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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erging Engineering is a new subject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experienc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teaching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notes.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expounds the education view of promote pupil’s 
virtues and correct their defects and the teaching view of inspiration and induction,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campus culture and 
some specific methods and principle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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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新课题，论文根据新工科教育的要求，从《学记》的角度探讨了地方高校在新工科中教
育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和原则。论文主要从长善救失的教育观和启发诱导的教学观上进行分析和阐述，指出了校园文化的重要
性以及在新工科教学中可采用的一些具体方法和原则。

关键词

新工科；《学记》； 教育教学

1 引言

2017 年中国教育部关于新工科形成的“复旦共识”[1] 中

指出，地方高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

作用。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技术创新要求，

把握行业人才需求方向，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发挥自身优势，

凝练办学特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增强

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培养大批具有较强行业背景知识、工

程实践能力、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学记》是教育史第一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专著，它对

中国古代教育成功和失败进行了总结，对教育教学进行了系

统、深刻的阐述，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整套完成的

教育教学原则。它提出的许多观点符合现代教育教学的理念，

尤其重要的是它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更加适合中

国人的教育。论文结合笔者在地方院校新工科教育教学方面

的经验，阐述《学记》中的教育教学原则对在新工科背景下

地方高校教育、教学的启示作用。

《学记》全文只有 1200 多个字，却对先秦儒家的教育

理论和实践作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和概括，论述了教育的作用、

目的、任务、教育教学原则、师生关系等内容。其中，对于

教育教学原则的相关论述是《学记》的精华所在，一是长善

救失；二是教学相长；三是藏息相辅；四是豫时孙摩；五是

启发诱导。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zhtx18084）。

【作者简介】洪留荣（1969-），男，中国安徽宿松人，从

事计算机应用研究。

徐林（1975-），男，中国河南商丘人，从事教育技术学研究。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9.4995



87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9 期·2020 年 09 月

2 长善救失

这一原则通常的解释是因材施教，发现优点加以提升，

发现不足加以纠正，使不足转化为优点。但作者认为，教育

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善和失首先要强调做人的

“德”上善和失，也就是首要注重“长”德的善，“救”德的失。

《菜根谭》有言：“德者才之主 , 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 , 如

家无主而奴用事矣 , 几何不魍魉猖狂？”因此，德之“善”

应该是根本，同时促进人的发展就是助力生命整体质量的不

断提升 [2]，应以善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不管是综合性高校

还是地方高校、也不管是工科学生还是理科学生都应肩负着

民族进步的使命，这种使命首先是文化的进步。《学记》说：“君

子化民成俗”。这种成俗文化的形成，大学生应该承担起应

有的责任。按笔者的理解，“复旦共识”是把地方高校的新

工科学生的去向确定为特定区域，这就要求地方高校的学生

对区域的文化有所贡献。因此，地方高校的教师应具有良好

的分辨善、失的能力，因为善是目标而不是过程，对于成人

大学生而言，善并不是简单地做好事、给人方便，善要有格局，

如高校有教师从学生个人的角度无原则地给学生的某门课放

水，从学生个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是一种“善”，但因为地

方高校学生的整体素养和学校管理的原因，往往会造成学习

风气的下滑，流传之后造成了很不好的教学效果，结果造成

了大恶。

因此，长善救失要求教师的人文素养要高，自己要有善

和失的分辨能力，尤其是地方院校的工科教师，由于工科专

业的性质，更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在工科的教育教学中，

不能忽视教育的这一根本目的，要能行“真善”。

作为地方高校，长善救失重要的是在学校的教职员工中

形成自己的校园文化特色，积淀底蕴，在这一过程中，再去

逐步实施新工科专业和学科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关系到新专

业的特色和长久发展的根基，也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这

需要高校管理者和高职称人员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学校群体

有了特色，让学生在这种环境熏陶，“化”学生“成俗”，

只是在教学过程中利用灵活手段长善救失，效果是不明显的。

校园文化的建设，其内涵应该体现于制度为先，以培养

学生“敬道敬学”的情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心志，这一方面

可以培养大学生“立志”，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避免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的之失：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这这种文化上建设，在无形中能起到“救失”的作用。

