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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亲临代
晋军的课堂，你就会
发现其中的奥秘所
在。在这里，300 多名
学生被分成 8 个小课
堂，代晋军每次选择
一间教室授课。走进
任意一间教室，都能
看到他在屏幕上一步
步推导、讲解。

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是每一名为
人师者所追求的理想，但能在
讲台上坚持到 77 岁的师者并
不多见，更不用说在其一生的
执教生涯中获得过教学领域的

“大满贯”：2001 年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2003 年获首届
国家教学名师，2005 年、2009
年分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2013 年获四川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2016 年获教育部中国
大学 MOOC（慕课）特殊贡献
奖。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吴鹿鸣
便是这样一位师者。

2016 年 9 月，吴鹿鸣逝世，
西南交通大学新媒体平台发起
网上悼念。一时间，全国各地吴
鹿鸣曾经教过的学生纷纷留
言，其中甚至还有 30 多年前听
过吴鹿鸣讲课的学生。

在他的学生心目中，吴鹿
鸣是一位声如洪钟、充满激情、
愿意帮助学生的老师，是一位
真正的教育家。

“77 岁时，吴老师还坚持给
本科生讲课。”吴鹿鸣的关门弟
子、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教授张祖涛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表示，吴鹿鸣一生
致力于机械工程领域的教学，
他一直希望将自己毕生的积累
传授给更多的学生。

2013 年，慕课开始进入我国。吴鹿鸣敏锐地
感觉到大规模在线教育将打破大学的“围墙”，
让更多人从中受益。就在当年，吴鹿鸣开始录制
他的第一门慕课课程，2013 年正式上线。这是国
内机械设计的第一门慕课，也是西南地区上线
的第一门慕课。2017 年 12 月，《机械设计》慕课
被评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他把毕生在机械设计这门课程的理念都
讲到这门慕课课程中了。”在吴鹿鸣去世之后，
机械设计教研室团队按照吴鹿鸣生前的规划，
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2016 年，在吴鹿鸣影响下，张祖涛、罗大兵
和潘亚嘉等团队老师萌生了把多年科创竞赛指
导经验录制成慕课的想法。经了解，当时在中国
大学 MOOC 平台 2000 多门在线课程中，没有
大学生科技创新指导类课程。于是，吴鹿鸣的慕
课团队专门拨打了中国大学 MOOC 负责人的
电话，介绍了团队科创竞赛指导经验以及把大
学生科技创新指导做成慕课的规划。负责人在
电话那头听到张祖涛激动地讲着，就让他先录
制一门《大学生科技创新课程之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结果第一集样片录制后，大受欢迎。而这
一录制，就是 8 门慕课。

“那一年，我们不是在录制慕课，就是在录制
慕课的路上。现在回忆起来，正是二十年耳濡目染
吴老师对教学的激情和冲劲，才有一年录制 8 门
慕课的动力。”罗大兵记得，2012 年，年近 80 岁的
吴鹿鸣连着两个月每天录制慕课课程到凌晨一点
多。“我们年轻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投入呢？”

在 2018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单中，吴鹿鸣弟子团队主
讲的《大学生科技创新系列课程》8 门慕课在获
奖名单之列。

教育和教学的本质是传承，需要一代又一
代人的积累，在高校尤其如此。在唐山铁道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前身）读书时，吴鹿鸣就遇到了
良师，教授投影几何的李汶教授、教授力学的孙
训方教授都是吴鹿鸣的授业恩师。这些教授在
学校乃至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名师。在学习力学
时，孙训方为吴鹿鸣开了“小灶”，吴鹿鸣由此在
教授的科研小组中开始科学研究的基础培养；
李汶讲授的投影变换锻炼了吴鹿鸣快速敏捷的
思维。他们的风范与教诲为吴鹿鸣日后的发展
铺好了道路。以至于当他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
名师的称号时，他都感念这些老师，“百年名校
拥有一大批教学名师，只不过我运气好，获得了
这份荣誉。”

西南交通大学有 123 年的历史，是中国第
一所工程高等学府，中国土木工程、交通工程、
矿冶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交通大学最早两
大源头之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积淀了本
科教学的传统。

