和跃跃欲试的激情。 熟悉的教学楼、图书馆、
食堂、宿舍，包括三食路口的嘈杂声，统统隐退
在校园岁月轮回的光影之中。

这有关校园的一切， 在时光的流转和打磨
后，在每一位大学教师的心里都会集合成一幕
幕和青春、梦想、希望、爱情、真理、自由等闪光
语汇紧密关联的鲜活记忆。 大学校园也就成为
一座雕刻时光、引领梦想的青春渡口，不断迎
接着一批批经过重重拼搏，满怀憧憬的青年学

子汇聚而来，在四年的时光里脱胎换骨，奋力
前游，进抵彼岸。 教师则既是这莘莘学子的引
领者、塑造者，更是这青春渡口的守望者。 一年
一年，薪火相传，是为大学之魂。

教育的本质就是让学生学会塑造自己 ，
从而认准梦想， 坚定信念， 影响社会， 奉献
国民。 单线程的知识传递和僵固化的思维模
式培养出的大多只是工具化的候载者， 这不
是我们的教育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具
备现代理念， 多维视角， 独立精神， 公民责
任和清晰梦想， 坚定信念的勇敢潜行者， 他
们具有独自畅游命运之河的激情和能力， 他
们是中国梦的推进者， 他们是民族的未来。

在这以师生互动为教育核心， 以教学互
动、 成长互动、 情感互动为主线， 每天上演
着辨识、 启蒙、 实践、 批判、 升华等不朽情

节的青春渡口， 教师在基础和前沿、 核心与交
叉研究领域不断地提问和分析， 学生在大量查
阅、 思考、 实践中逐渐养成良好的自学能力和
思维习惯； 教师在纵览全局的专业发展和社会
变革等多个维度上进行方向指引和成长指导，
学生在对比、 反思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和梦想；
教师在行为和心理、 感性和理性等多个层面进
行关心和沟通， 学生在困难和痛苦中学会坚强
和洒脱。 这是科学的晖丽， 这是文明的映像，
这是人性的光彩。

我们很容易在静对着山水云星的时候倾听
到生命的流淌与欢歌， 因为我们在大学校园这
个青春的渡口， 我们一直都在守望青春， 我们
心底里都有一颗属于青春的记忆的种子， 这种
子会一点点萌芽、 开花， 绽放在梦想最深处！

（人文学院 李志强 ）

“我不能成为诗人 ， 但是我可以培养出诗
人； 我不能成为科学家， 但我有可能培养出科学
家……因为我是教师， 我的手中孕育着无限未来
的希望， 我的价值在学生的身上体现， 我的青春
和梦想在学生的身上灿烂 。” 作为教育工作者 ，
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培养有梦的年轻人， “培养他
对未来的希望”， 因为有梦有希望， 他们才会有
激情有责任有使命有担当。 我们的梦想关系着学
生能否享有人生出彩、 梦想成真的机会， 关系着
他们的成人、 成才， 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和希望。 为学生开启成功之门， 让教育充满人性
之光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有一个梦想， 将来……让机器人走出
实验室。” 我的学生如是说。 我也说 “要让它走
入寻常百姓家， 在抢险救灾、 助老助残中发挥作
用 ， 使人类从繁重和危险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
努力工作， 服务于民。 作为科研工作者， 每个人

都有着这样的追求和梦想。 要把理想的美好蓝图
变成现实 ， 我们必须为梦想插上 “实干 ” 的翅
膀， 踏踏实实、 锐意进取， 用劳动和汗水来成就
自己的每个梦想； 都必须像蜜蜂那样辛勤， 像雄
鹰那般奋进， 使我们每个人梦想的成长都植根于
“中国梦” 的土壤。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着我们每一个中国
人的祝福和祈盼 ， 国内一流 、 国际知名的工大
梦， 寄托着我们每一个工大人的心愿和向往。 中
国梦灿烂辉煌， 工大梦鼓舞人心。 梦想的前方可
能有坎坷有沧桑， 但是 “没有痛苦的人生是平庸
的， 宁可享受这种高层次的痛苦， 也不要那些低
级的快乐。” 惟有梦想的力量， 才能让我们摆脱
平庸和痛苦， 走向优秀和辉煌。 我们同样希望照
亮中国梦的有工大图书馆凌晨四点的灯光。

有梦想的人才是幸福的， 有梦想的人生才是
充满希望的。 （电控学院 左国玉）

又是一年教师节， 时间伴随着一年又一年大
一新生的加入稀释着我的记忆， 可我却越发牢固
的记住了我的学生的名字， 还有他们曾经对我说
过的感激话语。我很幸运和幸福，因为我可以用我
的方式影响或改变一些学生； 用我的能量引导和
提示一些学生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主宰自己命运
的人。

一抹阳光，深入双指，我眯起眼睛，看到了我
与北工大共同成长的这 10 年青春岁月。 润花著
果，碧血育桃李，催笋成竹，丹心树栋梁。感谢我的

学生们，感谢北工大，因为你们，流年和岁月带不
走我内心的纯真；因为你们，功利和世俗夺不走我
心中的天秤；因为你们，不论多么忙碌和辛苦，都
击不垮我内心想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坚定信
念。

过往那些渐行渐远的平淡无奇都消失在了时
间的目光中，最终在我的双眸中化为小小的一点。
我在这里，阅历春秋，认真耕耘。情在左，爱在右，
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

（都柏林学院 康娜）

为了昔日的记忆
———怀念人文学院院长陆学艺教授

一朵小花绽放在冰山下
———感谢工大恩师杨韡韡

青春渡口的守望者

青春如初

为梦想插上“实干”的翅膀

成长的路上 有你相伴

开学伊始， 美丽的工大校园正在悄然发生
着改变。 新树立起来的路牌， 蓝色与橙色的交
汇， 在一片绿色之中显得格外清晰。 新路牌分
为道路指示牌、 综合信息牌两种， 其中道路指
示牌 20 块，综合信息牌 14 块，涵盖了北工大新
命名的十条主干道路。 路牌采用工大蓝和橙红
两种校色为主色调，标识清晰、设计科学，新颖
的造型让人赏心悦目， 既可以轻松分辨所在方
向位置，也为校园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对于这些新上岗的校园 “指路者”， 师生
们交口称赞。 一位教师在微博留言 “高端大气
上档次的新路牌。” 另一位已毕业的女生在人
人网留言 “赞一个~~喜欢这个小清新的路牌”。

美食园餐厅的南墙被粉刷成红色、教师餐厅
旁边新开的咖啡厅、 人文楼五层用于展示学生
优秀作品的崭新建筑 …… “不息为体， 日新为
道”的校训正体现在学校的方方面面。

（学生记者 赵甜甜 摄影 余承）

■以文化人

“工
大·

人
”师
生
摄
影
作
品
展
获
奖
作
品

美
丽
的
秋
色

计
算
机
学
院

赵
希
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