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洁 人文学院 院长

交流经历：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24 日

2019 芬兰考察教师团

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北京工业大学耿丹

学院人文学院一行 40 人（含学工和教务 4 人）前往芬兰进

行教育考察。在芬兰 5 天完成了 7 个公务，除了参访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芬兰大使馆并聆听教育参赞高宇航为人文学院

特别准备的芬兰与芬兰教育概述报告外，还与 2 所大学、1

所教育机构、1 所国际中学、一个奥运体育训练中心进行了

详细的考察交流，以及聆听了人民大学赫尔辛基孔子学院院

长宿琴的海外孔院发展状况报告

。



一、我们眼中的芬兰教育与文化

1.教育目标：能力

此次考察聆听了 7 场报告，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的首场报告

中高宇航参赞首先指出了中国教育应该向芬兰学习的是“以

培养学生生活能力为宗旨的目标”；走进罗素国际学校看见

的是“快乐学习”，崇尚“能力教育”和“个性教育”，该校建于

1891 年，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走班制，一生一课表，

80%的学生到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名校接受高

等教育。20%的学生在芬兰接受高等教育，但在校的学生 14

岁开始接受职业规划辅导师辅导，没有排名，没有考核。有

的是现象教学和写文章、写报告，能力地提升。

当我们走进赫尔辛基城市应用科技大学商谈社工专业的合

作时，该校的系主任首先提出看我们的课程体系，了解我们

的学生有什么能力，强调进入该校读研必须大学毕业有三年

的工作经验。在该校社会系学习的学生 100%能够获得芬兰

国家认定的行业资质，如：社工师证、教师资格证等，也是

把能力放在了首位；中国人民大学赫尔辛基孔子学院宿院长

在介绍孔院招生和课程设置时也谈到：“芬兰人很实际，有

用的课程多少学费都会报名学习，不需要的不要钱也不去

学。”



总之，芬兰教育注重“按照孩子的节奏实施教育”，“支持学生自

主成长”，职业规划师“帮助学生看见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与适合”，

每个人都不急不躁，踏踏实实地生活，用自己的能力生活，用自

己的能力“绿化自己的沙漠”，全国的电视总共没几个频道，但年

人均读书 400 多本，在没有任何培训和备战的情况下参加世界

PISA 考试三年第一。

2.人文关系：信任

罗素国际学校的校长说“相信孩子的成长”。欧盟教育委员会

主席、原芬兰教育部官员、芬兰教育改革人 Eeva 女士说“信

任每个人都有能力找到自己的生活”、“芬兰没有坏老师”，



Haaga-helia 科技应用大学国际中心主任说“老师都有自己

的能力完成工作，不需要考核”，高宇航参赞介绍芬兰师资

状况时说：“教授自己知道做什么，如果不做，他自己都会

不好意思待在这个位置。”......

