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1 日，由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主办，
北京理工大学、中 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高校传媒联
盟承办的“青年自强·圆梦中国”———“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颁奖分 享会暨 2013 年度寻访“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关村校区七
号楼报告厅举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党
委副书记、副 校长 李和章 ，新东 方教 育科 技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中国青年报社常务
副社长张坤 ，共青 团中 央学校 部副 部长、全 国学
联副秘书长杜汇良，团北 京市委副书记熊卓等领
导、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

李和章代表学校致辞，向获得 2012 年度“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的优秀青年学子表示衷
心的祝贺。并用获得本次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的
我校张 大奎 博士的 感人 事迹激 励青 年学 子意气
风发、斗志昂 扬的 追逐 自己的 梦想：因 为 实现梦
想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天道酬勤，有
恒乃成，所谓自强之外无上人之术。青年一代要
保有“胸怀多少难甘事，凌霜傲 雪当自强”的气魄
和信念，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断奋斗。

接着进行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

活动院校优秀组织奖的颁奖环节。北京理工大学
荣获“ 中国大 学生 自强 之星”活 动院 校优 秀组织
奖，我 校计算 机学 院的 王穆容 同学 荣获“ 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在“中国 大学 生自强 之星 标兵 ”颁奖 及 分享
环节，获选的 10 位自强 之星 标兵以“青年 自强·
圆梦中国”为主题讲述了自己的感人故事。他们
中有演绎“无胃人生无畏病魔”的小姑娘靖易，有
寒春跃入刺 骨池 水救人 的吴 书强，有“ 六 年如一
日”背同学上学的小姑娘杨静，还有 5 年做 17 份
兼职，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学学业的武晓妹等。
荣获该 奖的 我校学 生张 大奎两 岁时 因高 烧未能
得到及 时有 效的治 疗，被 确诊 为“ 核黄 疸后遗
症”，自此他的身体机能受到严重损害，直到六岁
时尚不能独自站立。然而，突然的不幸并没有阻
挡他的人生之路，张大奎同学以坚韧的毅力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奇迹。他不仅恢复身体的部
分机能，还凭借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自己从小学到
高中、大专、本科一直到硕士的学业，而今成为我
校计算机专业的一名优秀博士研究生。他在分享

时说：“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只要你还保有一颗
兢兢业业、不甘平 庸的 心，只 要你还 走在 不断强
大自我、惠及 他人 的路 上，这样 的人 必将都 是生
活中的自强之星。”

新东 方教育 集团 董事 长俞 敏洪 表 示同 学们
的自强不息，让自己在资助“自强之星”活动中收
获了快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讲话中首
先与同学们分享了对“中国梦”的理解，并进一步
指出 ，在 新时 期 ，弘 扬 自 强 不 息精 神，凝聚 实 现

“中 国梦”的磅 礴青春 力量，一 要坚 定信 念，二要
拥有梦想，三要担当责任，四要坚守执着。他寄语
青年人，“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奋斗不 已，自强不
息。”

寻访“ 中国大 学生 自强之 星”活 动由 团 中央

和全国学联主办，自 2008 年启动以来每年举办
一次，评选“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10 名，“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100 名和“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提名奖获得者 800 名。在今年的活动中，校团
委结合“信仰·青 春·阳光”主题教育活动中“青 春
榜样”的 选树工 作，从校 级青 春榜 样库 中推荐 了
张大奎、王穆荣两名自强不息榜样参加全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评选。据悉，本次活动共有全国各院
校推荐的 9164 名大学生参评，其中张大奎同学
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是我 校参加寻
访“中国 大学生 自强 之星”活 动以 来第一 位获 得
该荣誉的 学生，王穆 荣同学 获得“中 国大 学生 自
强之星”提名奖。

（校团委 艾翔）

图片新 闻

今年 9 月，设在良乡校区的“北京理工大学校史展”迎来了 第一批参观 者———生命学 院的本
科新生。“北京理工大学校史展”使良乡校区的师生们可以随时了解学校的光荣史，为师生们增添
了又一份内容丰富的“精神食粮”，展览共有展板 132 块，几乎囊括了校史馆中的精彩内容，并增
添了不少最新的学校信息，成为了校史馆外又一个进行校情校史教育的重要基地。

（文 / 校史馆 程明钰 图 / 新闻中心 郭强）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颁奖分享会在我校举行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 月 21 日，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
的 近 200 名校 友回 到 母校 ，参 加“ 北理 文化 与 校 友 成 长”
———北京 理 工 大 学第 三 届 校 友 论坛 ， 庆 祝母 校 73 岁 华
诞。

