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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冯雪，女，山东临朐人。1989年毕业于
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同年分配至西安市公安局担任
法医。1997 年获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硕士研究生学
位；2001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法医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2003
年进入西北政法大学公安系。作家张继英曾根据她的
先进事迹撰写了长篇纪实小说《破译生死密码》，
2003-2006年，《小崔说事》《半边天》《实话实说》等多个
节目及《西安晚报》等多家媒体都对她有所报道。2006
年 5 月，曾接受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陈鲁豫的专题采
访。冯雪担任法医的十四年间，参与了多起大案要案
的侦破工作，出具各类法医鉴定两千多份，无一例差
错。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为警清廉先进个
人”“市人民满意民警”。

从死者眼睛里针尖般细小的出血点洞察作案手
法；通过对尸体的勘察为犯罪者进行心理画像；在木乃
伊上提取指纹；从血滴滴落的方向和排列形状中辨别
杀人的故意……这些仿佛只会出现在小说中、令人感
到不可思议的故事，却是她真实人生经历的写照，世人
眼中柔弱的女性，却用实力让人刮目相看。

她是古都西安的知名法医，也是三尺讲台上的大
学教师。或许你曾在西法大的校园中与她擦肩而过，
而浑然不觉；初闻其名，很难将这个灵动柔美的名字和

“冷静”“干练”划上等号；当她站上三尺讲台，看着她恬
静的脸庞，听着她温柔的声音，更加无法将她与法医这
样的职业联系起来……她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将传奇

与现实重叠，她是法医，她也
是教师。法医课、犯罪心理学
等课程对于文科院校的学生
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冯雪老
师作为西法大公安学院的教
授，她的课堂往往座无虚席。

冯雪老师并非一直站在
三尺讲台，在成为教师之前，
她是一名专职法医。

1984 年，冯雪老师就读于现在的西安
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系。大二时，学校成
立法医系，她成为了其中一员。毕业后，
冯雪老师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成为了一名
专职法医，尽管基层公安系统的条件、资
源、人力有限，但冯雪老师还是设立并独
自支撑起了法医室，在这一岗位上奉献了
十四年青春。

由于内心始终怀揣着“教师梦”，冯雪老师在担任十
四年专职法医，参与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后，在西法大开
始了她的教师生涯。2003年至今，这又是一个十四年。

“学者必求师，从师不可不谨也。”回忆最初做教师
的经历，冯雪老师坦言：“当时没有任何经验，对授课时
长把握不准确，在课堂上也不敢和学生有眼神交流。”
但通过参与培训和对其他老师课堂的旁听，她逐渐摸
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从某个知识点切入，结
合热点话题或新型案件分析，及时根据授课的内容来
调整表现方式，在传输知识的过程中兼顾趣味性。同
时，冯雪老师常在教学中结合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等多
学科知识，引导学生养成自主思考、融会贯通的习惯。

“做好自己，才能吸引学生”，十四年来，这始终是冯雪
老师的教学理念。

“师友相从气义同”，冯雪老师的联系方式永远对
学生公开，即使已经毕业许久的学生也会经常和冯雪
老师交流，这种亦师亦友的身份不仅让同学们得以享
受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也让老师在教学中找到了乐

趣。冯雪老师通过和学生的相处看出了年轻一代的顽
强与坚韧，因此她热爱与学生沟通交流。“兴趣没人可
以剥夺，也没有必要非要作为自己的专业，只要想学，
那就去做。”在对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冯雪老师跳出了
传统观念的束缚，鼓励学生们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
将兴趣变为强项，将强项变为兴趣，而非禁锢于工作和
他人的看法，选择自己毫无兴趣的专业。她也鼓励学
生多读书，多思考。

“人的行为都是学习来的，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消
除”，冯雪老师援引行为主义的这一假设寄语西法大的
莘莘学子，以希望学生们不要忽略学习的力量，通过学
习来汲取经验、建立良好行为习惯，将自己调整成最好
的状态。

