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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毕诗春

能够采访到徐奉臻实在不易。作
为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二级教授的徐奉臻，实在太忙了。
几经周折，多次联系，近日终于获得了
一次与其长谈的机会。

将“七善之说”，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当获得“首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
能手”第一名并在上海做现场示范教学
后收到一些高校领导的招贤邀请时，当
以“十大标兵人物”身份在教育部举办
的首届高校思政课教师影响力人物颁
奖大会上发言后接到若干高校讲座预
约时，当一次次专题教学研讨会发言
后祝贺短信爆棚时，当在四川、重庆、
上海、北京、浙江、广州等地作教改和
学术报告后赢得众多粉丝并获评“不
可复制”和“徐奉臻现象”时，被媒体记
者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作为身处塞外
之地和供职于理工科院校的教师，何
以在全国高校从业人数最多（包括本
硕博六门必修课、五门选修课）的思政
课教师群体中过关斩将、昂扬鹤立？
听了那么多的提问后，很多时候，徐奉
臻都微笑不语，巧妙地绕过了那些话
题。

自从 1988 年走上三尺讲台后，徐
奉臻一站就是近 30年。回眸自己辗转
来时路，如果用一个词浓缩冷暖自知
的心得与体会，恐怕莫过于“凡人之
善”。《道德经》中有“七善之说”，虽然
徐奉臻经常说“自己之于这种境界，尚
属参商之阔和云泥之别”。但将“七善
之说”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始终是徐
老师从教的源头活水。

居善地，抱本守拙，是坚守教育的
基础。1999 年破格晋升教授后，徐奉
臻意外收到学校一纸调往学校宣统部
的处级干部任职令。出于对教学科研
的热爱，她义无反顾地谢绝组织的美
意。谈及于此，徐奉臻笑着说，如若当
初无此拔俗之举，自己今天恐怕也不
会坐拥第二批“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全国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
选课、曾宪梓优秀教师奖、宝钢优秀教
师奖、黑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
批”理论类人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
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几十项教学科
研奖励，其中很多奖项都是省校院“零”
的突破。

教育须有信仰，须有虔敬之心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不要低估教
学对象。如果自己讲的东西，没有源于
教材、高于教材，没有超越学生已有的
认知，没有针对性地解释学生的困惑，
没有说出学生心中有、口下无的东西，

那么，思政课就很难走出困窘状态。”这
样的认识，是徐奉臻的真切心得。在她
看来：教学不能玩花拳绣腿，必须以扎
实的科研为基础。在教学中，每每感觉
满意的地方，一定都是有科研做后盾的
地方。虽然，思政课建设途径不止一
端，但归根结底要有赖于思想的力量、
理论的力量。天下之势，以渐而成；天
下之事，以积而固。以教学促科研，以
科研提升教学，应该成为思政课建设的
常态。

古人有言：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
以多方丧生。多年来，徐奉臻始终结合
所授课程，结合她本人攻读本硕博的历
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以“现
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稳定科
研方向。下面这些数字，反映了她在这
个科研方向上的一些努力，主要包括：
学术专著 5部，发表在杂志和会议上的
论文 100多篇。其中，有的论文发表在
本学科顶级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
上，有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除
此之外，徐奉臻担任“中国高校经济理
论与思政教改研究会”会长、“教育部
思政课高职高专分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编写专
家、“黑龙江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等。

当记者请徐奉臻说出自己喜欢的
格言时，她毫不犹豫地说了两句话：一
是雅斯贝尔斯的“教育须有信仰，须有虔
敬之心”；二是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
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听了这两句话，记者似
乎明白：为什么徐奉臻反复强调“一堂好
课，每一个环节都要细针密缕，都要反复
刮垢磨光。”每每想到自己在全国思政同

行中有那么多真诚粉丝的时候，每每听
到学生说“您是我遇到的最棒的老师”、

“您是我遇到的最像大学老师的大学老
师”的时候，徐奉臻的心中就会升腾出一
种俯仰无愧的欣慰。目前，徐奉臻在承
担繁重的管理和科研工作的同时，每年
坚持给本硕博学生开设课程300学时左
右。她用这样的方式，诠释着自己对教
育的虔敬和热爱。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
而在相机诱导

