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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需要而崛起 

——北京工业学院五六十年代的建设与魏思文院长的办学思想 

 

根据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的国内外形势，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

于 1952 年 3 月 8 日决定，将原来为重工业建设服务的北京工业学院，

逐步发展为国防工业学院或国防工业大学，并使之成为我国国防工业

建设中培养新的高级技术骨干的主要基地。 

魏思文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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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进而“旨在推毁中国中共产党政权”。根

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进行抗美援朝的战争经验，要确保新生共和国的

独立、安全与稳定，必须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这是实行一

切战略计划与经济建设项目的基础；而要建立现代化军队又必须以强

大的军事工业为后盾。基于这样的认识，因而 1951 年初中央军委兵

工委会一成立，就立即制定了“兵工提前建设”的方针，提出要对老兵

厂进行全面改建和扩建，并新建一批大型兵工厂（后在“一五”计划苏

联援建的 44 个军工企业中，兵器工业有 16 个，占 36.4%）。当时 中

央要求兵工企业第一年准备；第二、三年老兵工厂（共 33 个）改建

和扩建，大批量新产品试制投产，新的大型兵工企业开工建设；第四、

五年部分新厂投入生产。 

兵工建设的提前进行，新的大型兵工企业的建设，大规模中国国

防兵工制式化武器及其弹药的试制生产，无疑需要大批的专门工程技

术人才，特别是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而当时我国兵工厂

的工程技术人才仅占职工总

数的 3.6%左右，其中大多数

还属于短训班，中等技术学

校培养的人才。由于工程技

术人才的严重不足，不仅制

约着老兵工企业的改建和扩

建，更无法满足新的大型兵工企业的需求，这就严重地影响我国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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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技术与兵工企业的发展。为此，兵器工业急需高等教育为其培养

输送人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重工业部决定将北京工业学院转轨为

国防工业建设培养高级人才的第一所国防工业学院。 

二、北京工业学院的办学特色（1953 年-1965 年） 

（一）建设新中国第一批常规兵器专业 

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支持下，第一批苏联专家于 1953 年

底到校参与学校的兵工专业建设。魏思文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发

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决定》，于 1954 年 1 月在院务委员会上做《努力

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为我院的正规发展而奋斗》的报告。在报

告中提出了学习苏联经验、建设国防专业，“为完成培养国防工业的高

级技术干部而奋斗”的任务。他强调要虚心学习，反对保守，掀起学

习苏联的热潮。大会通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魏思文的报告及学校

建设兵工专业的发展计划。 

从 1953 年 12 月到 1957 年 9 月，学校先后聘请 4 批共 23 位苏

联专家到校指导兵工专业建设工作。根据我国兵器工业生产发展的需

要，在苏联专家建议下，经第二机械工业部批准，用三年多时间，到

1957 年夏，我校初步建成 14 个相互配套的兵工专业是：火炮设计及

工艺、自动武器设计及工艺、自动控制与远距离操纵、炮弹设计及工

艺、引信设计及工艺、药筒设计及工艺、坦克设计及工艺、坦克发动

机设计及工艺、军用光学机械仪器、雷达设计及工艺、火炮射击指挥

仪、火药工艺、炸药工艺、装药工艺。这些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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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兵工技术专业，反映了当时常规兵器的现代化水平，奠定了我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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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又聘请 14 位苏联专家来校帮助建设导弹专业。至 1960 年