上午，“北理文化与校友成长”———北京理工大学第三
届校友论坛开幕式正式开始。中国预警机之父、2012 年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信息学院 1961 届校友王小谟院
士，中国 载人航天 发射场总设 计师、中国酒 泉卫星发 射中
心原副总工程师、自动化学院 1967 届校友徐克俊将军，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机电 学院 1985
届校友石岩，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91 届校友杜江涛，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 处书记，北京 市科协副主 席冯长根，中 共北京市 西城
区委 常委，区 委办 公室主任，区直 机关工委 书记郭怀 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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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正：理三届情卅载研教毫不殆，志贯一德传百劳逸各多彩

濡染书香承志师者往来
铁甲青春功铭北理内外

很早之前，我们就常听机械学院的
同学提到一个叫张老师的人，在学生的
眼中，他是一个始终精力充沛的人，在课
堂总能喻平实知识于精彩话语，在课外
总能平凡之处寻找美丽。不管是他教过
的本科生，还是他带过的研究生，评价总
是溢美之词，让听者羡慕不已，而又将信
将疑。

暑假刚过，喜讯传来，张老师获评北
京市名师。高兴之余，我们也想一睹师者
风采。为此，我们采访到了仰慕已久的张
卫正老师。直观来看，张老师有着标准的
教授风范，谈吐清晰且和蔼可亲；深入了
解，这是一个执着而又有趣的人。

张卫正老师是我校机械与车辆学院
1980 级本科生，1987 年硕士毕业，随后
到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201 所）工作，
201 所是当时研究坦克唯一的研究所，
到那时适逢三代坦克研制，5 年的研制工

作结束后，于 1992 年离开 201 所，
调回学校，攻读在职博士。1996 年
赴俄罗斯进修一年，随后回校任教
的履历简洁无奇，却有着又深又长
的“理工”烙印，本、硕、博全都就读
于我校，可谓“血统纯正”。在浮躁
的年代，走直线的做 法，赢 得的是
专一，是静心。对于做学术的人，最
简洁的路，往往就是最便捷的路。

张卫正老师做出 做教师这一
选择，是因为从小受到了家中的影
响。张老师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在家排 行老三，父 母 都是大学老
师。幼小的张卫正，时常会看到父
母的粉笔在黑板上舞蹈，看到深夜
灯光下 伏在桌前的身 影。从那时
起，教师在张卫正心目中变成了一
个极为神圣的职业，也就是从那时
起，他坚定了自己成为一名教师的
梦想。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几十年

后，自己 会比 儿时的梦想，走 得更高，走
得更远。

整个学生时代，父母一直是张卫正
的榜样与目标。现在张老师也坦言道，他
是自己家兄妹中对于父母的精神与职业
继承得最好的孩子。

三尺台千咫心挥洒激情
人流水书轮回寻乐不尽

张卫正所教授的内燃机学是专业主
干课，教学内容涉及热、流、机、电等多个
学科。在大部分人眼里，教学是一个重复
性的枯燥工作，但是张卫正老师却不甘
于简单的教学，他充分整合各种资源，让
自 己的每一节课都能得到提升与改 善。
内燃机学是校级精品课，有自己的网站，
有完整的 PPT课件，并且每年有所更新。
多媒体资料也很丰富，建有题库，并有部
分教学视频资料，这些资料均在精品课
网站上，供学生下载学习。教师和学生可

以通过精品课网站，开辟课外第二课堂
与交流的园地。

在教学方面，张老师不爱照着教科
书备课。对于此，张老师自己常常幽默的
解释为记忆力差。事实上，张老师把备课
和学习融为一体，靠学识和自 己对专业
的熟知度来教学。张老师备课的方法是，
上课前把自己的思路清楚捋一遍，在哪
个地方需要对学生提出问题，哪个地方
学生们有可能有疑惑需 拿出来讨论，或
者需要运用现成的材料去讲解的，都要
有所预知。最后就凭借自己深厚的专业
认知和积累，在课堂上沿着设计好的思
路自由发挥。为了不让学生对繁杂的专
业教学内容感到枯燥，张老师总是会结
合课本上的知识和学生们说一些实例来
配合讲解，实际遇到这类问题时是如何
解决的？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技
术是如何演变的？这样学生才能听得津
津有味。通过适度的提问或引导学生主
动思考、提出问题，这样不仅活跃了课
堂，提高了学生听课的积极性，也反过来
激励了老师讲课的热情。随着目前车用
内燃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其教学内容、热
点也会随之有所改变，这要求老师随时
关注和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新要
求、新目标，将研究学习 、实际需 求与课
堂教学结合起来、 细细分析，讲给学生
听。对张老师来说，上课是一种与学生交
流能量的精神享受。