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承诺，既然弃走
学而优则仕之路而毅然选择了讲台和学
生，就要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展示出

“在状态”的职业美感。
当为学生筛选出书单，把藏书与学生

分享，到书店现场指导学生选书方法，自
费为研究生购书，通宵达旦为研究生修改
论文，为应聘的研究生提供参考性课件及
讲义，为生活困难学生提供资助，在上海
请大夫为生病学生提供有效治疗，请外埠
学生品味西餐等琐碎小善，都让徐奉臻从
学生感激和钦佩的眼神中感受到润物细
无声的教育远胜于灌输的道理。

教学改革是以点带面和聚点成面的
过程，对青年教师知无不言、鼎力相助，
并由此打造一个一体同心、团结奋进的
团队，就成为自己工作的有机部分。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团队建设过程中，先
后撰写规划总结等近百万字，帮助团队
的每位教师确定科研方向，带领青年教
师申报各类课题和奖项，耳提面命地倾
情相授自己的教学体会，和盘托出自己
挑灯夜战制作的精致课件和部分讲义，
指导青年教师获国家和省校院教学比赛
一等奖多项，带领团队成员编撰《“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重点难点理论与实践问
题析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篇名著
导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案例
参考》等在国内普遍获得好评的教学参
考书，取得了黑龙江省精品课、黑龙江省
优秀教学创新团队、黑龙江省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等荣誉。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
相机诱导”。因此，动态地更新教学内容
和改进教学方法，就成为课程建设的必
要环节。徐奉臻的尝试主要包括：以亮
点设计强化教学思想性和感染力，以史
料运用强化教学客观性和吸引力，以逻
辑推导强化教学理论性和说服力，以动
态增容强化教学时代性和渗透力，以群
集方法强化教学针对性和接受力等。每
种做法都有对应的教改研究成果，耗费
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很多人都羡
慕高校教师有假期时，徐老师却成了不
知假期是何味的高校教师。因此，每当
有教师试图打探所谓成功之秘籍时，徐
奉臻定会援笔立就，不假思索地写出自
己的心得：“没有终南捷径，只能磨，慢慢
地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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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教育须怀有信仰和虔敬之心
访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奉臻

人才引领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
我省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专访（二）

编 者 按

坚守讲台
薪火相传

教育是立国之本，教师是教育的
本源。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中小学教
师，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面对教育
须怀有信仰和虔敬之心。在采访我省
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时，记者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高校精
英级教师、学者、科研领域的领军人
物。然而，无论他们走在了科研的最
前沿，还是一直站在三尺讲台上，他们
一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教书育人
的教师。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
相机诱导。言善信，以诚立世，是身正
为范的常态。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承
诺，既然选择了讲台和学生，就要心无
旁骛地投入其中，展示出“在状态”的
职业美感。没有左右采获，很难左右
逢源。就像哈工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教授、博导徐奉臻，哈工大电
气工程系博士生导师郑萍，哈工大
国 家 教 学 名 师 吴 建 强 三 位 老 师 一
样，我们的高校离不开这样既有一
流 科 研 ，又 能 成 就 一 流 教 学 的 教
师。我们期待，他们以教学促科研，
以科研提升教学，成为高校教学与
科研完美结合的常态,期待着以这
些教学前沿的领军人物为核心的科
技创新团队，带领着精力充沛，有追
求、有梦想，接受新事物快，思路新
颖后备年轻人才迅速成长。只有这
样才能做好科技创新团队人才的培
养，才能做到薪火相传，进而使各大
高校、研究所的整体科研水平进一步
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文/摄 本报记者 毕诗春

魁梧、爽朗、健谈、博学，这是哈
工大国家教学名师吴建强教授，给记
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吴建强教授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工
作，教学态度认真，学术造诣深，在教
学和科研工作中成绩卓著。2007 年
11 月，吴建强教授任主任的哈工大
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被教育部评
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由他作
为负责人的“电工学”、“电工电子实
验系列课程”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0
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13 年

