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出结果不是唯一目的，把整个过程讲

出来也非常重要。”在 10 月 16 日的一堂《电

工技术 A》课上，工学院副教授冯耀泽和正在

讲台上解题的机械类 2202 班童桂琳同学这

样说。彼时，黑板上有一道关于“RCL 串联交

流电路”的习题，这道题冯耀泽足足讲了近半

小时，不仅有公式的步步推导，还有学生解题

讲解，更有举一反三知识的延伸，他说：“这不

是单纯的做题，一道题可以衍生很多知识点，

而这些复杂的知识点只有一步一步推导，一

点一点引入，同学们才能更好掌握。”

10 月 16 日，《电工技术 A》课堂，冯耀泽

与同学们互动 （记者 徐行 摄）

从上过冯耀泽课程的同学们口中得知，

纵使是那些概念抽象、内容繁多、错综复杂、

晦涩难懂的电学知识，在他的课堂里，同学们

总能找到其中的逻辑，知识能很快学会和掌

握。这或许缘于冯耀泽始终坚守并牢记于心

的一个词———“课比天大”。

站在三尺讲台近 9 年，冯耀泽把“教书育

人”实实在在作为“天大”的事对待，备课、磨

课、讲课、复盘……他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精

进，逐渐形成了他贯穿家国情怀、贯穿工匠精

神、贯穿探究学习、贯穿学术志趣的教学理

念，不断激发着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潜能，让

他们真正学有所获。

层层递进，将复杂知识抽丝剥茧

“教师在教学中要在高阶性、创新性和挑

战度上下足功夫，避免照本宣科，要做到源于

课本、跳出课本，最后高于课本，让学生真正

受益受教，能力素质得到全面提高。”这是国

家级教学名师郑用琏教授在一次和老师们交

流时说的，冯耀泽一直记在心里。

在教学中，冯耀泽紧扣课程“两性一度”

的要求，从基本定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

溯流穷源和精准把握出发，结合实际生活和

科技前沿案例，设置层层递进的问题，不断引

发学生思考。他主讲的专业核心课程《电工技

术 A》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电工技术 A》是工学院机械类本科生的

学科基础课，主要学习内容是电路的分析，也

是同学们公认比较难的课程。为了让同学们

掌握牢固的基础知识并具备一定的运用和分

析能力，冯耀泽想了很多办法。

冯耀泽带领同学们作演算（记者 徐行 摄）

在课程中，分析与计算电路是知识的基

础，而电路的分析与计算要应用欧姆定律和

基尔霍夫定律，由于电路的复杂，计算往往比

较繁复，如何让学生根据电路的结构特点寻

找电路分析与计算的简便算法，冯耀泽从提

问开始。“欧姆定律在高中都学习过，它是如

何应用的？”“基尔霍夫定律是如何提出的？”

“为什么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可以帮助

我们分析电路”……课上，他采用启发式教学

方法，通过提问引导同学们去思考，并逐层剥

茧，分析知识起源，了解概念内涵，拓展应用

外延。

同时，他还鼓励同学们畅所欲言，在讨论

与互动，一起探索电路分析的解决方案，分析

答案的局限性，启发他们找到更全面合理的

答案。在师生一次次具有挑战性的探索中，等

效变换、支路电流法、叠加定理、戴维宁定理、

结点电压法、非线性电阻电路图解法等分析

电路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知识点逐一“击破”，

同学们也在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中体验挑战

的乐趣。

冯耀泽带领同学们实践（受访者 供图）

“在这个过程中，冯老师引导我们跟随他

的步伐推理演算，打破了以往空背定理和公

式的常规，使知识融会贯通，这不仅培养了我

们质疑和挑战的科学精神，还在思维碰撞中

不断构建了知识框架和逻辑思维体系，让我

们在学习中体会不断进步的成就感，在主动

思考中获得快乐和能力。”曾经上过冯耀泽课

程的工学院机械 2102 班雷文芊回忆说。

工学院机械 2101 班张驰则说：“还记得

当年上课时，冯老师善于将复杂的问题变成

逻辑连贯的渐进过程，在我们跟着他一步步

思考的过程中，许多复杂的知识变得清晰了

许多。经过这样一次次的历练，我对学术研究

更感兴趣也更有信心了。”

四个“贯穿”，有机融合增进学习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冯耀泽发现，如果将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有机融合并贯穿

在课上和课后，不仅有助于启发学生科研精

神，锤炼学生实践创新能力，还能增进学生的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家国情怀。于是在多年的

不断摸索总结中，“贯穿家国情怀、贯穿工匠

精神、贯穿探究学习、贯穿学术志趣”的教学

理念逐渐形成，并用于实践。

“发光二极管”，即 LED 的原理、构成等

是《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重要的知识点，也

是难点，只有学好这个基础知识，才能深入探

索电子技术的奥秘。如何上好这一章节内容，

“四个贯穿”发挥了作用。

冯耀泽将课程知识逐步推进（受访者 供图）

“你们看，狮山夜晚美如画！”课堂上，冯

耀泽为同学们展示了元宵佳节狮子山广场

“火树银花”般的场景，他向同学们介绍道，正

是由于 LED 的点缀，才有了五彩斑斓的世

界，而让 LED 更绿色、更节能是未来的发展

方向，希望同学们掌握 LED 的原理和构造，

用大家的智慧设计出能造福国家和社会的产

品。

“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人类发明蓝色

LED 的过程很艰辛”，于是冯耀泽又和同学们

生动地讲述了 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发明蓝色 LED
的过程和意义，并从中提炼出敬业、精益、专

