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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京平，男，1984年生，山东烟台
人。经济学博士，教授，校团委书记，
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CGMA）、陕西
省高校青年杰出人才；学校财务审计
与风险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企
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管理
科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金融学会
副秘书长、陕西省审计学会常务理
事、西安市内部审计学会秘书长。

良师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如落
红，化泥更护花；如老干，扶持新竹
高。徐京平以前辈师者为楷模，不忘
师者初心，切实履行教师的使命与担
当。

归巢燕重返故园

博士毕业后，正值母校商学院初
建之际，结合个人择业意愿和自身实
际情况，徐京平被西法大聘任，踏上
了他无比向往的三尺讲台。“对于回
母校任教的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
过。西法大是我学业的起点，在校期
间各位师长在学业和生活上对我帮
助颇多，毕业后母校又成为我职业的
起点。正是因为有了各位师长的教
导和母校提供的平台，我原本庸常的
生活才充满色彩并具有价值”。怀揣
着对教育事业的憧憬，他追随着前辈
老师的脚步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
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我，才
能点亮自己照亮身边人。

在教学实践中，他对如何成为学
生成长的“引路人”的思考也在不断
深化——从最初严格而略显僵化的
要求，到现在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差
异，努力深入了解每位学生的独特性
格和学习需求。“若授课仅限于机械

复读PPT，实则愧对‘教师’二字。”因
此，他结合商科课程实务性时效性强
的特点，每节课都引入财经热点分
析，力求将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推
动学生在深刻理解理论概念的同时，
能够灵活运用所获知识，以应对纷繁
复杂的实际情境。

传道授业共成长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这条
道路上，徐京平既是受益者，也是接
力者。那些年，恩师的悉心教导与关
怀，犹如甘霖滋润了他的心田，种下
了启迪未来的种子。如今，站在三尺
讲台之上，他不仅倾囊相授，更用心
倾听每一位学生的声音，助力他们成
长成才。

在这个“终身学习”的时代，随着
社会竞争不断加剧，更高的学历往往
意味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机会和
更强的职业潜力。徐京平语重心长
地说道：“从个人成长角度来看，不断
地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在高等教
育阶段的深造，目前依然是实现从普
通到卓越性价比最高的一条道路”。
他鼓励学生们去勇敢追求自己的梦
想，而这条追梦之路就始于手中的书
籍。

课堂上，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
求，饱含对后辈成长成才的殷殷期盼
与关怀；课堂之外，他则与学生建立
起亲密无间的情谊。据他回忆，曾有
学生毕业数年后，乘一夜火车自榆林
赴西安，与他当面探讨疑问。即使时
光荏苒，岁月悠悠，昔日桃李仍对他
满怀敬意与思念。这份跨越时间的
深厚情谊，恰是教育事业永恒的魅力
所在。

教学相长正己位

“如果我们像昨天那样教导今天
的学生，我们就会耽误他们的明天。”
徐京平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
探寻教与学的规律与趋势。“从教育
的核心价值出发，理应确立以学生为
主的主导思想，辅以适时有效的教学
引导。”他说道：“学习，作为贯穿个体
一生的成长历程，承载着知识积累、
能力提升及人格完善的重任。未来
教师的角色将被重塑：教师是引导学
习过程，而非主导。”

立足“互联网＋”背景，他曾提出
构建LBL和PBL相结合、应用于课前
准备、课堂内化、教学评价的三阶段
的混合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教学重心紧贴学生需
求，鼓励多元观点，确保单位时间教
学质量。混合教学环境下，利用弹性
时间增进师生互动，教师应深研学生
特性，据此调适教学方法，实现个性
化指导。

视教书育人如灵魂工程，徐京平
无愧“教学名师”之誉。

（学生通讯社 肖元英）

冯颖，女，1984年11月生，教授，
博士/博士后，商学院（管理学院）副
院长，美国奥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北京大学、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
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陕西省科技专
家，西安市科技专家，陕西预算与会
计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资源
经济与环境管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资源环境审计等方面研究；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 10 余项；
在 CSSCI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科研成果
荣获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平易近人的笑容，亲切随和的话
语，冷静果敢的工作态度，是笔者对冯
颖老师的初印象。“教育是一个教学相
长的过程。学会如何做好学生的引路
人，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研究的课
题。”谈及被评为学校“教学名师”时，
冯颖如是说。她感谢师生对于她的认
可和赞誉，并愿以此为动力与压力，深
耕教育事业，发挥自身价值。