“电工学”、“电工电子实验系列课
程”又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2014 年 9 月，作为负责人的教学
改革项目“构建电工电子基础课程研
究性教学体系，强化培养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获国家教学成果
一等奖……

从 1978 年至今 38 年，吴建强一
直任教于哈工大电气工程系。教过
的学生近万人，早已桃李满天下。
他能把一堂枯燥的电工学课讲得妙
趣横生，让严肃的实验充满“快乐和
美感”，把教学改革做成全国的示范
样板，让实验中心成为学生创新的
舞台……

一棵“电工学”讲台上的常青树

“我们能取得今天这些成绩，不是
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几代电工教学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些大大小小的光
环和荣誉属于整个团队……”接受记
者采访时吴建强教授一再强调，今
天，自己带领的团队，在全国同行内
名列前茅，都要归功于团队协作。在
他的心里，教书育人、学生的成长成
才，胜过任何奖励和荣誉。

38 年痴心于教学，“电工学”课程
成了哈工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
的精品课程。吴建强老师的这份执
着和痴心，让他成为一棵哈工大讲台
上的常青树。

“电工学”是为全校非电类各专业
开出的技术基础课，涉及电工电子领
域多方面内容。课程内容本来很枯
燥，但他却把课讲得生动有趣。为了
让自己的课能带给学生最大的收获，
多少年来，吴建强每次授课前都坚持
精益求精、常讲常新，努力把课讲得
更深更透。“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举
什么样的例子，我都要反复打磨。因
此每次讲课都有一种新鲜感、兴奋
感。”一上讲台，面对百余双求知的眼
睛，他都充满激情，经常忘我，学生听
得也很起劲儿。学生们说：“吴老师
的课给平静的校园生活带来了色彩，
让课堂变成了美好的时光。他的课
程成为我们真心喜欢、终生受益的课

程。”亲其师，信其道，乐其学，有些
学生因为听了他的课而改变方向考
取电类专业研究生。

吴建强用“痴心”赢得了学生的
尊重，在应届毕业生评比“你心中最
优秀的教师”活动中全校排名第一，
历年评教都是 A+居多。“电工学”和
他主持的“电工电子实验系列课程”
都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创新教学打造全新实验教学模式

“从我个人来讲，我并没有什么
过人之处，只是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
动手能力的培养，关注教学细节，可
以算作这几十年教学积累下的心
得。”吴建强将自己教学秘诀归为一
句话，“细节决定成败！”他说，以前
很多人认为大学本科并不重要，因为
相对来说课程比较简单。但是，他认
为大学本科相当重要，本科阶段的学
习，相当于学生日后深造的一块非常
重要的基石，本科是基础，一定要在
本科阶段培养学生好的学习习惯。
这一点很重要。

在“电工学”课程的学习中，最让
老师头疼的是如何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意识。而吴建强却一直醉
心于这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啃下了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提升的一块
块硬骨头。

收获了教学的成功，完全有理由
让人停歇下来。但吴建强不满足于
仅仅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还更
专注于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培养。

自 2005 年起，吴建强带领教学团
队不舍昼夜，反复论证探索，构建了

“全开放、学生自主学习电工电子实
验教学体系”，创建了一种新的实验
教学模式和一整套全面而高效的实
验教学管理系统，建成了 4 个实验教
学平台和 1个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基
地，开出 16门实验课，设计了 130个实
验项目。实验中心每年向全校 47 个
专业的 3500余本科生开放，年均 14万
人时数。

这项改革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每年都会接待大批前来取经的高
校。国内同行认为吴建强打造了一
个全新实验教学与学习模式，引导着
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参与，主动实
践。2014 年，以实验中心改革为重要
内容的教学改革成果荣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

重视青年教师培养

吴建强自 2006 年在实验教学中
心主持工作以来，大胆启用青年教
师，鼓励这些青年教师勇挑重担，并
任用年轻教师担任中心的领导工
作。中心副主任李琰、电子学实验室
主任廉玉欣在中心的信息化建设、