我们访问时听的每一场报告都充满了对教师的信任，对学生

的信任。当我们入住到酒店，去用早餐没有人“查房卡”；当

我们去体育训练中心参访要乘坐卧铺火车，进出站和上下火

车没有一个人来“检票”；当我们走进国家图书馆，可以自助

看书，可以带娃游戏，可以喝咖啡，可以使用小间谈事或会

议，电脑、ppt 播放器自由使用，全开放，房间随便用、书

随便看、随便借，没有人问你“什么人”；我们几十个人涌进

一家商店，要看什么货品。服务员打开货柜，你随便看，随

意取，没有人紧张会不会被“偷”；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打坏一

个器皿，很惭愧地小声地讲给妈妈听，妈妈拉着孩子走到服

务员面前表示歉意并主动表示要赔偿，服务员说“没关系，

是个意外”。于是服务员、家长和孩子一起把破碎的器皿清

理掉。这次芬兰行听到老师讲的是“信任学生”，管理层是“信

任老师”，看见的是社会的信任。

3.场所管理：高使用率

无论是大学的楼道、还是中学的楼道与大厅、体育中心的场

馆、酒店场所，处处都是开放的空间、高频率的使用，所有



建筑没有豪华的装饰，简洁明了、科技含量高、艺术感强，

特别人性化，都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设置场所的内容，比

如学校的楼道里咖啡台、挂衣架随处可见、图书随处可看、

棋桌自由使用、沙发小聚处安静温馨，体育中心不奢华，

功能齐全，使用率超高。

二、我们的收获

走出去，就会有对比，对比就会有想法，一路上大家不停地

讨论着，每天基本是一个模式：公务前做好“前置作业”，报

告中根据自己的专业积极提问，返回酒店的大巴车上、餐桌

上热烈讨论，闲走的途中是思想的碰撞，晚上是公文推送。

在返回前的夜晚各小组进行了出访总结，每个人都“滔滔不

绝”，总结会长达 3 个多小时，无奈被组长“叫停”。



1.在地国际化被点燃

在芬兰的第二天，大家就感到国际化的第一步是个人的英语

突破，体育老师强烈要求“补课”英语。辅导员老师感到有压

力啦，“以前都是中国学生，以后我们服务的还会有外国学

生，是不是除了英语学习，还要到国外读两年书啊。”教秘

觉得需要提高国际化经验，赶快突破英语，补习国际化教育

的知识。

工作结果：在芬兰的第二天即时表决成立了教师英语俱乐

部，由语言支持中心负责活动。

2.体育运动被点燃

听了芬兰体育训练中心的报告，考察了体育中心的设施设

备，了解了管理人员的专兼职并用情况，体验了体育中心的

冬季户外运动项目，大家的想法跳跃起来：

（1）人文学院将由教师“动”起来带动学生体能改变，结合

人文学院新学期工作计划，成立教师体育俱乐部。

（2）和芬兰体育训练中心相比，老师们想到耿丹体育馆场

地利用率不高，计划设计让学生参与管理的方案，同时借助

中芬体育年，让耿丹体育振兴起来。

（3）形成社区居民到耿丹低费运动的气氛。



工作结果：1.在第 0 周人文学院教师体育俱乐部将民主确立

3 个项目，由体育组指定人员负责指导。2. 委托芬兰 BEAP

教育寻找中芬体育年的参与机会，带领耿丹学生借助体育参

与国家事务。3. 组织学生参与场馆管理，给学生提供实践

的机会。4. 考虑恢复耿丹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招生。

3.跨专业融合和全英文授课被点燃

考察过程中，老师们感受到“听”和“体验”真的不一样，专业

之间完全可以打通，提高英语授课量。

工作结果：汉语国际教育与英语专业的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

打通，大班上课，由张静儒老师上两个专业的《教育学》（课

堂语言 70%英语），鲁志博老师上两个专业的《教育心理

学》（课堂语言 50%英语）。其他课程逐渐开放英语教学。

4.团队凝聚力得到加强



人文学院是由几个教研室组建起来的，人员彼此相对比较陌

生，特别是体育教师办公也不在一起，相聚的机会也比较少，

因此有些老师没有归属感。但此次出访，大家亲密交流，觉

得突然相知了，刘妍老师说：“这次芬兰行对人文的老师们

有了新的认识，对院长有了新的认识。”李小鹏老师说：“以

前觉得自己很孤独，几次精神都要垮了，今天真的感受到了

人文学院的温暖。”

