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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本市教育界广泛开展了大力宣传立德树人、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严谨笃学先
进典型的活动。今天，本报刊登一组“为人、为师、为学”楷模，宣传典型，希冀为全社会实
现教育强国梦注入强大的正能量，同心共筑中国梦。

为人为师为学 向上向善向美

! ! ! !一边“定向培养”大闸蟹，一边扎根水产
养殖专业三尺讲台，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成永
旭与鱼、虾、蟹“恋爱”一谈就是十多年。他主
要研究方向为甲壳动物营养学和养殖学，特
别是对经济蟹类的营养繁殖学居国内前沿
水平，更荣获 !"#!年教师节“为人、为师、为
学”宣传典型。

潜心教学有创意
从教十余年，一直辛勤耕耘在教学第一

线，怀着对教学无比的热情，加上深厚的知识
底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永旭教授的课获
得好评。例如在营养繁殖学的教学方面，由于
营养繁殖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应用学科，在教
学过程中充分阐明它与水产动物增养殖学、
水产动物营养和饲料学、水生生物生理生态
学、水生生物学、发育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
启发了学生在教学学习过程中培养其科学思
维的能力。
“每节课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段生

产上的经验或教训，令人难忘。”一碰到成永
旭的课，许多学生早早来教室占座。“因为他
能从学生学习的角度出发，因材施教，教学
内容新颖，教学手段先进，专业信息量大，有
针对性地突出课程重点和难点，并向学生介
绍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教学内容贴
近生产实际，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大家都
很渴望上成老师的课。”

而对于成老师的四点要求，只要是上
过他课的学生都耳熟能详，记在心底：感

情———每一个学生与教师首先培养与水产养殖的感情，在与
鱼、虾、蟹“谈恋爱”；干劲———刻苦钻研业务，乐观向上、风风火
火地工作；精神———敢于实践、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心诚———
真心诚意待人，发扬团队精神，为一个共同目标，志同道合，共
同奋斗。

教学改革重实践
成永旭教授一直关心教学改革，他始终认为，既要培养学生

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又要以实践环节为切入点，提高学生的动
手能力。为此，他大胆探索教学改革，自创了一套“课堂教学、实验
室操作、池塘边实践”的教学新模式，获同行一致好评，主讲课程
《生物饵料培养》被评为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
“教改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动手能力，培养创新

人才。”因为水产养殖是应用性学科，培养学生社会实践和动手
能力非常重要，所以成永旭教授主张，作为一名教学和科研人
员，不能把自己的岗位局限于讲台和实验室，要“走出去”，走到
生产实践的第一线，让实践检验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往
的工作经历让我认识到了实践加理论的必要性，后来在教书育
人中也一直言传身教。
据此，他特别要求他的团队和研究生每年至少有 !个月的

时间在渔区基地工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和
学习方针，虚心吸取一线渔民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成就，然后就渔
民反映和养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集中攻关，然后再走到群众中
去指导生产。他不仅自己扎根渔区，而且每年都有半年以上的时
间带领学生深入渔区一线，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们
一起到实践第一线去体验和服务。足迹不仅遍布上海崇明，还有
江苏泗洪、安徽芜湖、合肥、宣城，以及贵州，台湾省和西藏广大
地区，对服务和促进这些地区的水产养殖，特别是大闸蟹的养殖
作出了贡献，赢得了社会和同行的认同。同时在这些社会实践中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增长他们的才干，锻炼了团队。所以成永
旭团队所培养的学生一般不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比较受到水产用人单位的欢迎。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对于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
院的郑伟安教授来说，“对国家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长江讲座教
授”，国家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等一
连串的荣誉早已是“身外之物”。他说，
立足本职、无私奉献、言传身教、教书育
人，才能彰显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大
学教师的高尚师德。

“文革”后第一名研究生
!%&&年 '月，因放弃美国加州大

学的“金饭碗”而回国工作的传奇经历，
让郑伟安成了媒体关注的名人，但人们
更感兴趣的，则是他是如何一步步地从
“小木匠”变成数学家的。

生于 &$(!年的郑伟安，才上了一
年初中便遇上了动乱年代。由于身体原
因，他没有上山下乡，而是到街道房修
队当了一名木工。从小就特别爱学习的
他，在工作之余自学了大学工科前三年
的全部课程。本来想继续深造自己热衷
的无线电专业，但每月 #)元的工资，为
他自学无线电技术的道路设置了很大
障碍。于是，他改弦更张，钻研起了经济
上付出相对较少的数学。
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郑伟安

还挤出业余时间认真地写了一份“毕业
论文”，并将它辗转递交到了华东师大
数学系的教授手中。不久，他被华东师
大破格录取，成为数学系“文革”后的第
一名研究生。这下，昔日的小木匠真的

