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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学校发

展的关键之年。为激励全校教职工增强本领，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以实

干实绩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校工会联合宣传部推出“强本

领 勇担当·小岗位也有大作为”系列专题报道，本期校报刊发部分教师

心得体会，展现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风貌。







 

我 自 2003 年 考

入建大冶金学院，至

今一直在建大求学

和工作。作为一名

土生土长的建大人，

我备感骄傲自豪。

回首过往，百感

交集。2010 年留校

从事教学和实验室

管理工作，主要从事

金属材料制备与加

工 理 论 及 技 术 研

究。目前，我担任西

安市搅拌摩擦焊接

和加工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兼任中国有

色金属学会先进焊

接与连接专业委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等 。

主持国家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军委科技

委 173 重点基金、陕

西省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等 20 余项。发

表学术论文 152 篇，

授权发明专利22件，

主编教材 1 部，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发明

一等奖 4 项。获“陕

西省青年科技新星”

“陕西高校青年杰出

人才”“全国有色金

属优秀青年科技奖”等。指导学生荣获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陕西省优秀毕

业生”“宝钢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回

首过往，成长之路上虽有自己的辛勤付

出和努力奋斗，但离不开导师的谆谆教

诲、领导同事的关心支持以及学校、学

院的悉心培养。凡此种种，皆铭记于

心，唯有感恩感谢。

立足今日，感慨万千。结合个人经历

在青年教师成长成才方面谈三点体会。

第一，青年教师成长成才离不开学

校、学院的好制度。国以才立，业以才

兴；千秋伟业，人才为本。我校深化人

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推进人才强校战

略，推出了一系列人才跃升举措。比

如，业绩突出的青年教师可以破格晋升

教授的职称评审机制、优秀青年学者培

育计划、能上能下的导师岗位竞聘制度

等。我所任职的冶金学院全面推进人

事制度改革，在岗位聘用、职称评审等

方面建立了“积分制”业绩成果评价体

系，所有教师一视同仁，一把尺子量到

底，打破人才晋升“天花板”，让优秀青

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支持优秀青

年教师转岗聘用、多岗锻炼，畅通了青

年人才上升通道，激发了青年教师奋发

有为的强大动能。这些举措对我的成

长帮助很大，体会深刻。

第二，青年教师成长成才离不开团

队的支持。当代科技发展趋势是学科

交叉融合。没有团队，就不可能搭建大

平台、争取大项目、取得大成果。我校

精准把握当代科技发展新时局，把团队

建设放在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

突出位置，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创

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高水平科研团

队。我本人隶属于王快社教授领衔的

“高性能金属材料制备与加工”团队，团

队给予我全方位支持，夯实了我的学术

根基，增强了学术自信，对个人成长起

到重要作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团队也入选了陕西省“三秦学者”创

新团队和中国有色金属创新争先团

队。总之，优秀的团队是青年教师成长

成才的摇篮。

第三，青年教师成长成才离不开浓

厚的校园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氛围

是青年教师成长成才的精神沃土。我

校作为一所学术积淀深厚的大学，经过

一代又一代建大人的传承创新，学术氛

围不断提升。当前正在推进的“11445”

发展新格局明确了“学术立校、自强报

国”的办学理念和“崇尚学术、追求卓

越、求真务实、苦练内功”的基本思路，

为我们青年教师指明了奋斗目标。全

校上下牢固树立崇尚学术、尊师重道的

意识，满腔热情关心教师，发自内心尊

敬教师，积极为教师开展工作创造良好

环境。这极大增强了我们青年教师干

事创业的底气和勇气，让我们感到很暖

心、很踏实、很幸福。

展望未来，踔厉奋发。在前进的道

路上，我将学习老一辈建大学人虚怀若

谷、毫不懈怠的精神，努力钻研、严谨笃

学，精通业务，紧盯科学前沿，努力提升

学术水平，为学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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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文
（
冶
金
学
院
）