工作结果：（1）人文学院将坚持把茶室、合唱团、英语俱

乐部和体育俱乐部在新学期都建立起来，坚定不移地用文化

凝聚人心。（2）增加全员聚会交流的机会，提高人文关怀。

（3）向院办申请体育老师回到教务楼办公。

5.对孔子学院重新思考

近一年多来，人文学院在国际化进行中一直在整合建海外孔

子学院的资源，本次芬兰考察获得到大量一线的信息，很多

公立大学的孔院举步为艰，对于耿丹来说，没有必要去烧钱，

我们目前需要的是把耿丹人文汉语教育推出去，把留学生请

进来。

工作结果：加大国际夏令营建设和汉语教师的交流外派，促

进在第国际化的发展，吸引交换生和留学生到来。



6.对文化管理奠定了信心

看到芬兰教师的平和、看见芬兰市民的文明，目睹了社会的

“信任”，这一切都源于芬兰教育的改革。那么教育究竟是什

么？是对成长的支持！参访过程中我们想到了耿丹的管理，

想到了“深井效应”，想到了人文学院的“根”文化，只有用文

化管理才能凝聚人心，只有支持和信任才会让教工更有力

量，学生才会真正的成长，耿丹需要打破“深井”，用支持替

代指责。

工作结果：老师们对人文学院的“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认

可了“根”文化，表示今后要按照文化理念行动。

三、我们的合作



1.马上可以落地的项目

（1）Haaga-helia 科技应用大学职业教师培训项目

背景：该项目是芬兰国家指定培训项目，凡是教师岗人员都

要接受一年 60 学分的培训，包含 4 个模块的教学理论、教

学法等，还有一个特殊需要师资培训（这部分师资不仅是面

对问题学生，也包括天才学生）。目前已在 7 个国家落地，

有证书。

状态：协议已经签订，需要和院领导汇报后确定模式再定价

格。

我们的设想：将师资培训项目引进耿丹，落地耿丹培训中心，

先请芬兰教师对耿丹教师培训，然后由耿丹教师与芬兰教师

联合工作面向中国教师进行培训，最后耿丹教师将项目带进

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师资培训，成为耿丹培训中心的一个项

目，特别是特需师资培训将有可能成为重点项目。

（2）双学位学生交流



芬兰本科是 3.5 年毕业，我们可以做 2+1+1。

状态：与应用科技大学已签订多种专业，一年费用 8500 欧

元，只是报价，价格同意再协商。但是社工专业走出去不容

易，此次接洽的城市科学大学在搬家，校长未见到，国际办

主任和系主任表示同意，但没有签订协议，因为需要报告校

长。系主任表示可以派教授前来上课。

我们的设想：以耿丹为基地，开展社工专业国际工作坊。如

果可能可以在新学期邀请芬兰应用科技大的社会系主任或

教授前来讲课，打开社工专业国际化的通道，为学生搭建国

际社工的平台。

（3）国际工作坊

人文学院 2019 暑期国际工作坊已经确定举办，将会从印度

国家来耿丹 20 名学生，此次也向芬兰发出了邀请，同时还

给予他们3所学校 5名汉语国际承办的国家支持的夏令营名

额。

状态：进行中

我们的设想：国际夏令营最好有 3 个国家以上的学生参与，

拟向已经签约合作意向的欧洲学校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学校

发出邀请，争取在 3 月份完成国际夏令营的前期工作。



2.待推进项目

（1）与芬兰的交换生事务。

（2）欧洲汉语教师外派（涉及工作签证等问题，但是印度

已经谈好教师互拍，我们派汉语教师过去，他们派软件教师

到耿丹）。

（3）芬兰留学选拔中心（2 月确定可否落在耿丹，目前的

困难是交通和距离的问题，但我也推荐了汉语国际学院校

区。）

状态：上述三项工作由李洁负责持续推进。

四、人文学院教师管理的思考



人文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品牌建设格局打造文化、建设队

伍、狠抓教改。通过芬兰考察，全体教师对教改基本达成了共识，

因此新的学期，人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教学法改革：

1. 以文化引导教师教育观“转身”。在日常课堂上，教师像家

长一样教育学生、像大师一样教导学生的语言和词句常常被

听见，教师出于真心的关爱，但学生并不买账，甚至产生抗

拒性逆反。和芬兰的老师相比较就是教育观的不同，导致我

们的教师角色混乱，常常讲出非支持性语言，既不利于学生

身心成长，也不利于教育功能的实现。



2. 以支持性讨论代替讲座式培训。中国的教师不差书本知

识，需要的是从哲学的高度解读教育和学生，因此，新的学

期我们将更多的提供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使教师们体悟教

育的内涵，改变教学的模式。

3. 以信任的姿态提高教师的自尊。一个有高自尊的人才会有

高责任心和上进心，因此，我们将多发现教师身上的闪光点，

少贴标签；多欣赏教师的长板，少抓“小辫子”。当老师内在

体悟到了“被信任”、“被欣赏”时，内在的动力将会帮助自己

成长，继而改变语言、改变沟通模式、改变教学方法。

以各种活动提升教师爱的能力。课堂没有“味道”，一方面是教学

艺术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老师没有爱的能力。大

多老师都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走过来，是被“说”大的，思维模

式已经固化，与 00 后的学生难融合，总想让学生按照自己期待

的方向“发展”。其实，“教”和“育”是两回事，大多老师做的只

是“教”的工作。教育者首先应该受教育，可难就难在道理是用来

悟的不是用来说的，大道理讲得越多反而适得其反。因此，人文

学院在今后将举办各种活动，使每一位老师参与其中，激活“感

受”“爱”、“责任”、“生命的疯狂”......感受到爱才会把爱传递，

有了爱的能力才会做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