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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内蒙古占据
学术研究的一席之地

张钧的教学和科研能力都是学
校里的佼佼者，因为他的学术研究，
也让内蒙古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方
面的研究在全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
地。2012年以来，张钧先后发表了《文
本解读课程建构研究》、《语文教师职
业技能量表的编制》、《语文课程建构
主体的价值实现机制》、《当代语文教
学研究范式的现状、困境与突破》、
《“文本解读”的读与学》、《基于语义
范畴理论的蒙古族学生汉语动宾搭
配教学研究》、《1959至1966语文教学
心理研究的演变》等学术论文，并完
成专著《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研
究》。

另外，张钧还主持了内蒙古自治
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元语
言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释义模式研
究”、内蒙古社会科学联合会项目“蒙
古族学生汉语文化认同感培育研
究”、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项目“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文教师教
学效能感发展研究”、内蒙古师范大
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语文教师心理学的建构研究”
等。张钧目前还担任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全
国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等职务。

出色的能力和辛苦的付出，让
张钧获得了很多荣誉：2013年第八
届中青年教师技能大赛二等奖；
201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第二十届科
研评奖三等奖；2015年内蒙古师范
大学第四届师范生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201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第
四届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2015年第三届全国
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2016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实践
优秀指导教师；2016年第四届全国师
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2017年，他的作品《语文教师文本
解读教学化研究》被评为内蒙古自治
区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
府奖二等奖。这对一名青年教师，是
莫大的鼓舞。

张钧说，几年的学习和教学中，
他深深体会到，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这
个专业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的难度
有多大。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博士人
才，张钧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高的学
术成果，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学院同仁
的努力，能让内蒙古师范大学培养出
更多合格的、优秀的教育人才，更让
内蒙古的科研水平在全国的学术研
究中不断进步。

“唯一”博士张钧：培养园丁的人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80后博士张钧有着与众不同的标签———他是内蒙古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士生，师从北京师范大
学刘淼教授。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这个专业的博士点，目前全国仅有6个，每年培养的博士生不足10人，可谓绝对的稀缺。然而，师出
名门的张钧却选择回到母校，回到他热爱的教师岗位，带着对教师这个行业的热爱，张钧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师范毕业生，也指导过
许多一线教学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他梦想和为之奋斗的更高的目标是，让内蒙古的语文教学研究在全国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

挑战难考难读的
博士学位

跟张钧的谈话很高效，他会认真地倾听你
的问题，短时间内迅速构思，形成简练严谨的回
答。没有口语化的重复，措辞准确、逻辑严谨、表
达清晰，抄录即可成文。整段采访，张钧的回答
都是如此，这样的采访对象比较少见。他告诉记
者，这样的表述方式，也是他一直以来对学生们
的要求。

4月28日，记者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校园里
见到了张钧。80后的张钧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
青涩，身上有着大学生的气息，也许是因为从
1999年考上大学之后，他就再没有离开过校
园的缘故。张钧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求学史，
这听起来更像一部学霸生成记———本科考入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系, 出于对所学专业的
喜爱和对硕士生导师的敬佩，研究生又考取
了本校的语文教学与课程论专业。他的硕士
生导师，就是内蒙古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科
的开拓者、也是全国语文教育界颇有学术影
响力的李瑛教授。

三年硕士阶段的学习，张钧对自己所学的
专业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有了继续考
博的念头。考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士，
难度是超乎想象的。该专业的硕士点，几乎遍布
全国所有省属师范类大学，而博士点则仅有6
个，每年招生人数不超过10人。张钧选择的，是
该专业实力最强的北京师范大学。

2006年硕士毕业那年，张钧尝试了一次考
取博士，但未能如愿。随后，他留校从事行政工
作，兼参与教学科研。200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开始从政策和经
济两方面要求并鼓励年轻老师考取并攻读博士
学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张钧再次考虑自己
考博的事情。

虽然考博一直是张钧的梦想，也有一定政
策鼓励，但是否报考他也心有顾虑，一方面因为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刚刚稳定，另一方面是依据
学校的政策，留校老师要工作满5年之后才能考
博，还要考虑学校的意愿。不过，张钧觉得考上
自己梦想中的学校，绝非一夕之功，便将顾虑搁
置。2008年起，张钧就开始了复习准备。