底学院初步建成 18 个基本配套的以火箭导弹为主的新专业：火箭导

体结构设计、火箭导体制造工艺、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液体火箭发

动机设计、火箭发动机制造与工艺、火箭地面机械设备、固体燃料、

液体燃料、无线电遥控遥测、控制系统及稳定系统、陀螺仪器及惯性

导航、光电导引装置、火箭引信设计、火箭战斗部设计以及相关专业

飞行力学、非金属材料、高温结构力学等。由于苏联专家多数来得晚

（有 8 人是 1959 年后到达），又提前撤退，致使导弹专业建设与兵

工专业建设有所不同，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 

1961 年 2 月，中央批准北京工业学院等国防高等院校划归国防

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以便更有计划地为国防建设培养科学技术人

才。到 1961 年 11 月，根据国防科委指示调整任务和发展方向，围

绕学院特长发挥作用，学院的专业设置调整为：火箭战斗部、精密机

械工艺等共 24 个专业，其中火箭导弹专业 11 个，兵器专业 9 个，

其他相关专业 4 个，基本上实现了聂荣臻副总理关于“北京工业学院

以导弹为主，同时设置与尖端密切联系的常规专业”的指示。尽管当

时还囿于苏联高等教育的传统，学院以产品为对象设置单一的国防专

业，专业面较窄，不能适应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基本上满足了我

国国防研制和生产的急需，与我国国防工业当时生产对象与生产技术

水平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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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师资、办学理论研究 

1、大力培养师资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全面建设兵工与导弹专业，魏思文院长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工作。

他在 1954 年初给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报告中提出：“有了教学计划之

后，如何根据教学计划培养出合格的国防工程师来，师资问题将起决

定性的作用。因此师资培养为我院今后二、三年内完成各项任务的关

健。”为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魏思文院长采取了以下战略性措施： 

（1）大量补充新助教，培养研究生 

为补充新助教，培养研究生，1954 年 7 月魏思文院长向二机部具

体提出：“1955 年到 1957 年我院有 900 名五年制的本科毕业生，要

求把其中的 400 人左右留下来作为新助教和研究生。1954 年 10 月

他又进一步向二机部和高教部提出：“为了学校建设，我们必须要研究

生，也是我们急待确定

解决的问题。”由于魏思

文态度十分坚决，因而

在大量补充新助教和培

养研究生上得到了二机

部 和 高 教 部 的 大 力 支

持。在苏联专家的指导

下，学校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使研究生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

专业知识，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并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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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从 1954 年到 1957 年，全院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字方法、教学组

织、教学管理以及教学思想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学习了苏联高等学校的

工作经验，对原来的教学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内容有：改

变原来系科设置的原则，以专业代替系科，按专业化培养人才；确立

教研组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单位，并强化了教研组的集体作用；强

调教学工作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应严格遵守执行；教学内容划一，普遍采用苏联教材；加强各种实

践教学环节，严格进行基本工程技能训练；在教学思想上，逐渐形成

学校教学保证使学生获得系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把课

堂讲授作为教学的基本方式，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教

学以传授现成的知识为主，教师的讲授和各种教科书是学生获得知识

的主要源泉，等等。这些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种高度集中的教学体制和单一的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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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制定的《北京工业学院建设纲要》，强调

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因而对 1957 年前的教

学计划进行了较大修改，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把劳动生产、军事训

练、整风学习列为正式课程，并增添现代尖端科学技术课程等。修改

的教学计划与 1957 年前比，理论教学与考试明显减少，而生产劳动

等实践环节大为增加，后来实际执行效不好，影响了学生系统的基础

知识学习，魏思文院长在 1961 年 7 月作出了调整。 

 第二次大的教学改革是 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6 月，为贯彻国

防科委召开的第三次、第四次高校工作会议与毛泽东主席关于“春节

谈话”精神，“培养高质量技术干部”、“贯彻少而精原则”学校又一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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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学改革，修订了教学计划，突出了“三基本”内容，并改进教学方

式和考试方法，推广了“单元教学法”和“郭兴福教学法”。这次教学改革

的效果是好的，提高了教学质量。 

（五）培养红色国防工程师     

1955 年以来，北京工业学院的培养目标概括为培养“红色国防工

程师”。这个口号在五六十年代深入人心。它的基本内涵是:第一，热

爱国防专业，为国防建设而献身，这是热爱祖国的集中表现，凝聚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精神，与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相辅相成的；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武器装

