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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支粉笔，三尺讲台，为年轻的学子指点迷津；两袖风华，四季耕耘，为困顿的学生点燃希望。

他们用追求一生的梦想，讲述温暖一生的故事，用执著一生的信念，传递感动一生的情怀。他们，就是

在学术和人格上都令人信服，一路引领莘莘学子为理想而奋斗的研究生导师。他们在大学校园里默默耕

耘数十载，用最朴素真实的语言，最真挚动人的故事，勾勒了一幅“良师益友”的精彩画卷。让我们一起

走近你心目中的好导师，聆听良师的教导，感受益友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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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导师，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人格修养，都要让学生信服。” 

“教书育人是我们做老师的责任，不能误人子弟。” 

“培养一个学生使他成为社会栋梁之才远远比完成一个课题，发表一篇高水平的论文重要得多。” 

“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学生的认可与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这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导师们的肺腑之言。在北理工，有 1600 余名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研究

生导师，他们当中，有走国际化道路的青年才俊，亦有治学严谨的学科带头人，更有贡献突出的两院院

士，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言传身教，引领着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是他们与学生同

风雨、共甘苦的付出，堆砌了导师前面那个沉甸甸的“好”字。 

探照灯：风物长宜放眼量 

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更多是思维的训练；他们注重对学生的启发思考，而

不是一味的思想灌输。身为人师，他们俯身耕耘，默默付出，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他们高

瞻远瞩，放眼世界，尽其所能让学生走向国际舞台。“对学生而言，掌握方法远远比掌握一门技术重要，

作为导师，更要立足长远。”为了拓宽学生眼界，把握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他们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

点，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向世界。 

化学学院曲良体是北理工教师“预聘-长聘-专聘”岗位制度实施后的首批专聘教授，由他任教的《纳

米科学与技术》采用纯英文教材，希望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学生，于是，他将自己研究的国际前沿的

学术内容通过双语教学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他说：“这样可以让学生早一点接触专业词汇，感受国际化

氛围，他们将来不论是交流还是研究都不至于生疏。” 

机械与车辆学院毕路拯定期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做学术报告，并且要求学生隔周做一次全英文学术汇

报，用英语探讨学术问题。他的学生坦言：“开始感到很大压力，慢慢变成习惯，之后发现我们的学术

水平提高了，英语表达能力也大有改进。”他鼓励研究生走出去看世界，资助博士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进行全英文的学术交流，“这种难得的经历，让我们更自信、更从容。” 

“教书育人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只有满满‘一桶水’的标准，才能从学生奇奇怪怪的想法中获得

信息，为他们指导出正确的道路。”机电学院罗庆生这样诠释自己的职业。他不仅仅将培育人才的视角

局限在本学院和本专业，为了使更多的北理工同学受益，他带领青年教师在全校范围内开设机械电子工

程导论、仿生机械概论、创新综合设计及实践等课程。在课程中，罗庆生对学生的要求不高却很实际：

完成一个设计或项目、写一篇报告或提出有深度的见解等等。“这能训练学生思维，形成兴趣攻关小组，



选拔优秀的项目，培养攻关人才。” 

“头发长见识短”，是贴在古代女性身上的一种“歧视”标签，而在今天，巾帼不让须眉的红颜英雄在

北理大展宏图，用自己的远见卓识，指引一代代学子奋发前行。栗苹是机电学院智能探测与控制学科方

向的专家，为人师者，她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倾囊相授，更以独到的眼光和见解为学生排忧解难，“她给

我们的指导，是提纲挈领、高屋建瓴式的，她同我谈一次，我可以‘光明’半年，所以我整个研究生阶段

都阳光明媚！”在给学生学术指导的同时，栗苹经常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努力给学生

创造展示的机会和平台，让他们接触同行业精英人士。“栗老师愿意带我们去参加各种会议，见大世面！”