张老师认为，只有紧密结合当前的
科研进行扩展教学、研究性教学，才能使
学生真正能学以致用。他不仅每年根据
内燃机原理、技术的发展，更 新一部分教
学内容，还将当前最新科研研究成果用
于教学，作为讲解的实例或与学生研讨
的例子，以便使学生能活学活用所学的
理论和分析方法。教学不仅是为了提升
学生的知识水平，也能提升自己不断学
习新的专业知识、研究新问题的动力，能
够起到教学研究相互促进的作用。

从教以来，张老师始终在坚 持
一件事———教学改革。近十年来，通
过在内燃机学课程考 试环节给学生
设置特 殊水平分（30 分），督 促学生参与
课外研究、课外研学。学生通过写论 文、
写研究报告 、讲课、参加 专业创 新 竞赛 、
甚至面试等各种能真正反映专业水平和
相关能力的方式获取这一特 殊 水平分。
自 2003 年开始他几 乎 每年给学生出一
本论文集。

在张老师的心目中，“教师”这一职
业不仅仅是工作，而是自己的全部生命。
为此，张老师不管工作还是生活，大部 分
时间都是在学校里面度过的。张老师经
常带着学生做项目，项目是把学到的知
识用的实践中的最好方法。在项目中，最
关键的就是寻找创新点，并把它做好，用
于解决实际问题。每逢在项目中有了可
行的新想法，并且一步步实现时，张老师
会比学生们更愉快，因为他不仅教会了
学生们知识，更让他们学会了用知识解
决问题的方法。

有一个本科生的成长故事让张卫正
老师印象深刻。那位学生从 大三开始钻
研一个深奥的学术问题。经过研究，他撰
写了一篇论文投到了某著名国际学术 会
议上，并应邀在这个由众多大牌专家 参
加的学术会议上进行了演讲，反应很好。
接着有很多国外的专家邀请他去免费攻
读研究生。后来这个学生去加拿大攻读
了他所喜爱的硕士和博士，又在那里找
了个很好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在教学方
面，努力给学生创 造条 件、创造机会，充
分发掘学生们的潜力，他们会做出令人
意想不到的成绩。

工作之余的张老师，也是一个懂得
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学生时代，他就不
仅学习数一数二，还拿过北京市高校 110
米跨栏第一名。他很热爱户外运动，经常
和学生一起去户外郊游或者运动，每 周
都会和学生去香山爬山，锻炼身体，让身

心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充分放松。每年暑
假，在完成繁重的科研工作后，都会带着
学生出去调研、采集生物标本，在大 自然
中寻找创新的灵感。

在张老师看来，教学工作的最大贡
献就是为国家不断地培养人才，当你看
到自己培养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
硕士、博士，当他们事业有成，家 庭幸 福
时，那种成就感就会油然而生。现在，不
包括数十届的本科生，张老师带的研究
生毕业的已有三十人，在读的十六人。每
年都会组织很多次毕业生和在读学生的
聚会，大家在一起 说说话、聊 聊天，了解
毕业学生们的近况，一起庆祝学生们所
获得的成绩，这是从事其 它行业的人难
以享受得到的愉悦。

因材施教倾心育人
感恩母校言切情深

身为师者，不仅 要教书，也要 育人。
除了培 养学生刻苦 钻研的科研精神外，
也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向上的
心态。张老师的学生毕业后，有的继续从
事本专业工作，也有的转行选择了自己
感兴趣的职业。就业后，学生们都能  
业业，在自己所喜爱的!位上"#努力，
用$出的成绩回报%会、母校和老师，这
是作为一个老师最&得'(的。

对学术研究不感兴趣的学生，张老
师也对他们采取)励的方法，要求他们
在*+最,的专业-.知识的同时，)
励他们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只 要他
们/意去努力学习，无论在哪个01，都
会得到老师的2持。

对于34在学术01有所建5的学
生，张卫正老师自然不6余力，并且给7
他们充分的锻炼机会。张老师经常带着

博士生一起去谈项目，并8可能让学生
为主进行课题的9报和:报，很多 项目
都是国家重点项目。这也是对学生们的
一种锻炼。让学生多多参与实际的项目
中，才能学到的更多知识、*+更多的专
业技能。

可以说，张卫正把 自己的;<全部
=献给了母校北理工。我们学校的>工
专业在全国来看，科研条件很?@A的，
而且项目很多。张老师从事的方向能源
与动力工程是工信部 重点 专业之一，在
B>动力方面的2C力在同类院校中名
D前E。学院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很
大，以张老师为代F不G教师不仅在专
业技术上2持学生创新，甚至H用科研
经费2持学生创新。