备的研制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任何外国都不可能把最先进武器卖给

我们，要自力更生就必须艰苦奋斗，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

自己的生命；第三，到国防工业第一线建功立业，一般国防部门都远

离沿海地区，五六十年代，我国国防工厂及研究所集中在三北地区和

大西南，必须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

方去；第四，由于保密原因，国防科技

人员要准备做无名英雄；第五，坚持“质

量第一”的原则，任何技术安全事故都会

造成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

国防科技人才必须有完备的理论知识和

严格的实践能力。 

由于培养目标适应国家需要，学院从 50 年代至 60 年代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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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几乎 100%都服从分配，绝大多数走上了国防科技工业和部队

第一线，许多人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如航天运载火箭专家

王之任、范士合、崔国良、李相荣、黄春平、航天发射工程专家张泽

明、徐克俊，航天测控专家和航天测控系统工程奠基人之一郝岩，坦

克设计专家唐章媛、苏哲子，火箭导弹反射专家中国工程院士黄先祥，

轻武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朵英贤，高能化学专家中国程院院士董海

山，电子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等，都是从学校毕业走向这

些岗位的。曾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吉林省省长洪虎，也是学校毕业

后分到基层部门，以后逐步走领导岗位的。 

（六）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作风 

五、六十年代，学院的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师生的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革命人生观、奉献精神、质量第一、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等方

面的思想教育，并组织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深化这种教育，从而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一个突出的成果，就是质量第一、做“无名英

雄”、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等思想在学校蔚然成风，成为校风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各项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五、六十年代，学校专业实

验室的建设，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靠教师与实验员发扬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精神搞出来的。其中 1954 年至 1956 年建立的雷达实验室就是

典型。为开设无线电发射设备课，戚叔纬教授亲自到部队仓库寻找各

种废旧器材物资，从机工到电工的活都亲自干，自行设计，装配了几

台无线电发射机，很快建立了实验室。为开设雷达原理课，陶教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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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实验技术人员和部分高年级学生一起动手建立了雷达原理实验室。

由于师生自己动手只用两年多时间，雷达专业实验室从无到有，基本

建成了电工原理、无线电技术、脉冲技术、无线电测量、发射设备、

接收设备、天馈设备、显示设备、雷达自动装置、雷达站等系列实验

室。 

魏思文院长对建设国防工业学院不仅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而且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等方面为全院师生做出了

榜样。为建设学校游泳池，他率领机关干部到工地挖土石方，并驾辕

拉车；为掌握导弹专业发展，不仅自己利

用业余时间虚心拜师，学习这方面的专业

知识，还在主楼开设导弹总体与计算机课

程，组织机关和各系干部学习；他经常坚

持听课制度，直接了解教学第一线的问

题；坚持“种试验田”制度，重点深入两个

教研室的两个学生班级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总结经验，以指导全面

工作。这些优良工作作风受到师生们的赞扬。 

三、魏思文院长的办学思想 

（一）以任务带学科，结合国家需求办学。 

一始终坚持办学方向。1952 年以来，为贯彻国家把北京工业学

院迅速发展成为一所国防工业学院，为国防工业培养和输送急需的大

批高级工程技术人才，魏思文院长领导了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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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活动。在继续建设常规兵器专业的基础上，受命与某些兄弟院

校共同设置了导弹新技术专业，坚持建设国防专业方向。1962 年 12

月召开第六届党员代表大会后，从 1963 年至 1965 年魏思文院长领

导学院的主要工作，是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进行教学改革，组织师

生到山东参加“四清”，以及筹建四川内江分院等。从 1963 年到 1965

年，学院发展比较平稳，教学质量有一定提高。在魏思文院长领导学

校时期，一直根据当时国家需要调整办学思路，取得了成效。 

 
二以任务带学科，创建尖端院校。魏思文院长提出“以任务带学

科”建设学院思想，即通过对导弹技术和几个大型号的研究，积累资

料，培养师资，来推进导弹专业建设。迅速建成一所以导弹专业为主

体的国防工业学院。许多实践性教学环节，也可以结合科研、技术革

命或生产的实际任务来进行。 

三为国防建设而奋斗。为实现把学生培养成为“红色国防工程师”

