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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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宾大会年士作LN年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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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 2013级新生来说，军训是他们大学生活的起点。在军训场上，炎炎烈日并未影

响到他们火热的激情；合唱演出中，他们那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良乡校区。他们呐喊，吼出青春的张扬；他们呼

啸，迸发出为校争荣、为国争光的自信。军训是短暂的，但却锤炼出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铸造他们钢铁般的体

魄，同时也给他们彼此间的友谊镀上了军旅的色彩。

九月，军训指挥部和大学生记者团联系举办了“新生·足迹”2013军训摄影展，记录了军训中每一个难忘

的瞬间。绿色军营是炼钢的熔炉，是成长英雄的摇篮，生命中有了绿色的烙印，就会有血与火的记忆，就会有战

斗与奉献的光荣。

让激昂青春留下绿色的烙印！ （大学生记者团）

绿

色的青春留下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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