“高级电子技术实验”课程建设等方
面取得突出成绩。其中李琰分别获
得“哈工大 2008-2009 年度优秀教
师”、“哈工大知识型先进个人”、“校
优秀实验教师奖”、“年度校安全工作
先进个人”。在最近结束的“第二届
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
赛决赛”上，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李琰、廉玉欣、王猛 3 位教师从全国
106所高校的 38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荣获一等奖。

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
吴建强鼓励他们攻读博士学位，中心
的李琰、廉玉欣、王猛、孟涛 4 位老师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其中孟涛已于
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

现在，实验教学中心已经建设起
一支年轻、具有奉献精神、高学历结
构、富有朝气的高水平实验教学团
队。“我本人现任校本科教学委员会
委员，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实
验教学督导组组长。”吴建强说，他每
个学期都抽出时间多次听青年教师
讲课，并给出反馈和改进的意见。作
为多次担任“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的主持人和评委，他对参赛青
年教师进行讲评和指导，使青年教师
受益良多,受到青年教师的欢迎。

吴建强用“爱心”收获了幸福。从
风华正茂到华发渐生，他送走了一批
又一批毕业生，也收到了学生们发自
内心的祝福。学生们亲笔写下的真
情留言、亲手绘制的实验课素描、课
程结束时的掌声和鲜花、来自远方的
关心与问候……这一切，让他觉得无
比温暖，无比幸福。

“电工学”讲台上的常青树
访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教学名师吴建强

□文/摄 本报记者 毕诗春

近年来，多次到美国、瑞典、德国、法
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做访问学者和
参加国际会议，并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
上作特邀报告。瑞典皇家工学院访问学
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
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杰出青年、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等科技奖……这些闪烁着
耀眼光辉荣誉称号，都来自一位科研一
线的女博导。她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电
气工程系博士生导师郑萍。

开启人生新篇章

深秋一个阳光鲜亮的日子，在哈工大
科学园，记者见到了郑萍。郑萍是土生土
长的哈尔滨人，1988年，郑萍被哈尔滨市
第三中学保送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
从此，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哈工大是
一所具有近百年悠久办学历史的国家重点
大学，是郑萍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学府。能
走进这座神圣的殿堂，她感到万分荣幸。
从投入哈工大怀抱的那一刻起，郑萍就发
誓不离不弃，做一个哈工大的好学生。

11年的求学中，哈工大对她来说就
像一个知识的百花园，而她则像徜徉在
花丛中的小蜜蜂，吮吸知识的蜜汁，幸福
地成长。

在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校
训规范引领下，在老师“踏实做事，老实
做人”的要求哺育下，郑萍不仅学到了知
识，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也锤炼

出敬业报国、科学求实、无私奉献、艰苦
奋斗的优良品格。读博期间，她幸运地
被留校任教，成为一名真正的哈工大人。

从哈工大一名莘莘学子到哈工大博
士生导师，这一路上洒下的汗水只有郑
萍自己知道，不经过刻苦钻研哪能插上
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郑萍在学术界，不断提升自
己。曾多次到世界各国做访问学者和参
加国际会议，并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上
作特邀报告，是多个重要国际会议的技
术程序委员会委员、编辑出版委员会委
员及分会主席。

2003年，作为访问学者，郑萍来到了
在电机和电动汽车领域享有国际盛誉的
瑞典皇家工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
学习。

在能源紧缺的今天，电动汽车作为
未来汽车发展的一种趋势，势不可挡。
而在电动汽车领域，日本的丰田普锐斯
混合动力汽车技术世界领先，很多核心
技术外界无法获得，也无法仿制。为了
打破这种技术垄断，瑞典科学家大胆提
出了一个全新的科研课题，但在研究中
却遇上了十分难解的技术瓶颈。

就在瑞典科学家们一筹莫展时，课
题组负责人向郑萍投来了恳切的目光。
郑萍心里清楚，这个“活儿”可接可不接，
但作为哈工大教师、中国学者，她还是接
下这一世界难题！

