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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永平奖教金候选人推荐表（2024 年版） 
姓  名 何善蒙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12 

所在单位 哲学学院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进校年月 2005.7 

现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 手 机 13777469845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19 年，其中，在浙大工作 19 年 

工 
作 
简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从事工作 

2005.7—2007.8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后研究 

2007.9—2021.11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教授 

2021.11—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一、主要教育教学情况 

（一）学生培养情况 
1.指导本科生情况（指导毕业设计/论文、SRTP 等科研训练、实习、社会实践情况，以及指导学

生参赛获重要奖项等） 
 
   本人长期担任本科生学业导师，目前共指导本科生近 60人，在读本科生 9人。在我所带的本科生中，有

两名获得了唐立新奖学金（这是浙江大学最高的奖学金之一），多名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并由此坚定了学术

兴趣。同时，我基本上每年都担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以及学生 SRTP指导，近五年来指导本科生近 10

人，均以优良成绩毕业；指导 SRTP和科创项目 10项（其中国家级 1项，省级 3项）。除了在学业上指导学生

之外，还积极创造机会带领同学参与社会实践并获评浙江⼤学 2016 年暑期⼤学⽣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

师”，指导团队参加“挑战杯”（获省赛银奖一项，校赛二等奖一项），此外还曾担任国学社、欣时社团以及脱

口秀俱乐部等多个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 

 

2. 培养研究生情况（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人数，研究生代表性成果，优秀学生代表简况

等） 
    

本人目前有在读博士 5名，硕士 4名，已毕业博士 6名，硕士 20名。对于研究生培养，本人都是亲历

亲为、全过程关注，就总体效果来说，我的研究生基本上都能够按期毕业，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我所带的研

究生在学业上积极努力，基本上都获得了学校各级奖学金，硕士研究生赵琳更是获得了 2018年浙江大学竺

可桢奖学金。本团队的研究生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在服务社会、相应国家战略的方面也

有积极的表现，去年毕业的博士生乙小康就放弃了南方优厚的待遇，任职四川省委宣传部，支援西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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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担任班主任、德育导师或兼职辅导员等情况 
   本人曾长期担任班主任、德育导师以及学业导师的学生，在总体思政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所带的班级

获评学校五星党支部、团支部以及优秀党员等等。两次被评为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德育导师（2017，

2022），获评浙江大学第七届三育人标兵、浙江省三育人先进个人（2014） 
（二）课堂教学 
1.主讲课程情况： 

课程名称，起止时间，本人实际承担课堂教学工作情况，授课对象，总学生数，一流专业、一流/精品/优质

课程建设情况： 

    申请人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工作量饱满。近五年来，承担本科课程共 4门课程，累计课时数 1648，

授课人数在 2000 人左右，均为本科生基础课程。承担研究生课程 3门，一门基础课，两门选修课，累计课时

数 320。主讲课程《先秦诸子思想》，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线上），2019 年浙江省省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2019年浙江省“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二等奖）；《中国哲学原著研读》课程，获评 2019 年浙江大

学一流本科课程（线下），2021年，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线下）。目前共有三门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先秦诸

子思想》、《中国哲学原著研读》、《中国哲学史 II》），三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先秦诸子思想》、《中国哲学原

著研读》、《先秦诸子思想》线上线下混合），一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先秦诸子思想》），一门课程入选“学

习强国”（《先秦诸子思想》）。 

1、先秦诸子思想：2012 年开始至今，每个学期均开课，为通识核心课程，面向全校本科生，每学期课

时数 64，总学生数 2500 左右，合计课时 1408；2019 年入选浙江省精品课程，2020 年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

科课程； 

2、中国哲学原著：自 2008 开始至今（中间有更改名称），本科生专业基础课，每学期课时数为 80（2022

年后调整为 32 学时），总学生数 500 左右，合计课时 992，2021 年入选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 

3、中国哲学史：自 2008 年开始 2021（中间有更改名称），本科生大类课、专业课，每学期课时数 64，

总学生数约 1200 左右，合计课时 896； 

4、中国哲学史 II，自 2016 年至今，本科生专业基础课，每学期课时 48，总学生数约 500 左右，合计

课时 288； 

5、魏晋玄学专题研究，自 2009 年开始至今，研究生专业选修课，每年秋季学期开课，32 课时，总学

生数 120 左右，合计课时 448； 

6、中国哲学原著，自 2016 年开始至今，研究生专业选修课，每年春季学期开课，32 学时，总学生人

数约 60 人，合计课时 224； 

7、中西哲学经典原著精读，自 2014 年开始至今，研究生学位课，本人为课程负责人承担 16 学时（总

计 64 学时），每年秋冬开课，总人数约 400，合计课时 160。 

 