在张祖涛看来，和同门师兄罗大兵能够追
随吴鹿鸣的脚步坚守在本科教学一线，一方面
是受到这种文化传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感染
于吴鹿鸣充满激情的人格魅力。

“吴老师 77 岁时在一楼上课，二楼都能听
得到。”张祖涛说，虽然彼时吴鹿鸣年近耄耋，但
他的乐观、豁达和对教学的激情未减半分。

20 多年前，张祖涛和罗大兵毕业时曾面临各
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吴鹿鸣对他们说，“我觉得你
们俩还是比较适合当老师。”吴鹿鸣在弟子们身上
看到了他自己富有激情、充满干劲的影子。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受到吴老师的影响，我
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吴老师的精神、把对本科教
学一线的热情传承下去。”吴鹿鸣的弟子们都坦
言，要沿着教学这条路坚持往下走，“把这种精
神传递下去”。

“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
事”，这是西南交通大学的校训。吴鹿鸣一生所
追求的教书育人的理想无非是交大人对精勤求
学、忠恕任事的执着坚守，对弘文励教、交通天
下的不懈追求。

“当今没有强大的国力是难以与
各方面周旋较量的。因此我们要充满
信心，一定要把中国搞好搞强盛。”落
款时间为 1994 年 12 月 18 日。

每每抚过一张张已褪色的新春
贺卡，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终身
教授锡林都不禁感到一丝惆怅。那是
恩师、中国动物营养学家、教育家杨
胜生前亲手书写、投递寄出的一份份
问候与鼓励。在卡片有限的空间里留
下的随笔，流露出他对工作的热忱及
对国家发展的关心。

这样的新春贺卡，从前杨胜的弟
子人人都能收到。久而久之，成为他
们心中年复一年的期待，以及难以企
及的“奢望”。

2019 年恰逢猪年，1 月 1 日是这
位终生与猪、鸡等动物为伍的老先生
的百年诞辰。在中国农业大学杨胜的
铜像前，摆放着桃花、杏花，寓意桃李
满天下。

从“富家公子”到“养猪倌”

如果命运的罗盘没有发生偏转，
杨胜也许会是一名江南商人。

1919 年 1 月 1 日，杨胜出生在江
苏省无锡县大墙门镇（现为无锡市新
区硕放镇）的一个商业世家。新年喜
降麟儿，全家人喜不自胜。

此时正值风雨飘摇前的短暂宁
静。4 个月后，著名的“五四”运动爆
发，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启蒙
的五四精神，成为历史上永不磨灭
的回响。

大墙门镇向北约 7 华里的梅村
镇，是华夏泰伯圣地。3000 多年前，
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让王位于季历
及昌（周文王），以遂父愿。泰伯偕弟
从陕西远赴江南，建立勾吴国，开创
了吴地文化的先河。

成长中的杨胜无意中追随了先
贤，没有继承祖业，而是走上了科学
报国之路。在中央大学毕业后，他辗
转来到北京农业大学（现在的中国农
业大学）从事动物营养、生理生化的
教学与研究。

在一辆颠簸的汽车里，杨胜和同
出差的教师吃住都在种猪车厢，一路
负责看管大、小种猪的日常饲养，饮
水、喂料和清扫粪尿。“我们因口渴难
耐，还‘偷吃’过给种猪吃的大白菜
心。很甜、很好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经历。”

从此，他扎根艰苦的实验环境，
放弃优渥的“富家公子”生活，逐渐成
为中国现代动物营养学奠基人、中国
饲料科学和饲料工业的第一代创始
人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杨胜带领
的动物饲养营养团队在国内猪蛋白
质和氨基酸营养研究方面处于前列。

1995 年，杨胜率先提出要重视“动
物生产带来排泄物的环境污染”问题，
并提出采用营养、生物技术控制畜禽
粪尿污染生态环境的技术措施。

他是制定我国第一个“猪饲养标
准”的主要专家之一，由他完成的“猪
营养需要与饲料配方”系列课题，为
该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大参考依据。