出名了，还受邀在上海科学大会上作了发言。
在读研究生期间，郑伟安完成了 )篇高质量的论文。毕

业后留校任教，他又获得了赴法进修的机会，并遇到对其有
着毕生影响的老师———法国数学界泰斗梅耶教授。是这位
法国教授指导并资助了郑伟安攻读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还费尽心力邀请到世界各地的名教授担任郑伟安毕业论文
答辩委员会成员。郑伟安自然也没有辜负老师，两年半时间
就拿到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破格提升成为教授
拿到学位后的郑伟安又回华东师大任教，这之后，他先

后受邀到德国、英国进行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学
术视野。#$)*年，年仅 +,岁的郑伟安被华东师大再次破格
提升为教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年郑伟安
尝试转型，在美国加州大学开设了“高等随机过程”博士研
究生课程，旨在培养金融数学家，报名的学生多达 !"多人，
是系里最大的班级。
“&$$"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年获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终身教授职位。为了实现学术报国
的理想，他在 &$$'年后定期回国，!"""年起任我校‘紫江
讲座教授’，!""'年起受聘为‘长江讲座教授’，!""$年成为
国家第一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年，他毅然辞去美国
教职，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归国工作。”在华东师大的相关档
案里，是这样记述郑教授的。
现在，郑伟安一边担任着金融工程系的系主任，一边还

要兼顾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航运物流研究院的工作。对于
现在从事的金融统计学科工作，郑伟安把研究方向从随机
过程的纯理论研究转为过程统计与金融数学。专家们评价
说，他的研究课题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应用性极强。在研
究中，他的团队给股价的技术分析建立了一个理论依据，这
一成果已经引起了业界的高度重视……

本报记者 王蔚

! ! !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对照现代高等教育职能，我们将此翻译
成白话文就是高校老师要开展文化创新、传
授知识、学术研究。当下的大学校园不缺热
衷创新文化的老师，讲课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也不在少数，科研能手更是比比皆是，但是
能将此三项集于一身的老师就屈指可数了。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查明建教授当属
其中一位。

底蕴深厚 观照现实
“他是我大学里认识的近百位老师里最

具有人文关怀的老师（没有之一）”，今年 *

月已经毕业的孙琪在微博上回忆自己的四
年大学生活时这样评价查明建老师。
其实，孙琪并没有上过查老师的课，让

她如此认可查老师缘于一年多前的一次讲
座，学校里思索讲坛举行一百讲纪念活动，
邀请查老师做嘉宾，查老师上台讲演，他从
学校所在的松江与上外的文化渊源讲起，讲
到当下的大学的困境。她喜欢大学老师的这
种韵味，既有深厚底蕴，又很观照现实。
“……面临当今的社会环境，不要去抱

怨，因为我们能做的有很多。我们可以从自
己开始，一点一滴地改变，然后改变身边的
小环境，继而去影响大社会。‘心有多大，世
界就有多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可
以竭力去思考、去追求，严格要求自己，逐渐
培养高昂的人文精神！”孙琪依然清晰地记
得查老师在讲演时根本没有讲稿，但极有气
势，她回忆，查老师那次讲演的题目叫《大学
离不开人文》。那次活动原本计划两个小时，
从晚上 *点半到 )点半（因为老师们要乘班
车回市区），后来现场的气氛实在是太热烈
了，提问交流的学生把老师们团团围住，活
动一直拖到晚上 &"点半多。

教书育人 启迪心智
查老师长期为上外研究生开设“当代欧

美比较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专业课程，这两门课程是国
内同专业中最早开设的硕士生课程。听过查老师多门课程的徐
晓波说，“查老师的课是常新的”，他善于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科研
成果，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传授研究方法。他的课程不仅很好
地帮助学生掌握了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还引导他们走向本专
业学术研究的前沿。在评选最有人气公选课老师时，学生们评价
道，查老师的课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中外文学、文化的了解，而
且，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对人文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和体认，并重
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定位和追求目标。

查明建老师是上外一级学术骨干，他历时 '年撰写的 &&$

万字的《中国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被广泛视为
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富布赖
特”高级研究学者，上海市优秀留学人员“浦江人才计划”学者，
《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曾获多项省部教学、科研奖励和荣誉
称号。可谈到荣誉时，查老师说得最多的却是：“在这个功利、实
用主义比较盛行的时代，传统为人师者的人文品格操守和人文
理想追求，面临着诸多挑战。也正因如此，教书育人事业显得更
为神圣和美好。我当继续努力，让我的学生们有更多的知识收
获和心智启迪，有更深广的人文情怀，有更高的人生立意和追
求，从而调动生命的精华，向上、向善、向美，成为一束火焰，照
亮被物欲所遮蔽的理想、情操；成为一股清泉、一缕清风，净化
社会风气；成为由内而外美好的人，贡献一份自己的精彩，使这
个社会变得美好些。”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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