让求知之路充满温度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 11年的从教生涯中，冯颖始终秉
持为学生尽心解惑的信条，陪伴无数
求知若渴的学生走过漫漫求知路。
冯颖教学《会计学原理》时，有几位热
情的学生每次下课后都会与她深入
探讨更多专业知识，从教室走到校车
候车点，从课堂来到校园中，从线下
交流转到线上联系，不论何时何地，
冯颖都不厌其烦地为同学们解答困
惑，交流不同观点。老师愈是认真，
学子愈是热忱。同学们也曾多次向
老师分享：“听了老师的讲解，才发现

原来会计这么有意思。”同学们对知
识探索的热情让冯颖不断思考，如何
才能真正成为莘莘学子前进之路的
掌灯者？在从教的漫漫岁月中，冯颖
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答案：要更
加认真负责地教授给学生最前沿的
学科知识，不断提高个人的教学科研
水平。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求知之
路上不再迷茫，成为学生信任的引路
人。

让一方课堂开拓深度

师泽如山，润物无声。冯颖躬耕
三尺讲台，不断探索教育教学新方
式。冯颖坚信，课堂是“教学相长”的
实践过程，老师与学生需要相互交
流、学习、提高。在教学会计相关知
识的过程中，冯颖创新性地采取了翻
转课堂的方式，组织了小组讨论并汇
报展示成果，为同学们自由、深入讨
论分析成本会计的案例提供了广阔
的交流空间和平台。在不同小组的
汇报中，冯颖发现，同学们针对同一
个案例的计算，采取了多样的解题方
式。在输出过程中，同学们以通俗易
懂的实例，幽默风趣的语言，严谨审
慎的计算，加深了大家对于会计学专
业知识的认识。翻转课堂带来的收
获，使得冯颖在之后的教学过程中更
加注重听取学生们的想法，不断优化
教学方式，拓展专业知识，主动引导
学生们进行深入思考知识点背后的
应用和价值。这让知识不再是束之
高阁的未知物，不再让老师单方面输
出，而是主动带动学生去探索真知，
挖掘真理。

让实践天地具有高度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冯颖深知，对于商学院（管理
学院）的学子来说，知识的应用显得
尤为重要，学生们的知识掌握程度还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因此，她以
社会大环境为导向，结合自己的教学
经验，在育人过程中，要求同学们从
三个维度出发，不断练就过硬本领，
为实践工作做好准备。一是钻研专
业知识，具备扎实的专业业务能力；
二是坚持终身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
综合素质能力；三是善于团队协作，
增强组织协调能力。冯颖认为，高等
学府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当具有专业
能力，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投身社
会实践，不断与时俱进、堪当大任。

提灯引路，路漫漫其修远兮；言
传身教，教淳淳而明道。冯颖始终相
信，教育工作者要坚持“以本为本”

“四个回归”，不忘教书育人的初心，
倾心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希
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多勇敢尝试
新事物、学习新知识，牢牢把握机会，
勇敢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

（学生通讯社 黄心怡）

徐京平：

春风化雨育桃李 润物无声守初心
冯颖：格物致良知 行教化春泥

近日，“喜迎国庆 强国有我 立德树人 再创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书画作品展在长安和雁
塔两个校区同时展出。

本次书画作品展由校工会、社区、离退休管理处、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和老教授协会联合主办，教职工书
画协会承办。展览共征集到我校教职工、校友及我省书画名家的二百余幅作品，作品涵盖了真、草、篆、隶、行各
种书法、篆刻的表现形式和中国传统水墨丹青的绘画神韵，主题鲜明，立意新颖。书画家们怀着对伟大祖国的无
限深情，挥毫泼墨，热情讴歌75年来共和国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和崭新风貌，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表达了
广大教职工“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立德树人、甘于奉献”的崇高志向，展现了我校教职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踔厉奋发，再创辉煌的良好精神风貌。 （校工会）

我校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书画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