在学生眼里，栗苹智慧、亲和，如探照灯，照亮了他们几年的研究生生涯。 

作为北理工比较“另类”的专业，设计与艺术学院董红羽亦有自己的体会：要做出特色，做出创意。

她博采众家之长，结合国外对于艺术类学生的培养模式，让学生独立思考。“学生不是老师的笔，学生

要有自己的想法，老师要做的，是帮学生‘搭架子’，而不是成为他们的终身依靠。”虽然偶尔也会着急，

也会严厉，但她坚持“不打击学生，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学生更是亲切的称她为“微笑的太阳女神”。“董

老师不是拿小鞭子赶着你前进，却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指导我们一路前行！”  

脚踏半方讲台，胸怀万里世界。众位导师在自己的岗位上砥砺耕耘，成就了无数学子的人生梦想。

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众位导师倾毕生所学，照亮了学生的无限未

来。  

领航灯：绝知此事要躬行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对他们而言，生活就是事业，事业就是生命。没有双休日，没

有节假日，他们时时刻刻奋斗在第一线，攻坚克难，专注的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早八点到晚十二点，是众位导师习以为常的工作时间。他们孜孜不倦，事必躬亲。对于学生，他们

几近“宠爱”，然谈起学术，论起科研，学生口中的导师就变得“苛刻”了。“导师对我们的论文绝对容不得

半点马虎，即便是文字，他都斟词酌句，反复修改好多遍，每次反馈回来，简直触目惊心，连标点符号、

页眉页脚都被修改过”，光电学院白廷柱的学生如是说。正是无数次的‘触目惊心’触动了学生对严谨二字

的深刻印象，无形中影响着他们对待科研、对待工作，乃至对待生活的习惯。 

自动化学院陈振是实验室“老大哥”，亲自陪学生做实验已经成为他的工作习惯。实验中，他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连模型上的螺丝都亲自把关，经常带着学生一做就是深夜。因为这样才能得到一手实验

数据，才能发现学生的各种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指导。机电学院姜春兰为了技术攻关和野外试验，常年

奔波在学校与合作单位、试验靶场之间。一个个酷暑，一个个寒冬，从太行山脉、渭水之滨，到茂密的

北国森林，再到荒凉的戈壁大漠，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导师们正是秉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科研态度，夜

以继日的无私陪伴，在学生心目中刻下了那个实实在在的“好”字。 

在北理工，还有这样一位令人仰慕尊敬的学者：他年过八旬任教六十余载，不畏寒暑，无惧艰辛，

用瘦弱的身躯撑起了布满雷达信息的蓝天，培育出无数国家栋梁，他就是信息与电子学院毛二可院士。

任寒风凛冽，酷暑难耐，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带着学生奔走在实验场地；为避开人群，保证实验效

果，“我们把一年的节假日都做了个遍！”拜在院士门下，绝不仅仅是毛二可的名声，“是他的那份执着

吸引着我，就是想呆在他身边，像他那样，静下心，向着热爱的道路（事业）更进一步。”一位放弃优

越工作，决定回到毛二可身边做博士后的毕业生如是说。 言传身教，导师们正是用自己的言行为榜样，

引领着学生走上脚踏实地的人生道路。 

学生对好导师的敬仰，不仅是科研上的精益求精，更是教学上的孜孜不倦。备课，是他们走进教室



前的必经环节。即便从教多年，所有知识点已经熟练于心，他们依然会闭门谢客，悉心准备，力求深入

浅出，形象生动。 

《热力学》是机械与车辆学院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深奥难懂，曾让不少学生“望而却步”，而今却成

了“热门抢手”课，学生大呼“听的过瘾”，这 180 度的大转弯，是学院众多老师齐心教改的成果，更得益

于任课老师郑宏飞的大胆“创新”。他将课堂有限的 45 分钟做有效划分，5～7 分钟一个知识点，每个知

识点后附一则相关的小故事。殊不知，这轻松活泼的课堂，是郑宏飞融合众多学科，“费牛劲儿”探索而

来，从学科发展史到战国策、周易，旁征博引，只为“让学生学的有趣，学到精髓”。于导师而言，是几

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于讲台下的同学，却是匆匆而逝再无回转的黄金年华。数十载光阴一闪而过，春华

