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为本 育人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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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翟开顺 汪若宸 

采访地点定在科技楼，电话联系后没有多久，毕老师便从家里赶到了他的办公室大学 

数学教学中心，等着我们的到来。初次见面，带着点羞涩与紧张，我们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没想到，毕老师十分热情，几句话便把笔者的紧张和羞涩吹得烟消云散，于是，一场从容的 

采访便开始了。 

求学——勤奋刻苦 厚积薄发 
1975 年毕老师毕业于湖北省黄梅一中，随即便下乡成为了知青。1977 年底国家恢复高 

考制度，毕老师考上了当时的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虽然被安排到数学师资班 

学习与他的第一志愿——自动化专业并不相符，但他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从此便与数学结下 

了不解之缘。随着对数学专业的不断学习，他对数学科学有了新的认识，从中得到了学习的 

乐趣，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便成为了我们现在的 HUST的一位数学老师。 

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 毕老师最大的感触是当时浓厚的学习氛围。 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活 

丰富多彩，有许多学习资源，有许多课外活动。当时的学习资源极度匮乏，例如买一本新英 

汉词典， 需要前一夜到书店门口排队。 图书馆借书也不是开架， 能借到一本参考书极为困难， 

于是逾期不还，宁赔不还大有人在。那时候大学生活的全部就是学习，程度接近疯狂。由于 

十年文革耽误了许多人的学习机会和时光，进入大学的学生都是争分夺秒。由于寝室到晚 

11 点就熄灯，一些同学便选择在路灯或过道灯下继续看书，点蜡烛夜读的也很普遍。在这 

样浓厚的学习氛围下，自然成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毕老师也在这样的熔炉中，磨炼了刻苦 

学习的精神，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教学——用心良苦 以人为本 

大学毕业之后，毕老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经历了读研，做课题，写论文，学习拓 

扑学、金融数学等过程，有了许许多多的体验和感悟之后，他发现与学生交往的教学工作最 

能给他带来快乐和成就感。 于是，他不断的研究教学内容，编写教材，改进教学策略和方法。 

2000 年时，他申请了高等数学网络课程立项，于是成为了制作电子课件和掌握多媒体教学 

手段的行家，在课堂上，他的多媒体手段应用得心应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谈到微积分课程的作用，毕老师认为，作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重要成就，微积分课程包含 

了丰富的数学思想，不仅可以运用到各个领域，而且为以后的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微



积分教学课时长达一年，老师可以和同学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更能影响学生。 

谈到学生， 毕老师说他一直把学生当作亲人看待， 他乐于与学生交流， 了解他们的想法， 

为他们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他看来，每个来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孩子，都是付出了很 

大的努力，肩负着家人的希望的。教师和学校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位学生，无论这个学生当前 

的成绩如何。他觉得，一个学生，你越是忽视他，他就会愈发的失去自信，只有多关注，多 

鼓励，才能使学生有更多的学习动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他与学 

生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很多同学在遇到困难时，无论是学习上的，还是生活上的，都愿意 

来找毕老师寻求帮助。 

在教学手段应用上，毕老师也走在前列。他将 flash、ppt、word、mathcad 等多种软件 

应用于自己的课堂教学，用绘图板和电子粉笔取代了传统的粉笔黑板，发展了教学手段。不 

仅如此，毕老师还创建了自己的课程网站，笔者在百度上搜索毕志伟微积分六个字，头条便 

是毕老师创建的网站， 所有内容都是与微积分教学相关。网站不仅有教学的课件以及复习资 

料，还有毕老师自己对一些微积分问题的心得体会， 以此来帮助同学们更好的学习和理解微 

积分的思想。更有意思的是，网站上还有每一届学生们的原创课程论文。 

毕老师认为， 在大学之前我们所受的教育大多是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只是让学生被 

动做题，没有鼓励探索和主动研究，这极大地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因此，他在教学过程中特 

别注重激励学生主动思考，培养大胆创新的拓展能力。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毕老师要在教 

学过程中构建出探究未知的氛围， 点燃火花， 然后鼓励学生细化自己的想法， 形成数学论文。 

网站论文的题目是由同学们自己拟定的， 内容可以是对某道题目的不同解法，也可以是对某 

个问题的探究。发布在网站上比较优秀的数学论文，大多是毕老师和同学反复讨论，不断改 

进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挖掘了同学们的潜在的研究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的学生 

在毕业之前的大学回顾当中就常常提到这种教学模式对其科研能力的影响最大。 

生活——风趣幽默 积极向上 

生活中的毕老师爱好广泛，乒乓球，排球都是数学学院的主力。QQ，微博，当当和淘 

宝他都在行。 对很多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当笔者说到数学是让很多同学感到头疼的科 

目的时候， 毕老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 过去的教授方式过于注重数学的形式化， 

注重解题方法，并没有强调数学概念的的背景知识和生动的应用， 没有让同学们感受到数学 

的内在美丽。他还笑言，如果教学方式不当，即便自己是数学老师也会觉得枯燥乏味而失去 

学习数学的兴趣。他觉得，数学的教授方式应该是生动的，是直观的，甚至可以是通俗的，



教学的成功首先需要让同学有兴趣，因此他很注重用现实的例子来引导数学知识。他举了关 

于领土争端的例子，双方如果互不相让，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对方的利益，那么这样的 

局面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只有双方在不损害对方的利益同时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达成的平 

衡才是稳定而长久的， 而这样的最优便是所谓的纳什最优。将抽象的数学知识搭载在一个生 

动的例子上， 毕老师很快就让我们明白了纳什最优的含义， 也让笔者对数学有了不同的认识。 

问及对当前大学生的看法时，毕老师在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所存在的问题。他说，现 

在的大学生与他们当时相比，由于生活条件的提升，同学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多了，因而眼 

界宽阔，更加聪明。但同时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可能就是责任感 

的不足或缺失。在他们那个年代，从小就要考虑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经济条件， 

让父母享享福，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反观现在，很多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良好， 

要啥有啥。因此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感缺失。他也坦言，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归因于学 

生，主要是外部环境造成，但是当代大学生也应该时常反省，努力成为有思想，有知识和技 

术，有意志，责任感强的成功者。 

谈到当前大学教育的诸多问题，毕老师显得忧心仲仲。他认为，作为老师，应当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学生，让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个人的力量可能显得微不足道， 

不能改变太多的东西， 但是只要能让自己的学生得到一些收获，那么自己的付出也是很值得 

的。 

采访的最后，毕老师笑言自己还有  5 年就退休了，有了这个倒计时，他对今后的五年 

规划更加看重，更加努力。尤其是要总结 30 多年的教学经验，传递给年青一批的新教师。 

还想打造网络时代的微课程，造福于更多的社会学习者等等。 

后记： 

和毕老师的采访是轻松愉快的，毕老师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从毕老师的言语里，笔者看 

到的是一位以育人为最高准则的优秀教师，毕老师为学生们着想， 坚持让更多的学生受到良 

好教育的理念也让笔者感动。 笔者也真诚的希望毕老师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加辉煌的成 

就。 

附： 

毕志伟，副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大学数学教学中心支部书记， 

两个课程教学网站的版主，176 课时的理工类微积分学课程组组长。 

出版过多种微积分教材和辅导书



1982 年由华中工学院基础课部数学系（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前身）毕业留校任教至 

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