从为逝者诉说真相，破译迷局；到执笔教书育人，
孕育桃李，冯雪老师用两个十四年锤炼，实现两种身份
的对接。在未来，她会始终携一身才华，满袍正义，坚
定前行。

（学生通讯社 曹倩倩 李婧茹）

个人简介：王国龙，男，1976年生，江西吉安人，法学博士，
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2011年至2017年，先后成为华东
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研究人员。201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16年任我校“基层司法
研究所”所长、刑事法学院院学术委员、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
究院学术委员，同年被评为我校“长安青年学者”。出版个人专
著《守法主义与能动司法》等2部，参编教材3部，先后在《法学》

《法律科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CSSCI来源期刊近30篇，被《光明日报》《人大复印资料》和《高
等文科学校学术观点摘要》等转载近20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和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等7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他是老师，树木树人，桃李深深；他是
学者，学问考究，脚踏实地。王国龙老师用品行折服学生，用知
识指引学生，用十载风，十载雨，成就十万栋梁。

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1996 年，王国龙老师
进入我校法学系学习，大学期间，他不拘泥于本专业书籍的研
读，广泛涉猎文学、史学等方面的专著文献，为日后的理论研究
打下了基础。2003年法学理论专业硕士毕业后，他先后在我校
外国语学院及刑事法学院任教。2011 年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学
博士后流动站学习期间，王国龙老师仍旧不断拓宽自己研究领域，并最终成为陕西师
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词”。丰富的知识积淀使王国龙
老师看待问题的视野广博，见解独到。王国龙老师认为，当代学者应有一种历史的使
命感，所治所学应立足于社会，最终服务于社会，作为法律人，更应当首先着眼于当下
重大社会议题。中国社会转型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关键在基层、大盘在基层、
复杂性和多样性等也在基层”。因此，王国龙老师将“基层司法”作为自己的研究重
点。“这是层级最低的司法，但也最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只有基层的法律问题得到
很好的解决，才能驱动中国未来法治社会大厦的进一步建构。”

涓滴之水终可磨损大石，不是由于它的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昼夜不舍的滴坠。在
教学与科研中，王国龙老师一直积极践行着这样的理念。他将每学年的工作任务以上
下两学期分开，分别制定计划。上半年主要进行教学方面的工作，在教学实践中，他寻
找新课题、拓展新思路，将自身的感悟随时记录下来；下半年开始，王国龙老师便将更
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通过整理归纳心得体会，并结合自身所学，融会贯通，厚积薄
发。在王国龙老师看来，“科研就是守住自己心灵的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次做科研
的机会都似颔下之珠，可遇不可求”。只有长期不断地思考、积累，才能抓到灵感，尽
抒己见。

面对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问题，王国龙老师认为，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应当
及时调整既定的教学科研计划，尽力兼顾二者，劳逸结合。以自身为例，王国龙老师不
仅为学生讲课，还时常受邀去各地人大、政府部门、法院、检察院等做报告，这样的交流
互动，对于法学教学和法律实务都大有裨益。

李贽曾云：“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王国龙老师在日常教学
中，从不机械式地说理，而是将抽象的理论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帮助学生理解。王
国龙老师认为“故事课堂”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提高老师自身的能力。

王国龙老师尝试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翻转课堂”的改革。“翻转课堂”即老师与学
生角色互换，以学生“授课”为主。在这种模式下，学生需要提前预习课本、查阅书籍和
资料，在讲述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和想法；而老师则需要认真聆听，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对每位学生提出针对性意见，促使其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随着这种教学模式的
不断推进，学生不断积累经验，老师也受益良多。所谓“教学相长”，大抵如是。

“知识一定是苦的，但唯有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谈及当今大学生尤其是
法科学生应当如何学习，王国龙老师认为最关键的是培养独立思考与积极实践的能
力，法学是理性的、严谨的，初入法学殿堂，首先应当从基础法学概念甚至是法律条文
的学习开始，逐步尝试构建融入自身理解的完整知识体系；其次，法科学生要拓宽视
野，切勿拘泥于单方面的知识。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言。王国龙老师冰心存玉壶，将对学生的期望与祝福都掩
于严谨朴实的治学之中，用三寸舌、三寸笔，传于三千桃李。

（学生通讯社 杨程芹 王天颖）

个人简介：丁岩林，男，1974年生，汉族，山东沾化
人，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7年获西
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西北政法学院法
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著有