文化上的建设，决定性力量在于师资，若教师“德”不

高，学生也难成就道德生命。学记上讲“择师不可不慎也”，

所以从“长善救失”这一原则讲，地方高校引进教师需要非

常慎重，在引进教师时，不要只是考察他们的科研成果，更

要考察他们对教育的理解、热爱度以及人文素养，要使引进

的教师对特色校园文化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教育源头问题，

人与文化进行双重建构才是达成“人的发展”这一根本性教

育教学目标，也能从源头上做到长善救失，地方高校切忌只

是以“知识”“技能”为代表的单向传授。

中国新工科是一种新事物，它关照了新工科的学科属性

和专业属性 [3]，地方高校往往依据其原有学科来确定新工科

专业，而且要办出特色，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没有见

过的问题，以怎样的精神和智慧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纠正

问题，能培养为特定地区文化做出贡献的学生等，这都是一

种校园文化的底蕴，这种底蕴也是教学过程中有效“长善”

的保证。

3 教学相长

教与学是教学过程的两个方面，教与学是紧密相连，互

相促进的。教学相长原意是指教师在教学中遇到困惑，才感

到自己学识不足，因此更要努力进步提高。“是故学然后知

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

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引申义是指教师与学生相互

促进和相互提高的。

《学记》明确指出“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是不断深入发展的统一过

程的两个方面。“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两

方面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促进的

关系。特别在今天推进新工科建设中的“创新教育”来说，

更应提倡“教学相长”的精神。在新工科的教学过程中，可

以从两个方面把握。

（1）教师的科研成果或教学中有心得的问题可以及时

在课堂中讨论，并提出问题和方向让学生以不同的方法进一

步提升，教师把握难度和问题的重要性，这一方面能让学生

提升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及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发掘他们的

智慧，另一个方面教师可以从学生的集体智慧中得到启示。

（2）教师在工程项目上，让学生以合作学习的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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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完成工程方案。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激发学生的

群体智慧，提升他们的完成复杂工程的能力，高校教师也可

以在这一过程中熟悉他们的不足。

4 藏息相辅

此原则主要指大学教学要注意正课教学和课外实践之间

辩证统一。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之间的辩证统一，接受知识

与消化知识之间的辩证统一，学习与休息游乐之间的辩证的

统一。“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学

记》认为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相互补充。这一观

点对于今天新工科教学还有宝贵的经验。

“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藏、修、息、

游作为非正式学习，其实质都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作为教师

要善于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学习与生活、主修与辅修、课内与

课外的关系。

学记讲“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

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所谓“操缦、

博依、杂服”这些课外练习是指相对于正课“乐、诗、礼”

正课来讲的。新工科类教学更应关注课外的练习与实践活动，

新工科的很多知识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体会、才能进一

步掌握内涵本质。同时新工科专业中，完成一个项目在很多

情况下要利用许多课堂上没有涉及到的知识。例如，实践一

个控制类项目可能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控制设备，这些特殊设

备由独家公司生产，课堂通常讲不到，这需要学生在实践中

学习、理解并掌握它的使用方法和技巧。这些课外实践活动

是课内学习的继续和补充，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因此，新工科尤其要重视课外实践活动（包括课外作业在内），