同时，张老师也对 母校的发展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他34学校能够在本科
教学方面投入更多一些，要向本科教学
IJ；要建K灵活的培养方式，适当LG
课堂教学，M加课外研学，更加注重 因材
N教，注重发掘每一个学生的@A与潜
力。在师资OP方面，在@Q人才的引进
上要不R血本；现在的;年教师各方面
条 件都很@Q，上进心S，但 需要 引导，
做好老人带新人的传承工作，要培养年
T教师们对教学的兴趣、对学生的U任
感；如何通过制度更好地引导教师V心
从事教学，以教学为职业，学校还需要进
一步的努力。在管理方面，学校也应该有
开W精神，X于Y出一些新的Z[，去\
]、̂ 试和改进。

（党委宣传部 和霄雯
学生记者 肖海洋 吕一星）

———访北京市教学名师张卫正教授

我校八位教师获评“北京市

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在 2013 年“北京市@Q教师”、“北

京市@Q教育工作者”评选中，我校_`
山、a庆、bcd、efg、h一i、jk、
l庆mn位教师o获“北京市@Q教师”
opqr，st同uo获“北京市@Q教
育工作者”opqr。

本年度北京市vFw@Q教师 638
名，@Q教育工作者 79 名，他们在平凡
的工作!位 上做 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展

现了新时x人y教师的z好精神风{。
34全校|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Q
教师和@Q教育工作者为榜样，}持~
�向上、#发有为的精神状态，K足本
职、扎实工作、开W创 新，以对学生的挚
爱和对教育 事业的U任教书育人，为人
师F，为率先-本实现首都教育现代化、
努力办 好人y满 意的教育 做 出 更 大 贡
献。 （党委宣传部 杨扬）

我校 1983 届百名校友毕业 30 周年返校活动隆重举行
2013 年 9 月 14 日，我校“卅载 成 才路 一生母校

情”1983 届百名校友毕业 30 周年返校活 动大会在中
心教学楼报告厅隆重Z行。校党委书记 郭大成，副校
长、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宾，党委副书记 、
副校长李和章，原学校党 委书 记、对外工作委员 会主
任焦 文俊，原学校校长匡镜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周K
t教授，光电学院倪国S教授出席了大会。学校各机
关部处有关0导、各 专业学院负U人、来自 全国各地
的一百余名 1983 届校友代F、部分教师和学生代F
500 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杨宾主持。

攀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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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本身是非常单纯的，只 有你让他
们得到爱，他们才能理解，只有他们理解了，他
们才能付出爱。”5 年来，乡村教师韩延昭拿着
微薄的工资，克服重重困难，不 离 不弃地坚 守
着草庙学校的孩子们，并为当地留守儿童建立
起了“希望留守之家”，孩 子们和网友都亲切地
称他为留守“阿舅”。
“全能”教师韩延昭 语文、舞蹈样样通

韩 延 昭，2001 年 毕 业于 洛阳 市 第一 师 范
学院，中专毕业后，他一直在外打工。2008 年，
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韩延昭回到了家乡洛阳
市嵩县纸房乡草庙村。

由于韩延昭的父亲在草庙学校工作，回到
家乡的他除了照顾生病的母亲，也开始了自己
的“园丁”生活。

韩老师告诉记者，他在中专学的是美术专
业，但是由于教师资源严重短缺，他在学校几
乎是什么都要来点，从语文到舞蹈，都要有所
涉及。韩延昭虽然教的是学前班的孩子们，但
也需按照小学安排的时间上课，刚开始时，因
为他的教学风格和本地教师不太一样，能给孩
子们带来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还可以陪着孩
子们玩，所以孩子们都比较喜欢上他的课。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新鲜知识，韩老
师开始自己买电脑，装宽带，在网上学唱歌，学
舞蹈，学新鲜的游戏，陪孩子们玩。“可是现学
现卖也不容易啊，有些舞蹈看 着挺好的，但我
身体太僵硬，学不了，学不了就只能简化动作。
但我相信，只要我能做到，孩子们也能做到。”
韩老师说。

在草庙学校执教后，韩老师和村里的孩子
们有了真正的接触，由此知道大多数孩子的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当中，除了 收割麦子 和
春节这两个时间里是必须回来的，其他时间都
不在家。

为了给这些孩子 们提供一 个相对安全 的
场所，韩延 昭在草庙学校创办 了“希 望留守之
家”。

美籍华人关注“希望留守之家”
为孩子们寄来文具

2010 年春节，韩老师安装了宽带，并试 着从美必收必师资工的好关关据‘ 的 ， 真挺试了 ‘ 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