学术为志 矢志不渝
◇李新宏（资源学院）

将所见注入学术 把前沿融入教学
2019年博士毕业，我选择了西安，

这个古色古香又时尚弄潮的西北城

市。作为一名城市管理研究者，我喜欢

走近林立高楼，欣赏气势磅礴的科技之

变，也喜欢漫步小街窄巷，感受热气腾

腾的生活之美。城市带给了我学习的

素材，而建大提供了我进步的平台。

入职管理学院的三年“青椒”之

路，是压力与动力并存，痛并快乐着进

步的过程。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

变，没有了导师的引路，我逐渐学会了

向长者请教以提升能力、与同事交流

以拓宽视野、和学生交友以汲取新知，

并在工作中全方位出击，理论与实践

同行，教学和科研并重，以传道授业为

本职使命，定科教成果为工作目标，踏

实奋进，踔厉奋发，为教师事业持续投

入全身心的努力与激情。

教学方面，我主要讲授“房地产开

发与管理”“城市分析与规划”两门专

业课程。在课程设计中，我将城市发

展与房地产业现状融入教学案例，通

过对不同城市在各阶段出现的或成功

或失败的经典案例进行深入探讨，引

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城市建设中

的社会问题、剖析房地产业发展中的

转型之路，为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衔接

就业实践提供多方位的教学指导。同

时，我还鼓励学生读万卷书的同时要

行万里路，从本地城市开始，用脚步去

丈量、用心灵去感受城市发展所形成

的空间肌理、社会脉络。亚里士多德

说：“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学生只

有把课本上冷冰冰的文字与城市中热

腾腾的生活相融合，才能将学习思维

转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以发现新事

物的热情投入学习，获得事半功倍的

知识积累效果。

科研方面，我主要从事城市更新的

社会影响研究。研究始于热爱，便少了

一些枯燥乏味的无奈。工作之余在城

市中穿梭，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看看

想想，既可以缓解压力，又能为研究寻

找灵感。因为热爱这座城市，所以想让

它变得更好，为新城区日新月异的繁华

而喜悦，也为老城区逐渐老去的颓败而

叹息。我想追随潮流的步伐，更想留住

时代的印记，所以尝试研究城市更新给

这个城市带来了什么，想让失去颜色的

老城区从尘土中再开出花来。老住宅

区、老工业区、老商业街区，它们陈旧却

有韵味，展现着一座城市最

真实的面貌，也给城市中生

活的人儿提供最朴实的关

怀。城市更新将现代化引

入这庸庸碌碌的俗世空间

中，带来了热闹繁华和人们生活的便

利，却带走了旧日印记和人们散漫的温

情，而延续旧日美好并提高生活品质才

是两全的发展之路。由此看来，城市更

新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还有很多的待

做之事。围绕这一话题，我展开了城市

更新决策研究、城市更新对居民福利的

影响、城市更新后社区治理研究等，以

期为我热爱的城市贡献些微的力量。

在获准1项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

目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发表

3篇SSCI期刊论文，出版1部专著。以

此为基础，我将研究中的所见所思融入

教学，分享前沿理论，探讨热点话题，训

练学生的科研逻辑思维，带领学生踏入

城市管理的学者之路，为城市发展培养

后继力量。

入职三年，我带着青涩的成熟甘于

奉献、耐得寂寞，站好讲台、潜心科研。

未来，带着多一分对职业和专业的热爱，

每天进步一点点，在学生培养、学校建设

与城市发展的历程中留下自己一抹正向

印记，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踏上教育工作岗位，成为一名青

年教师，建大为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

我的舞台，开启了新的人生征途。在

资源工程学院，我学习了许多，也成长

了许多，更收获了许多：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

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纵横向科研课

题10余项，入选建大首届优秀青年科

研团队、第四届优秀青年学者（青蓝青

年学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0项，受邀

担任国际期刊学科编辑，担任《石油科

学通报》执行编委、《油气储运》期刊青

年编委、中国钢结构协会海洋钢结构

分会理事、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储运专

业委员会青年工作部委员。这点点滴

滴，见证了我从青涩的毛头小伙，蜕变

成了真正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

老师。

作为一名硕士生导师，主要任务是

培养真正的适用于社会的人才，不能只

是专业技术的机械执行者和安排者，而

务必是实践的自觉反思者和引领者。

因此，在日常工作和教学中，我时常勉

励自己处于不断学习的状态，不仅要探

究科研领域学术前沿，更要将“边学边

干、边干边学”的思想通过自己的行为

传承到课题组和学生的身上，教导他们

会学习、爱学习、享受学习。

通过锻炼，我深刻认识到教育理念

对教学工作的重要，在教学中学会反

思，在反思中总结，真正提高教学能力，

因材施教，做一个智慧型导师。在保证

导师主导、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更应

灵活机动、因人而异、因生而异、各有千

秋，针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不仅做

到教学有法，更要体会导教无定法，贵

在得法。有的同学实验操作能力比较

好，有的同学英语水平比较高，有的同

学心思缜密善于思考，在考虑学生特点

的同时我因人而异，制定了不同的研究

方向，时常了解实验论文进度，鼓励课

题组高年级和低年级间进行头脑风暴

和专题辩论，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科

研能力，在面临科研与毕业的压力时，

也适当为他们减压，将课题组组建为一