没想到的是，半年勤奋严苛的学习之后，
2009年3月，张钧通过了考试，考取了著名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刘淼教授的博士生。刘淼教授是
国内唯一一位具有心理学博士学位背景的语文
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博士生导师，是当时国内语
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领军人物，科研和教学
方面的严谨态度在学界广为人知，对博士生的
要求之高也是出了名的。能够考上她的博士生
十分困难，要想毕业并顺利拿到学位，其背后要
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

此时，让张钧犹豫的却不是读博士本身的
困难。那时，张钧的孩子刚刚出生，读博士就意
味着将没有经济来源，刚出生的孩子也要留给
妻子一个人照看。思前想后，张钧甚至决定放弃
这次机会。此时，家人和学校给了张钧莫大的支
持，在他们的鼓励下，张钧决定，要在学术的路
上，再向前迈一步。

张钧告诉记者，博士
阶段的学习，仿佛给了自
己一双飞翔的翅膀。新的
研究方法、更充分的学术
资源、更广阔的交流空间，
让张钧如鱼得水，迅速提
升。入学后，导师刘淼教授
对张钧说：“语文教育研究
一定要语文学科属性，同
时也一定要从教育的高度
去理解语文。”这句话一直
指导着张钧理论创新的方
向。

刘淼教授在心理学方
面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这
对张钧的学习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导师让他从哲学、
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
知识的学习开始，以俯视
的心态培养语文教学研究
的问题意识，让他建立学
术研究的信心和勇气，敢
于对语文课程和教学的本

质属性进行探寻，教育他
一定要做有价值的研究，
写有价值的文章。这让张
钧的研究视野和层次有了
很大的扩展。

张钧在博士阶段的学
习中，协助导师指导了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师范生
本科生技能训练，参与刘
淼教授主持的多项课题的
研究工作。正当张钧的学
习和科研能力不断上升
时，导师刘淼教授的身体
却出现了状况。在张钧博
士论文送审和答辩阶段，
刘淼教授已经到了弥留之
际。

悲痛中的张钧，替恩
师承担力所能及的负担。
他继续指导着几名硕士研
究生的学习工作，并陪伴
照顾导师最后的日子。最
终，病魔夺去了导师年仅

55岁的生命。带着难以磨
灭的剧痛和无限的遗憾，
张钧通过了博士论文答
辩，他也成为了刘淼教授
生前带过的最后一名博士
生。

张钧觉得，自己跟导
师还有那么多的知识没能
学习，她的言传身教，让自
己终身受益。再回到教育
岗位，自己要像刘淼教
授一样，精于学术、为人
师表。毕业后，作为名校
毕业的稀缺人才，张钧
有很多选择。不少知名
院校都向张钧抛出了橄
榄枝。但张钧却没有丝
毫犹豫，毅然选择了回
母校内蒙古师范大学。
他因此也成为内蒙古高
校中第一位也是目前唯
一一位语文课程与教学
论专业的博士。

博士毕业回到母校，
张钧便投入到了教学工
作当中。他主讲“语文教
学设计论”、“语文课程标
准与教材研究”等本科课
程及“语文教育测量与评
价”、“语文教育前沿专
题”等硕士课程。

普通教育学很少从
语文学科出发进行专门
的研究，而更多的中国语
言文学的学科专家是从
语文学科知识的角度关
注语文教育的发展。张钧
就是要融合教学论与语
文课程，做一个“桥梁型”
的老师。在教学实践中，
张钧的理论得到了验证。
他所带的学生，多次在全

区和全国的技能大赛中
获奖。

作为全区在职中学
校教师能力提升的培训
基地，内蒙古师范大学承
担着在职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张钧作为文学院的教学
科研骨干，近几年来多次
参与对全区中小学语文
教师的培训工作。与一线
教师的面对面接触，让张
钧的教学科研更具实践
性。

张钧记得有一次给一
批很有经验的小学语文
教 师 进 行 继 续 教 育 培
训，课堂上张钧问这些
老师：“在座各位对小学

阶 段 的 语 文 教 材 熟 悉
吗？”所有的老师都回答
很熟悉。张钧再问：“那
么哪位老师能给大家说
说，小学阶段应该会写
的2500个汉字和应该会
认的3000个汉字，它们是
以什么样的顺序出现在
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
的频次如何，这样的编排
顺序有什么规律，依据又
是什么？”，台下没人能回
答了。张钧教会老师们，如
何从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视
角，审视语文教育。那次培
训结束后，很多老师给张
钧发来短信，告诉他那堂
课让他们觉得这次培训真
没白来。

做一名“桥梁型”的教师

完成恩师未了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