秋实，情凝肺腑，养育着身边每一个学生，在自己的岗位上书写着万彩华章。 

孔子有言，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是众位导师自己的人生信条，也

是对自己学生的基本要求。他们不仅要求学生恪守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更注重对学生

道德情操的陶冶，用自己的行动，为广大学子掌舵导航。 

暖光灯：丹心热血沃新花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说，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

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管理学院汪涛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好导师“因材施教”这一特征的

典型代表。对待学生，一定要在了解自己学生个性及爱好的基础上，引领他们将兴趣与科研相结合，踏

实走好每一步。她了解自己的每一个学生，用心培养，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指引学生向真正的兴趣

和擅长发展。他们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让学生少走弯路，为学生量身打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遇到一个好的导师，值得用一生来珍惜。” 物理学院邹健的一位博士生在自己的书签上留下了这

样一句话。时至今日，那张书签已经泛黄，那份倾慕与感动却被永久保留下来。他入学前曾拜访邹健，

深入交流后当即选择了这位说话直率的男老师。“是他对学生的耐心、责任心深深的感染了我，能跟这

样一位导师读博士，我相信定会有收获。”好导师评选过程中，物理学院学生自发组织拍摄了宣传视频，

将心目中这位“大帅哥”、“好导师”的形象制作成视频短片，帮老师加油打气。 

没有刻意宣传，他们平日的点滴言行，如暖光灯，温暖着学生成长，指引着学生前行。14 年年底，

机电学院冯顺山生病住院，病榻之上为学生修改毕业论文，指导答辩事宜；答辩当日，学生们都以为老

师不会来了，可他准时出现在了现场。“那时候，在我们的心里，满满都是感动。”那份导师心中没有说

出口的“爱”，沐浴着学生在人生道路上自信的前进。 

年仅 35 岁的徐伟作为一名指导 4 名博士及 9 名硕士的年轻博导，在谈及自己的学生时，一改做科

研搞学术的朴素措辞，自豪讲道“这些孩子的综合实力在同类高校中应该属于第一阵营”。他一直鼓励学

生自主、有效地做科研，从未规定固定的科研时间，出现问题，随时沟通、随时解决，灵活高效。事实

也确实如此，徐伟团队中的两名博士包揽了今年学院的全部博士国奖名额、团队每年发表文章数量保持

在 10 篇左右。而除了科研，他也会参加学生的各种活动，集体出游、日常聚餐，经常出现他的身影。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从老师的角度讲，只要我当过一天的老师，就将终身尽到为师、为父的责

任”。有的导师身兼数职，公务繁忙，却从不让自己的行政事务影响学生，如家长呵护幼子般，为学生

营造一片纯净的学术空间。好导师能发现学生最细微的变化，也能抓住学生每一个迷茫无助的眼神。困

惑时一个肯定的眼神，苦闷时一翻推心置腹的谈话，生病时一声关切的问候，给予学生暖暖的科研人生

路。“只要有问题，我们就会去找他，因为他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正是这种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的帮

助，给了学生一种足够的“安全感”，成为学生的“靠山”。 



“做一个好导师其实很简单，对学生负责就好。”冯顺山不经意的一句话，道出了身为人师的真谛。

他们是纯粹的学者，为人师，他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然而教师职业是一种良心活，没

有统一标准衡量什么是“负责”，他们用一颗赤诚的心，用发自肺腑的爱，用倾其一生的热情感染着学生。

他们用爱与责任指引着学生前行，像一束阳光，温暖了求学岁月，惊艳了北理时光。 

结束语： 

导师，是每个研究生入学时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个人，他会不厌其烦的督促你改论文写报告，手把手

教你调仪器做实验，无数个群星闪耀的深夜里，他依然在隔壁的办公室屏息凝神、奋笔疾书，亦或在实

验室里陪你一起焦灼等待。也许毕业多年后，你依然会在梦中惊醒，耳边闪过一句熟悉的“小伙子，论

文写的怎么样了”，条件反应式的坐起来后，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那个狭小局促到一伸手就能摸到天花

板的小床上。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他们用精湛的学术，高尚的品格，满腔的热情，

为北理的明天，祖国的未来，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