个温馨大家庭。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教自己，要想学生

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要先成为这样

的人。我谨遵“教育不是说教，而是影

响，是感染，是熏陶”的思想理念，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学术为志，矢志不

渝，这是作为教师的核心，也是我做事

的根本。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更

多的责任心和精力投入工作和科研

中，以平等的心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每一位学生，亦师亦友，严格遵守教师

职业道德，在这三尺讲台上心怀梦想，

勇敢前行。

◇周玉琳（管理学院）

编者按：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古

建筑便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

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如果古建筑会说话》是央视《百

家讲坛》设置的一栏节目，目的是通过古建筑背后的故

事，给观众了解传统文化提供一个立体的窗口。传统建

筑种类繁多，为了突出重点，栏目组选取了“官式建筑”和

“民居建筑”两大类，并以试讲的方式在全国挑选主讲人，

最终选定湖南大学的柳肃教授和我校祁嘉华教授，两人

分别讲述“官式建筑”和“民居建筑”。本报将陆续刊载祁

嘉华教授在《百家讲坛》栏目讲述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人们常常把建筑形容为“凝固的音乐”，而音

乐的最大特点就是多种多样。在中国建筑大家族

中，最多种多样的就是民居。那些经历了无数风

霜雨雪保存到今天的祠堂则是民居中的精华。

电视剧《白鹿原》中，村中的重大事情都要在

祠堂里解决。祠堂自然也就成了村中最神圣、最

引人注目的地方。从选址上看，祠堂所处的位置

都很优越，既要便于大家到达，还要位置醒目。北

方人在建造祠堂时一是选择村子的中间位置，二

是要选择面向阳光的朝向。在南方，祠堂一般都

要面水临街，处在村子的最好位置上。从体量上

看，祠堂的造型都很气派。除了占地面积大，建筑

的体量也要大一些。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些讲

究：首先，大门比一般民居要建得高大气派，以显

示祠堂是公共活动的地方。其次，正堂是祠堂的

主体，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地方，自然要布置的

神圣庄重。最重要的是，祠堂是家族文化的厚重

之地。人们会把祖上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展示在这

里，彰显祖先功名和精神品质，让后人学习继承。

作为旁观者，也可以从祠堂看到一个家族的历史

和业绩情况。

祠堂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地方。首

先，祠堂中的血缘意识。在考察过甘肃的大地湾

遗址、河南的仰韶村遗址、浙江的良渚遗址后我做

出一个大胆推测——在没有能力营造大型地面建

筑的年代，墓地就是先民们寄托哀思、怀念故去亲

人的地方。后来祠堂的一些讲究也雏形于这个时

期。其次，祠堂中的家国意识。在中国，同血缘就

是一家人，不论年龄大小、职业差异、地位高低，只

要姓氏相同，大家就是亲戚。这种“同姓三分亲”

的血缘观念，对维系家族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再

次，祠堂中的祖先崇拜。清明前后，祠堂里的人最

多。对家族宗亲来说，既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之

情，也有对祖先保佑平安的一种祈盼。

在中国，祖先崇拜有一个由模糊到具体的演

化过程。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年代，人们还没

有明确的祖先意识。“盘古开天”的传说，则是社会

由母系向父系转移的产物。男子在生育和社会创

造活动中地位越明确，后人认祖归宗的意识就越

具体，开始有了前辈祖先可以庇佑本族成员、赐福

儿孙后代的崇拜心理。除了每年的家族祭拜活

动，家族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往往也会在祠堂里举

行。面对祖先的牌位，人们心理上好像就有了一

种寄托和踏实，举行的各种活动好像也具有了权

威性。这样看来，祠堂在民居中所以“鹤立鸡群”，

所处的位置和建造形式给人的只是视觉上的冲

击，更重要的还在于祠堂是家族血缘的维系之地、

家国一体的结合之地、列祖列宗的供奉之地。正

是因为承载了如此重要的信息，祠堂当然也成了

最能体现血缘宗亲文化的地方。

祠堂是最能体现营造水平的地方。与普通民

居比较，建造祠堂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整个

家族的大事情，同姓宗亲们会请一些上好的工匠

来把关。不过，由于地区不同，南北方祠堂营造的

讲究还是有所不同。

北方祠堂讲究精工细作。主要体现在选材和

加工两个方面。先说选材。我到过关中地区的不

少祠堂，仔细端详房屋主体上的大小梁柱，工匠们

不仅选材精，在木料的干燥时间上也毫不含糊。

再说加工工艺。祠堂的建造涉及木砖石材的锯、

刨、凿、砌、磨等工艺，大概包括几百道工序。如果

加工工艺粗糙，房屋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南方祠堂讲究美轮美奂。不仅外观造型上

美，木砖石雕也让人过目难忘。他们把更多精力

用在了建筑主体和各个构件的精心设计上，既有

砖石结构之巧，还有内涵丰富之妙。

总之，祠堂既是一种民居，也是中华民族多种

姓、多信仰的最好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说，祠堂不

仅是维系家族血脉的地方，也对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枝繁叶茂起过重要作用。所以祠堂才可能在

众多的民居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居

之冠”。

民居之冠是祠堂
◇祁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