他主编的《饲料分析》成为我国
饲料分析领域的第一本专业著作，对
促进和提高我国动物营养学教学、科
研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原副秘书长
乔玉峰曾盛赞道：“中国仅用 20 年
由饲料小国发展成为饲料大国，靠
的就是教育和科技，就是杨先生等
一批学者。”

儒雅之师争实验室

熟悉杨胜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
儒雅之师，谦和有礼、不温不火。

每次开会发言，他的第一句话常
常是“感谢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可
就是这样一位儒雅之师，在对待科学
问题上却是丝毫不让步。

“先生常说，中国学生缺乏实验
锻炼，要求我们多参加实验工作，尤
其要掌握动物代谢试验。”杨胜弟子、
上海双元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倪可德说。

杨胜常坐一辆三轮车，往返于学
校和三拨子猪场，指导学生的实验工
作。但这并不是长久的办法，于是他
把目光投向学校东北角原来饲养组
的动物消化代谢室。

“文革”期间，这片场地被邻近的
生产队占为己有。杨胜请学校出面，
多次与生产队协商归还，对方就是拒
绝。他亲自出面交涉，却被人气势汹
汹地逼出门外。

后来几经波折，生产队终于归还
了场地。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
尚未进入，学校的家禽饲养员已捷足

先登，在代谢室的大部分房子连同室
外大片场地上养起了肥肝鹅。杨胜果
断命倪可德和几名学生打起铺盖住
进代谢室，这才保留了“一席之地”。

当年的农大代谢室像个小动物
园，猪、鸡、牛、兔都有，由各教研室分
管。建筑是平房，冬天没有暖气，早晨
起来洗脸，要先用开水浇化冻住的水
龙头，才能接水漱口。坐在教室里上
课，不时可以听到鸡打鸣、猪打架、牛
打嗝的声音。

有一天清早打扫猪圈时，仔猪一
口咬住了杨胜弟子、现为湖南伟业饲
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佘伟明的白大褂
不放，他不耐烦地挥动扫把驱赶，杨
胜见状厉声喝止：“搞我们这行的不
愿意跟猪、鸡接触不行！要仔细观察
采食情况、健康状况，包括粪便！”

猪的待遇比人好，代谢室也被大
家戏称为“猪公馆”。

如今的代谢室今非昔比，在杨胜
弟子、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发的领导
下，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林立，已然变
成了先进的动物实验基地。但走过那
段岁月的人，都难以忘记这座在杨胜
具体领导下建成的、我国第一个现代
化猪消化代谢室。

推动产学研结合的先驱

80 岁诞辰是杨胜和众弟子最难
忘的一次聚会。在烛光摇曳中，杨胜
一口气吹灭 8 支粉色的小蜡烛，亲手
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刀、切开蛋糕。
来者不仅有他的众弟子，还有多家受
惠的代表企业。

湖南正虹饲料股份有限公司献
上了一封满怀感激的《祝寿词》：“从
一簇乡间小小的科技星火，发展到今
天蔚为壮观的燎原景象，都凝结了您
的心血、您的关爱，这是正虹人永远
不会忘记的……”

在杨胜的帮助下，这家公司成为
国内上市的第一家饲料股份制企业，
一时引起了轰动，被媒体誉为“全国
饲料第一股”。

“杨先生是我国最早身体力行推
动产学研结合、积极参与研究成果转
化的老一辈动物营养学专家。”李德
发说。

而其中最得意的一笔，要从当年
一位“淘气”的学生说起。

读博期间，由于经济困难，杨胜弟
子邵根伙在外面的猪场、饲料厂当顾
问，影响了学习，学校差点要处分他。
杨胜知道后虽然很生气，但却给予了
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及时给他调整了
研究课题，让他从事有着良好基础、专
长的营养数学模型方面的研究。

1993 年，正是中关村第一波创业
热潮兴起之时。在杨胜等老科学家提
倡“发扬民族饲料工业”的鼓舞下，邵

根伙创立了大北农公司。这是杨胜多
年的科研成果转化的结晶，因此，他
十分珍视，“一直把大北农的事业，当
作自己的事业”，为用户传授知识、发
表演说、撰写文章、参与公司会议、推
荐优秀的农业人才，亲力亲为。