站在世界科研的前沿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尤其是科学研究是在探索未知中解

决困难，求得突破的，那就更需要刻苦钻
研。

真正接手瑞典那一全新的科研课题
后，郑萍才感到项目的难度有多大。这
种电机是一种全新结构的电机，所出现
的问题是她从来没碰到过的，即使有扎
实深厚的功底，也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
做大量的分析研究才能找到答案。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郑萍几乎是
一直呆在资料室和实验室。经过近百天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研究，终于攻克了
这一难题。当郑萍将新试验报告完成，
同行们投来赞许敬佩的目光时，郑萍由
衷地自豪，“因为我的努力再次告诉世
界，智慧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站在世界科
技前沿的！”

瑞典的风景很美，可郑萍却没有时
间欣赏，直到科研任务完成，她才第一
次有时间、有心情去感受冬季的斯德
哥尔摩雪后美景。就在郑萍带着丰硕
的学习成果准备回国时，瑞典皇家工
学院以优厚的条件挽留她，被郑萍婉
言谢绝了。“我信奉‘鸦有反哺之育，羊
有跪乳之恩’的古训，我要报恩哈工
大，报效祖国！”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回
到了哈尔滨。

回国后，郑萍在国外的工作受到了
国内同行的高度认可：2005年，她在瑞典
做的复合式电机方向的工作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支持；2006年，她的工作又
获得了国家863计划的支持。

有了国家的支持，郑萍更加废寝忘
食地投入到科研攻关中。几年来，她带
领项目组把这个方向几乎做到了极致，

他们的方案已远远超出瑞典当初的方
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7项，2项自然基
金项目结题时获得了优秀结题项目。目
前郑萍的课题组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顶级
水平，如果技术进一步成熟，投入生产，
将为汽车节约30%~50%的燃油。

一片丹心治学魂

郑萍工作的两块阵地，一是教室，二
是实验室。一进入实验室，郑萍的精神
头马上就来了。

很多人都认为大学的实验室肯定是
宽敞明亮的房间，一应俱全的试验设备，
干净整洁的仪器。然而，郑萍专业的实
验室，却更像是工厂的一个车间。她每
天面对的是各种的铁疙瘩、铜疙瘩，各种
的导线和各种电机。郑萍的几个助手表
示，在试验中郑萍经常扮演力工、技工、
电工的角色，做机械调试、电气连接、组
建实验平台等工作，亲力亲为，从来没把
自己当成一个博士生导师。

长年累月地站在每分钟几千转的电机
旁边，伴随着刺耳的噪音轰鸣，郑萍需要细
心地观测数据。有人说郑萍，你这个科学家
当得太辛苦了。郑萍却淡然一笑，“如果能
够让中国的汽车早日装上中国人自己研发
的混合动力系统，让我们的老百姓早日使用
清洁能源，让环境更美天空更蓝……我觉
得，再苦再累，付出都是值得的！”

郑萍主持的国家 863 重大项目、国
家 863专题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科研项目已有 20多项，获得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青年
科技奖等奖励及荣誉称号 30多项，发表

科技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4部。专著
被国内外同行引用千余次，有的已成为
多所高校的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申请
中国发明专利 61项，已获授权 42项，其
中1项获全国发明展览会银奖。

郑萍深知，自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
更是一名人民教师。所以，不论科研任
务多么繁重，她也始终坚持课堂教学，不
忘育人本色。她所主讲的《电机动态理
论》是电机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也是
被学生们私下里称为“天书”的一门课。
因为理论性太强，极难理解。

为了吸引学生和更好地与学生互
动，郑萍坚持使用板书授课，推导计算公
式，往往一堂课下来，教室的四块黑板已
经擦过两遍，又脏又累，但看到学生高兴
的笑容，郑萍的心里甜甜的。

三尺讲台育桃李 一片丹心治学魂
访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博士生导师郑萍

郑萍在实验室，与助手们研究新课题。

吴建强在实验室(左)。徐奉臻在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