2.其他课程情况（参与课程情况、慕课等网络课程建设情况） 
课程名称，起止时间，本人承担的课堂教学工作情况，授课对象，选课人数，其他影响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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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主讲人，国家发改委精品课程，2010 年上线，总共 10 讲； 

2、孔子与儒学传统，主讲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2014 年上线，总共 6 讲； 

3、王充及其哲学，主讲人，教育部马工程精彩一课，2015 年； 

4、《道德经》的智慧解读，中组部网络精品课程，2023 年上线，总共 10 课时。 

 

（三）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育教学理念 

申请人的基本教学理念是“给人快乐，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信心”，这个观念是源于星云法师所倡

导的“四给”，也是申请人在担任本科生班主任、导师、新生之友、研究生德育导师以及研究生导师的工作中

不断确立的。 

“给人快乐”，这是导学氛围的营造。良好的相处环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

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良好的导师团队氛围，对于同学的成长来说，也是至为重要的，这也是同学能

够安心学习、生活的根本保证。导师团队经常通过聚餐、远足、打牌等团队活动形式，让同学们真正感受到

一种快乐、放松的氛围。 

“给人希望”，这是对学术兴趣的引导。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尤其重要。但是，兴趣

的树立以及坚持，都需要能够看到希望。导师团队积极创造各种机会，比如读书讨论会、团队交流、学术报

告会等形式，鼓励同学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尤其是通过撰写文章，参加正式学术会议，对同学来说，这就是

信心不断确立的一个过程。而在不断地参与过程中，自然就会看到希望。 

“给人方便”，这是对同学个性的尊重。我们常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个话充分的

说明，老师对于同学个性尊重的重要性，我们古代强调的因材施教，就是这个意思。导学团队特别注重对于

同学个性的尊重，强调有针对性的引导。 

“给人信心”，这是对同学成绩的认可。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很重，同学也是如此，不仅有繁重的学业压

力，也有沉重的心理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需要对学生积极鼓励，这样才能让同学在学业负担和心

理压力之间找到一种良好的平衡，从而以更加积极的、更加自信的姿态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3. 教学改革情况（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更新等） 
 

申请人从事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的重要任务，那

么如何有效地进行弘扬和传承呢？对于教师来说，这就需要在有效力和有影响力的教学方式中加以落实。在

十余年的教学过程中，申请人积极探索和总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三步提问教学法，“三步提问教学法”

即所有教学过程可以围绕三个步骤的提问展开：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经过十年的不断尝试与调整，

“三步提问教学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三步提问教学法”即所有教学过程可以围绕三个步骤的提问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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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什么”，是一个知识目标的问题，其核心在于准确、有效地传递教学内容。

“为什么”，是一个能力目标的问题，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即假如我处于这样的情境中，我会怎样去处理该问题。用沉浸式情景还原的方式帮

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理性批判的能力，让学生脱离时代因素，真正切实体会古人生存之情境，

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同情”之理解。经过十年的不断尝试与调整，“三步提问教学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 

 
 
 

（四）教材 
1、《先秦诸子导读》，商务印书馆 2015 年出版，2017 年、2020 年重印，目前教材修订版列入 2022 年浙江

省普通本科高校“十四五”首批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2、《周易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9月。 

 

（五）教学研究或奖励（按重要程度由高到低排序） 
1.教改项目（不超过 3 项）： 

项目名称、项目来源、经费总额  起止时间、本人排名/总人数 

1、先秦诸子思想，国家一流本科课程，2020年 

2、孔子与儒学传统，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2014年 

3、王充及其哲学，教育部马工程精彩一课，2015年 

 
2.教改论文（不超过 5 项）： 
名称，期刊（出版社），时间，本人排名/总人数，其他 

《以“三步提问教学法”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类课程教学创新实践》，《高教学刊》，2024 年待刊，核心

期刊，1/2 

 
3.教学成果奖（不超过 3 项）： 
成果（奖励）名称，授予单位，获奖年月，本人排名/总人数 

 

4.主要教学类荣誉（不超过 5 项）： 
本人曾获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浙江省三育人先进个人，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德育导师，2022年浙江

大学第二届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浙江省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第二届全国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 

 

5.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