大北农公司刚刚成立时，邵根伙
在成立大会上汇报了公司的发展规
划和目标，台下的专家听后连连摇
头：“想得太大了，不可行！”唯有杨胜
站出来鼓励他，“邵根伙想法很好，是
新思路、大手笔”。

在纪念杨胜的文章中，邵根伙深
情地写道：“杨先生不仅仅是我个人
的导师，他更是大北农创业伙伴团队
的导师。”

1 个有名的教授与
10个有名的学生

“一个有名的教授，如果没有十
个有名的学生是难以成为有名的（教
授）。”这是杨胜生前的座右铭。

杨胜的一生共培养了 29 名研究
生和博士生，以及 35 名进修生。数量
虽不多，但贵在“精”。他们当中，有院
士、教授等学科带头人，也有上市企
业董事长、行业精英，成为活跃在我
国畜牧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受教诲最多的弟子，我国系
统动物营养学的创立者、大师兄卢德
勋回忆，“文革”几乎摧毁了教研组先
生们几十年为之奋斗的基业，带着迷
茫与痛心，他离开母校到呼和浩特的
一所中学工作。“杨先生多次写信希
望我归队，并鼓励我学好英语，出国
深造。这也是我 45 岁到国外深造的
重要思想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教师出国深造是
一股潮流。但杨胜却说：“大家都去出
国，这是好事，可国内的事总得有人
去做啊！当务之急是把我国的动物营
养学科搞上去。”他主动投身许振英
教授讲习班，担任授课教师，提高大
批在职教师的学术水平。

卢德勋将恩师的“师魂”总结为
“热爱祖国、热爱科学、追求真理；严
谨治学、勤奋好学、不断创新；谦虚谨
慎、团结协作、关心后辈”。

关门弟子佘伟明永远难忘 1989
年，杨胜接过他的行李放在自行车
上，边推车边交谈，把他送到代谢室
安顿下来，“那感觉像父亲接回远行
回来的儿子”；1991 年盛夏，年逾古稀
的杨胜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抵达云南
农业大学，主持他的毕业论文答辩，

“我目送恩师瘦弱的身影远去，眼眶
潮红”。

夫人仙逝后，杨胜便一直卧床不
起，逝世那天正是英年早逝的爱女杨
昭和女士的生日。第二年春天，弟子们
年复一年收到的新年贺卡，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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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为动物营养打开一片天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一个有名
的教授，如果
没有十个有名
的学生是难以
成 为 有 名 的
（教授）。

很多教师上课都不喜欢学生用
手机，但在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学院教师代晋军的课上，他上课的
第一句话便是“没有带手机，是要扣
平时分的哟”。

大学生上课喜欢玩手机，代晋军
认为，既然“洪水”堵不住，那就“大禹
治水”，顺其性而为之来引导，把玩具
变成工具，成为一种“疏导”。

代晋军总在思考，怎么拉近与
学生的距离。“‘00 后’学生来了之
后，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是什么样
的思考习惯？我要去了解。不仅要了
解他们的角色，还要拉近和他们的
心理距离。有句话叫‘亲其师才能信
其道，信其道才愿受其教’。如果老
师和学生离得很远，学生肯定不愿
意听你讲课。”

“信息化课堂很高档很吸引我”

这学期代晋军采用“1+N”的模
式带了 15 个班。这样一个数字听
起来有点吓人，但他却把它变为了
现实。

如果能够亲临代晋军的课堂，
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所在。在这
里，300 多名学生被分成 8 个小课
堂，代晋军每次选择一间教室授课。
走进任意一间教室，都能看到他在
屏幕上一步步推导、讲解。

不仅如此，教室里 2 个电子主屏
幕和 4 个电子侧屏上，学生可以根据
电子屏幕的位置，自由组合成 7 至 8
个小组，呈半环屏幕而坐，这样大家
距离“黑板”近且易于讨论。而所谓的