这些并不是强加的训练，也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

学习，而且这样的学习可以更好地实现知识的迁移和深化。

地方高校对本科生开设的几十门课都很重要，但在课程

教学上各课程之间是离散的，学生很难建立起每门课程之间

的关系，很多课程不知道为什么学，这与平时整个专业中缺

乏一个整个规划的专业指导体系有关，新工科专业应该有一

个贯穿整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并提供各课程之间的接口，这样，

学生在课后就知道如何进行实践，也知道如何学习与课程有

关的知识，每一个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藏、修、

息、游”，也便于更好地构建他们各自独立的知识体系结构。

5 豫时孙摩

这是《学记》总结了长期教育、教学中的经验教训后概

括出的规律，包含四条原则。“豫”是预防，“禁于未发之谓豫”，

要在不良倾向尚未发作时就采取预防措施，否则，待到不良

行为发生后再去纠正，则“扞格而不胜”，即遭遇抵触而难

有成效 ;“时”是及时，“当其可之谓时”，要把握教学的最

佳时机，适时进行。否则，“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不

陵节而施之谓孙”，“孙（音逊）”是指循序，教学要遵循

一定的顺序进行，否则，“杂施而不孙”，学生将苦不堪言；

这就要求要进行新工科教学时，要研究所在专业与学科的知

识关系，从基础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制订教学计划和培

养方案并严格执行。

“摩”指观摩，“相观而善之谓摩”，学习中要相互观摩，

取长补短，否则，“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观摩

一定要是正面示范，否则，效果适得其反。在新工科教学尚

未来完全成熟之时，把握这些原则逐步推进是非常必要的，

要强调在教师教育下学友之间切磋琢磨、相互帮助，这也是

中国古典教育学的特点。西方教育学所揭示的教与学，通常

只局限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

一脉相承，都把学友的辅助看成教育和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

《论语》讲“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学记虽然只有 1200 多

字，但讲交友就有 7 处。

 “摩”即合作学习，可在课堂教学中大力实施研究性学习、

协作性学习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合作学习潜力，以避免独

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情况，作为“新工科”人才培养，

更应该强调“摩”的作用，尤其是地方高校，由于学生素质

与师资力量等条件的限制，引入互相交流合作学习的方式，

可以有效提升教学效果。例如，实践环节，不仅要做到学生

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地方高校还可以采用引进相关公司的实

践项目进行教学和实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进入公司进行实

践或邀请公司高水平的技术人员进入学校交流指导，从而扩

大学生眼界，提升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以期更好地达到“培

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的教育目标。

6 启发诱导

“新工科”专业培养要求中有一条是具有一定的创新能

力，且实践能力、竞争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要具有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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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主动性，做到《学记》上的“导

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教师发挥主导作用，

不能代替学生思考，在实践中直接给出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

思路，而是要引导学生去感受并掌握自己所学与教学目标之

间的内在联系，领悟出具体问题与理论知识之间的联系，感

受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搭建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桥梁，

以至于体会出寻求进一步的相关知识。

新工科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不是

大学教学中所教所学的具体问题。因此，“记问之学”的新

工科毕业生是达不到社会要求的，真正实现教学上的“上达”

要求，要求教师“善喻”。何谓“善喻”？正如《学记》中所说，

“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如何做到“和”“易”“思”，

《学记》给出的答案是“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

而弗达则思。”，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新工科

教学模式以达到“和易以思”的效果。

6.1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中国教育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培养他们成为全面和谐发展

的人，这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初衷和最终目标。和谐的师生关

系不仅要存在于教师与学生之间，也要存在于学生与学生之

间，它的主要表现是师生、生生之间互相尊重，以无隔阂的

心情进行的合作、对话，能彼此之间进行体验交流，并能相

互宽容。有了这种“和”的状态，就可以让学生去自主管理，

这样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很容易达到彼此鼓励，互相促进的

过程。

这种和谐关系的经历，不但能真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

对新工科专业学生就业后的工作也非常重要，新工科专业的

特点是毕业生要进入社会解决较为复杂的工程问题，在工作

过程的平等讨论、交流以及互相尊重的素养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是地方高校，由于人文学科的不足，校园文化上的熏陶