《环境法基本理论研究》《环境资源法学》等，发表论文
二十余篇，参与完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省级精品
课程建设，主持完成学校十二五规划重点课程《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学案例研习》建设。2014年被评为我校优
秀本科生导师。

初闻丁岩林老师的名字，岩立千嶂，列石成林，巍
巍有万峰临面之感，不觉有些紧张，约见采访的语气便
先弱了三分。待到见面时才发现，之前的紧张真是峰
峦无心，临者有意了。

丁岩林老师举手投足间并无架子，给人稳重随和
的感觉。或许哪怕峰峦也不一定是华山那样的险峰绝
壑，也有黄山那样的包容万化吧。话语解开时间扣，岁
月的长卷缓缓展开。卷首起于山东沾化，一个被大葱
卷饼喂养的乡村。出身农村的丁岩林老师在齐鲁大地
的文化传统中濡染多年，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因此在
完成了西北政法学院的学习后，便回到了山东，在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

不过，“事在人为，命由天造”，每份努力渗入每个

人的命格中，都滑落出的令人意想不
到的轨迹。“其实我是个挺被动的人，
虽然有一些规划，但很多时候也是随
遇而安，对有些选择不是很执着。”或
许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丁岩林老师在
机缘巧合下能与环境法结缘，并研究
至今。选择研究生专业时，丁岩林老
师的导师建议他学习环境法。虽然
他当时对环境法了解并不深入，但看
到导师知遇，条件也尚可，他便投身
了环境法研究，一恍便是十九年。“高
中老师当时要我报考师范学校，告诉
我不报师范肯定考不上大学。我就是不想当老师，随
他怎么说服都不报。结果你看现在，我不还是当了老
师吗？”谈天至此，丁岩林老师笑了起来，虽年逾不惑，
笑容中却是知命的坦然。

丁岩林老师觉得，现在许多大学生和当初的自己
一样，有着不少想法。有人因想法而进取，也有人因想
法而迷茫，但丁岩林老师认为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无
论选择是因对命运的顺从或是对命运的无奈，只要做
出的选择不违背自己的原则，都可以尝试。或许在一
条路上前行许久以后，就会像丁岩林老师一样，发现其

中别有洞天。我们注定在黑夜中启程远
行，一如当年怀着乡土情结的少年，一路
走来残夜破晓，恍然已是千里之外的西
安。若被黑夜蒙了双眼看不清去向，不
妨别急着否定什么，先摸索着寻找道路，
等曙光刺破天幕，再看是否该丢下来时
的路。

丁岩林老师终究接纳了自己的路，
成为了一位大学教师，开始了自己的教
学生涯。谈到教学工作，丁岩林老师觉
得老师与学生从来都不是从属高低关
系，他一直与自己的学生亦师亦友，有
些学生甚至进了办公室直接喊他“哥
哎”。“师生间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就行，
轻松平等的交流才是最好的。”丁岩林
老师常常思考导师制度究竟何去何从，

如何才能建立起一种轻松、融洽的师生关系，使更多
的学生享受到导师制带来的制度红利。他直言：“我
的学生就算毕业了也没有和我断了联系，方便的话也
常常互相串门，吃点家常饭，聊聊天。这才是我希望
的导师制。”

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丁岩林老师觉得比较遗
憾的事就是没有参加过社团活动。他认为大学的第
一作用并非传授知识，而是传授方法和熏陶学生。在
教学工作中，丁岩林老师鼓励学生多进行实践，在实
践中锻炼能力。在他的心中，交际能力是法科大学生
的一项重要能力，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成长的
进程。拥有了交往能力，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大
的发展空间，让自己更好地享受成长的过程。除了实
践，丁岩林老师也很注重读书。“大学生光看课本肯定
是不够的，那些都是最基本的通说。只有多读不同学
派的书才能真正锻炼自己的思维。”当然，丁岩林老师
并不提倡不重品质的死读书，他希望当代大学生在读
书时要带着问题读书，并且边读书边思考，提出新的
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打破常识、不拘泥、敢创
新的思维。