的要求，魏思文院长在共青团代表大会的致辞里谆谆告诫全体团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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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热爱专业”，“牢固树立为建设强大的国防而奋斗”的坚强信心。在

讲话之后，学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第一，坚持对入学新生进行专业

教育，以了解本专业的主要内容，本专业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本专

业的最新发展水平和从事本专业所必须的基本素养等；第二，重视部

队使用实习这一重要实践环节，通过使用实习，了解武器装备的基本

结构、科学原理、武器的操作与维修等知识，增加对本专业的感性认

识，加强与部队战士的感情交流等；第三，向国防战线上的英雄模范

人物学习，如请老兵工“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到校作报告，用他不怕牺

牲、勇于实践、为兵器工业做奉献的英雄行为，鼓舞学生热爱国防专

业，为国防建设而献身的热情和积极性；第四，请部队首长到校作报

告，对学生进行热爱专业、热爱国防的教育，先后到校作报告的有李

达、甘泗琪、陈赓、李贞、张爱萍、许光达、罗瑞卿等，受到学生们

的热烈欢迎。 

（二）重点培养，造就学科带头人 

根据学院的规模、任务和青年教师迅速增加的现状，在魏思文院

长提议下，1959 年 9 月党委作出《关于培养骨干教师的决定》，全院

共选配 75 名业务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教师脱产学习，进行重点培

养，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到 1961 年，学院将重点培养教师调整为 7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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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又做了全面调整，进一步明确重点教师的培养，“应该挑选

那些已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有成就的骨干教师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教

师，作为广大教师的带路人”，其培养方式主要以在职培养为主，适当

减轻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将较多时间用于进修提高。这一措施一直

坚持到 1964 年，得到教育部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实行重点培养教师

措施，先后约有 160 多名教师得到培养提高，到 80 年代后他们中的

多数确实成为各专业的骨干教师。如周立伟、毛二可、徐更光成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沦浦、马宝华、韩月秋、魏宸官、曹泛等成为国家

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连铜淑、李德熊、程昌圻、施聚生、于

启勋、王建祺、王信义、王世一等成为学校的重要学术骨干和学科带

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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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学校还很重视发挥建国初期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

美国）留学回国学者的作用，并积极派遣青年教师赴苏联、东欧国家

留学，以及有重点地选送若干教师到中国科学院深造。这些从国外回

来和经过重点培养的教师，后来成为学院各学科的教学骨干和学术带

头人。 

从北京工业学院师资队伍培养建设的整体来看，1957 年以前主

要是向苏联专家学习，建设兵工专业；1958 年以后，主要是自力更

生，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成长提高。培养教学骨干与学术带头人，

坚持在优秀教师中选拔，进行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相结合有重点地培

养，这是北京工业学院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 

（三）理论和实际联系，不片面强调实践。 

魏思文认为，理工学校克服轻视实践的倾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存在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理解不够全面问题，

学生在学校里学习，主要不是去发现新的规律，而是接受经过实践检

验、前人概括了的系统知识，因此，不能片面地强调实践是学校教学

的中心环节。但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脱离实际，不贯彻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 

魏思文谈了几方面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问题。如关于基础课与专业

课，强调基础课也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设立基础课的

基本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自然界各种基本运动形态及其互相联系的共

同规律性知识。既为今天在校学习专业课打下理论基础，又为今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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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掌握和运用更新的技术打好基础。因此，不能只从某些专业的当