注、创新等工匠精神。“我想这样的精神值得

我们工学人学习”，冯耀泽和同学们说。

冯耀泽与同学们交流（受访者 供图）

为了让同学们对 LED 的学习内容有充

足的思考空间，冯耀泽还会基于建构主义，通

过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探索新知识。如

在讲解工作原理时，通过指出 LED 的特殊

性，引导同学们从能量角度去分析 LED 中载

流子的运动状况，进而引出禁带宽度的概念，

让他们自行分析 LED 发光的机制；在讲到技

术参数时，由单色光拓展到白光的产生，并以

大家手上的手机 LED 为例去思考白色 LED
怎么产生，进一步提问，变颜色的 LED 如何

实现……工学院机械 2101 班张驰说：“问题

逐步提升难度的同时，同学们跨过了一道又

一道关口，体会探索未知问题带来的快乐，同

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在冯耀泽看来，知识学习还应激发同学

们的学术志趣，所以在整个授课过程中，他重

在引导同学们以学术研究的视角开展知识的

探索，培养他们的学术思维，在不断质疑中找

到和解决新问题。“LED 发出白光需要多种

材料参与，那能否利用单一材料发光呢？”这

个提问让安静的课堂变得嘈杂了起来，同学

们相互讨论，并查阅书籍，力求解决这个问

题。看到引发了同学们的兴趣，冯耀泽则适时

地推荐了《自然》杂志一篇关于钙钛矿的论

文，他鼓励同学们根据文献分析，在不断质疑

中周全、细致地找寻问题的答案。

钻研教学，锤炼技能只为授之以“渔”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而我正是那棵被摇

动的‘树’，那朵被推动的‘云’。”冯耀泽说，他

的成长深受一个人的影响。2005 年，还在华

农读大二的冯耀泽在专业基础课《理论力学》

的课堂上认识了工学院吴一鸣老师。

冯耀泽在课堂上（记者 徐行 摄）

“我是吴老师带的最后一届学生，吴老师

当时已快退休，为了精神饱满地为我们上课，

她戴着助听器，声音依然洪亮，这个场景我一

直记得。”据冯耀泽回忆，吴一鸣老师会通过

跳跃、拉伸等动作帮助他们掌握相关力学概

念的内涵，也会通过工整美观且富有启发性

的板书步步推演帮助他们领略力学知识的逻

辑。吴一鸣老师对待教书的一丝不苟和育人

的严慈相济，深深烙印在了冯耀泽心中，也影

响了他。

成为老师的冯耀泽不忘师恩，他将吴一

鸣老师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人格魅力继续

发扬，在电工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等课程的讲

授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钻研教学艺

术、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理念和锤炼教学

技能，在持续改进中扎实做好教学的每个环

节，让同学们对枯燥的理论知识有足够的兴

趣，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掌握知识。

课后，冯耀泽解答同学的疑问（记者 徐
行 摄）

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成长，冯

耀泽还会在课后主动关心同学，了解他们在

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并及时给予指导和帮

助。为了让同学们形成正确的“三观”，他还注

重分析当代青年时代特点，用同学们喜闻乐

见的方式在课上课下引导，让其在“沉浸式”

学习中增长才干。

毕业多年的余伟同学至今依然对冯耀泽

赞不绝口。大二时上完《模拟电子技术》课后，

余伟深受启发，于是选择跟随冯耀泽开展基

于光谱成像技术的微生物检测技术与装备的

交叉学科研究。经过努力，余伟不仅发表了

SCI 论文，还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

成果奖。现就职于我国某知名电子技术公司

的他已成为技术骨干，他正在用他的所学为

企业和社会创造着价值。余伟说：“正是在《模

拟电子技术》课堂内外，冯老师对我思维方式

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才让我发现了自己

的潜力，我想这对我一生受益。”

“冯老师的课有点不一样，上课很‘烧

脑’，但是很享受。”“在冯老师的课堂，他鼓

励我们提出不一样的问题，我感觉自己的大

脑比平时要活跃得多，我们的创新能力得到

了锤炼。”“上冯老师的课是有挑战性的，需要

始终保持专注、保持思考，但收获真的很大”

……同学们在课程结束后在评教系统上写下

的真挚评语，成为冯耀泽在教学中持续努力

的不竭动力。

冯耀泽为同学们作演示（受访者 供图）

冯耀泽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

法’，这是教育家叶圣陶对教育教学的总结，既

是指引，更是方向。未来我还将不断探索，在持

续改进中扎实做好教学的每个环节，真正让学

生热爱学习，最终学有所乐、乐有所得。”

冯耀泽：四个“贯穿”，让学生学有所乐、乐有所得
本报记者 徐行

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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