不觉间采访已近两个小时，丁岩林老师还要上课，
便先行告辞。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忽觉世间万物真是
神奇，坚硬的山岩手中才能捧得下柔软的清泉，泠泠叮
咚，柔而不弱，善利万物，不争为争。接下来不知是哪
些学生，也会沐浴在他的甘泉之中吧。

（学生通讯社 孟君尧）

个人简介：倪楠，男，1981
年生，汉族，山西孝义人，经济
法学院副教授，2004年获西北
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2007
年获西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
2013 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博

士学位。主要从事经济法的教学与研究。曾参与1项国家社科
重大招标项目，主持完成12项省级以上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主
持省级教学改革项目1项；出版专著3部，合著1部，教材3部；在

《人文杂志》《光明日报》《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

篇；获省部级以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项；2015年被评
为陕西省青年科技之星。

理念：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优秀的学者不一定是优秀的师者，即使一个人博学多才，
也不代表他了解如何将知识悉数传授于学生。倪楠老师恰恰
是一个既擅长研究学问的学者，又懂得如何教书育人的师者。

在教学上，他始终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教育理念，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教书育人的土地上耕耘。作为本科生导
师，他对学生的教育，讲究有的放矢。他告诫学生未来将要面

临的困难与选择，帮助学生将这些问题和困
难的解决方案拆分成小目标，并通过实现小
目标完成大愿望。倪楠老师常常鼓励学生，
按照规划按时完成四六级、司考、实习、考研
和就业等目标。在讲课时，倪楠老师注重对
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使学生具备独立思考
的能力。同时，老师也注重对学生人生观的
培养与塑造。

在十年教学生涯中，倪楠老师始终在不
断完善自己，不曾有半点松懈，授课教案从
不重复，即使上午下午开设同一门课程，倪
楠老师也会使用不同的案例，使学生有不同
的观感和体验。倪楠老师说：“我的授业恩
师们也是这样引领和帮助我的，我只是把经
济法学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训诫传承
下来。”

原则：上下求索，坚守自我

倪楠老师认为，“大学，是人生走向新阶段的转折点，在这
四年里，学生们接人待物和处世生存的能力都会提高。我对
学生有三点要求，这也是我当年对自己的要求。”

一是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大学是一个更高的平台，要不
断在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逐渐提升自己的综合素
质，这是每个当代大学生应当具备的能力。

二是不断探索，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需要方法，掌
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便可以事半功倍。同样，为人处世也
需要方法，切忌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边走边思考，
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三是要坚守自我，心中有梦。生活需要坚持，或许坚持的
过程煎熬而又漫长，但这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诚然，逐梦
的道路上难免荆棘满布，诱惑丛生，所以坚守自我的品质在
这种时刻便显得尤为重要。

收获：术业专攻，志存高远

在倪楠老师看来，考试是一项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验，其
作用是查漏补缺。为此，老师努力改变考试枯燥的现状，让应
试的内容更结合实际，更有针对性，更符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曾作为摄影爱好者的他毅然地放
下相机，他坦言：“政法是我的母校，于我而言，在政法教书不
仅仅是一份工作。我毕业于政法，在这里结婚、生子，这里承
载了我全部的青春岁月和人生回忆。现在，我们的学校正处
在上升期，而我们个人恰是教学和科研的旺盛期。我们这些土

生土长的政法人应成为学校的基石，我们要为学校出一份力，
教好学生，多出科研成果。”

倪楠老师的纯粹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他每天都忙忙碌碌，却
甘之如饴，乐在其中。他说，人当志存高远，当你仰着头，才不容
易看见淤泥和伤痛，教师这份职业有时也会很煎熬，但它却带给
了自己很多收获和满足，他对自己能够从事这份职业感到欣喜。

在采访的最后，倪楠老师说：“希望西北政法大学的每位学
子都能够实现自我，在不断奋斗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感受生
活的美好。” （学生通讯社 崔修玉）

从破译“生”“死”到桃李天下
——访公安学院教授冯雪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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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若风平易若风平易若风 忘争如水忘争如水忘争如水
——访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丁岩林

名
师
苑

名
师
苑

名
师
苑

（（
之
十
六

之
十
六
））

三 寸 笔 传 三 千 桃 李
——访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倪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