前需要出发，打乱基础课的系统性，撇开共同规律、基本规律，只讲

某一方面的特殊规律。关于科学研究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是提高教

学质量和科学水平的基本途径之一。今后，进行科学研究，必须从实

际出发，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要实事求是，力所能及。关于

学校开展生产劳动的目的问题。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学生参加生产

劳动的目的，是养成劳动习惯，向工农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密切结

合，克服轻视实践和体力劳动的观点。同时，通过生产劳动，更好地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自力更生，高速度攀尖端 

1956 年在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下，学校党委曾召开第二次党代

表大会和党委扩大会等，讨论通过《京工十二年发展规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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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在 12 年内把学校建成一所先进的国防工业学院，尽快地达到

苏联相应学校培养干部的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并把科学研究

列为学院重要工作。 

1957 年学院广大教师（主要是中老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前提

下，先后承担了全国规划课题、中央军委委托课题等共计 72 项，其

研究经费达到 26.9 万元，标着学校的科学研究正式列入国家计划。

并于该年与二机部六局合作成立了“三 0”坦克研究室。 

1958 年为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中武器装备发展规划的目标，魏

思文院长提出了“自力更生，高速度攀尖端”的行动口号。并于 1958

年 8 月 1 日在国防部举行了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献礼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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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展品有 69 项，其中有初步科研成果的是 27 项。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邓小平、林伯渠、彭德怀、陈毅、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参观展览项目，勉励学院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使学院的领

导和师生受到很大的鼓舞。 

 

                     
    从 1958 年 8 月到 1960 年底（其中 1959 年上半年除外）学院

曾掀起一个大搞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在该运动中，魏思文院长曾先

提出与支持三个导弹型号（505 探空火箭、265—1 反坦克导弹，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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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空导弹）的研究，组织约 2000 名师生参加，其主要目的：一

是想在尖端武器上为国家做出贡献；经过了研究、试制和飞行试验，

探空火箭发射较为成功，反坦克导弹取得了探索性成果。经过三个导

弹型号的研究，丰富了师生的实际知识，积累了一些资料，初步掌握

了一些设计的数据和要求，有利于导弹专业的建设。与此同时，院内

其他专业和学科的师生也取得一些科学研究成果或阶段性，例如大型

天象仪、远程照相机等。 

当时北京工业学院的科学研究取得较为丰硕昀成果，有的成为新

中国的首创。如：建立了中国电视第一个频道；试制了我国第一台大

型天象仪并进行调试和表演；发射了第一枚二级固体探空火箭；研制

出第一台远程照相机；试验了第一枚反坦克导弹；试制了电视实验系

统，并发射成功。 

在上型号和搞科研的同时，学院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大力加强，

在魏院长的直接指挥和求援下，先后从总参和二机部调拨一些武器装

备和科研实验室的设备，保障科研任务的进行。 

总之，从 1952 年国防工业学院筹建，到 1965 年时，学院已成

为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物质技术基础的重点国防工业学院。当时学校

的占地面积已超过 1100 亩，建筑面积已超过 18 万平方米（其中教

学用房约占 55%），全院的固定资产已超过 6000 万元，培养出来的

国防高级技术人才达到近万人。这些人才中许多已成长为国防科研、

试验、生产战线上的知名专家和骨干力量，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

与“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魏思文院长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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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业学院的创建者，是国防科技教育的奠基人。 

 

附录： 

魏思文简历 

魏思文（1910-1967），

山西省文水县人。1926 年加

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至

1932 年就读于北平冯庸大

学，曾担任北平学运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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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1932 年至 1935 年，先后在内蒙古临河县和山东省即墨县做

党的地下工作，任县委委员。1935 年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被释放出狱后，转战山东各地，曾任淄

博特委民运部长、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中，

先担后任鲁中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东支前司令部政治部部长、西

南服务团团长、川东行署副主任等职。1952 年 10 月调北京工业学院

任副院长、代院长，1954 年任院长，1956 年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直

至 1967 年 10 月被害致死。1972 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北理工校史馆筹备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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