上与综合性重点院校相比有差距，更需要在工科专业本身的

教学过程中加强这样的和谐关系。

6.2 营造教学过程中的轻松氛围

普通高校的工科学生往往对于整体知识森林没有整体的

概念，不知道当前的课程处于什么位置，很多学生上完几节

课之后都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知识能干什么？有了这样的

疑问就是失去学习兴趣的开始，究其原因在于学生不理解本

课程在整个专业知识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比如，高等数学、

概率论、线性代数这些基础课程，主要由数学专业的教师承担，

我们的调查显示，学生对这些课程学习的驱动力主要源于考

试要及格等因素，这样的驱动力难以自觉培养兴趣，也难以

体会到这些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从专业的知识体

系的支撑关系分析，会让学生有全貌的理解，自觉地去接受

和学习知识，这样有利于教学上学生听课的兴趣。

对于具体课堂教学，要做到“易”。“易”是一种幸福

的积极情绪体验，要达到这一点，但在具体教学中，由于工

科知识本身是极其理性且逻辑思维要求高的知识体系，有些

难度大的知识点是要苦苦思索才能掌握的。因此，作者的观

点对于工科专业轻松的课堂而言是少数的，这就要求改变纯

粹的以轻松的心态去获得逻辑性极强知识的要求，转而强调

在课堂中让学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与成就感以提升学生的积

极情绪，这就要求教师要了解学生，“陵节而施”。对于这

一点，并不排除教师以轻松的行为、幽默的语言讲课。

当然，课堂教学只是整个教学的一个环节，如果在课堂

之外，布置的任务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归属感和成就感，能

有效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体验，尤其是工科学生，要多

以实际工程涉及的小任务为主，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合作、自

学并通过努力完成，教师在适当的时候以普通身份参加讨论，

启发肯定学生的工作，提出不足以避免弯路，是一种很好的

方法。有了课后的这些积极体验，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课

堂上的积极体验，以达到培养学生兴趣的目的。笔者认为，

仅从课堂教学来谈课堂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有时可能达不到

理想的效果，以课外的有效引导和体验等教学过程也是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有效实施启发诱导的重要方法。

6.3 培养学生“思”的习惯

做到上述两点的基础之上，在课堂教学中，新工科专业

的学生重点在于强调“思”，作为学科与社会职业岗位需求

的结合点或交叉点，新工科的学科属性和专业属性是相通的，

因而也是更复杂的，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要求更高。

首先，设定问题，针对讲解前的知识点提炼问题体现了

教师的水平，心理学家伯尔林认为人有一种“认识的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源于遇到的新信息与原有知识之间的不一致所导

致的观念冲突，利用疑问、矛盾等方法可以引起个体的好奇

心和思考 [4]。这需要教师了解所讲知识的背景、应用范围、

创设应用的条件等，需要做好课前准备。这要求教师在专业

理论上有深入了解，同时还要对该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及其

不足之处有独到的见解，对可能改进的方法和方向进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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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尤其是分析阶段要从理论上的优势、劣势、存在的客

观阻碍因素等上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和可能

的解决思路，这一过程看似教师在讲解，但实质上是在潜移

默化培养学习“思”的习惯。

其次，学记中提出“开而弗达则思”的观点，在新工科

的教学中也很适用，很多任务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完成

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多东西不要给出结论，可以采用

讨论的方法进行。

最后，新工科的本科生培养目标中明确要求学生要具有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了新工科专业上是柔性的。

因此，“思”的能力是重中之重，加强实际工程项目训练是

一项重要内容，这方面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精心提炼，做到“如

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在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要

善于提出问题，先易后难，层层推进。

总之，新工科要求地方高等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要

进一步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以“德”为纲，培养出将来能使

社会有所进步的优秀毕业生。《学记》中提出的教育教学原则，

在新工科的建设上可以带来很多启示，地方高校教师和高校

管理者应更多地了解区域的实际，构建有特色的新工科专业

建设方案，教师要重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构建完善

的教学方案，精心提炼工程项目和研究课题，以提升新工科

专业的教学水平，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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