“黑板”“粉笔”，则被他用电脑屏幕、
电子触控笔取代。

别以为一口气为 8 个班讲课省
时、省力，实际上，这样的课堂要求并
不低。

信息化课堂不是简单地上传板
书，还渗透在学习的每个方面。课
前，学生们在手机、iPad 等终端上做
预习，每个同学预习的时间、进度和
错题量都反馈到代晋军的手机端。
课中，可以随时通过终端提问，给出
教学反馈。课后，代晋军发放习题并
将习题分成 A、B、C 三个层次，对于
选做的难题，他还录制了详细的讲
解视频并形成二维码，供学生们扫
描观看。

新课堂离不开手机的参与，这才
有了代晋军叮嘱学生带手机的一幕。

尽管工作量比从前有增无减，但
好在学生很买账。化学学院 16 级本
科生韦嘉希说：“代老师的信息化课
堂很高档，上课模式很吸引我。”

为了数学、
为了教学“如醉如痴”

有一种人天生与数学结缘，看到
数学符号，全身血液都沸腾起来；看
到解不开的公式，那便更起劲了，不
吃不喝都要与那道题作斗争。

代晋军就是这种人。2005 年他来
到华中师范大学，从此便将青春交给
了一方三尺讲台。

2016 年，代晋军参加湖北省第五
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为了备
课，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精心打磨，

整整 10 天没出门，最后获得了理科
组的第一名，成为该校首个获得该殊
荣的青年教师。

如今，教书育人，做最纯粹的教
育是他认为与时代接轨的最好方式。

对于代晋军而言，在办公室过夜
是“家常便饭”。暑假期间，两名准备
数学竞赛的学生留校复习。由于天气
炎热，宿舍没空调，代晋军便让学生
在他办公室休息。不知不觉又辅导到
了晚上 11 点，师生们便留在办公室
过夜，有人睡在椅子上，有人趴在办
公桌上睡着了。后来两名学生在竞赛
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终保送中科
院读博。

任何教师都有权利在“教育”两个
字上去耕耘、探索。代晋军也不例外。

教改之前很多学生想选他的课，
可是人气太火爆就是选不上。而他所
在华中师范大学在教育信息化方面
上颇有优势。代晋军觉得，教改不能
仅仅落在纸上，而要用于实际教学。
于是，他就做了上述的尝试———信息
化课堂。

学生备考考研数学苦于无良师。
代晋军觉得自己能尽一份力，便创办
数学考研公众号，免费指导上万学子
备考。有校外辅导机构出 50 万元想
挖他，被他断然拒绝。

如果你有 6万元奖金，
你会做什么

代晋军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他怎么会如
此待人真诚、毫无城府。2007 级免费

师范生郭小丽读研，因为一些原因没
法交学费，代晋军二话不说将自己
的银行卡给了她。毕业时，羞于直接
道谢的她给代晋军发了一条短信，
大意是因为有代晋军的存在，让自
己在大学里感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而在郭小丽的家中，至今还保存有
八九本笔记本，满满地记着代晋军
上课时的板书。

如果有一天你有了 6 万元奖金，
你会做什么？“自费拍百堂视频课程
助力考研学生”便是代晋军做的事。

代晋军曾经把学院发的 6 万元
奖金，拿出一半去拍摄课程。拍摄一
天 2500 元钱，不限时间。为了节省
钱，他连续拍了 12 天，一天拍 15 集。
摄影师都傻眼了，因为其他教师一般
一天最多只拍三至四集，而代晋军一
天拍 15 集。

谈到这段经历，代晋军忍不住笑
了。拍摄期间，他担心观众质疑这位
教师上课怎么天天都穿同样的衣服，
就特地带了三套衣服来，讲完几节课
就换一次衣服。这样学生们就不会说
这位教师从不换衣服，但也一定不会
想到，这是一位讲课讲到虚脱的数学
老师。

当时是夏天，讲课的环境很简
陋，只有一台电风扇。中间休息的时
候，代晋军直接瘫坐在了墙角边。

很多人事后问代晋军，“为什么
要花时间、费力气去做这样一个不挣
钱的事？”

代晋军却说：“我就是觉得学生
需要，我可以做又喜欢做，那么，我就
来做。”

代晋军：做最纯粹的教育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代晋军

杨胜

杨胜（左）与友人在单胃动物营养实验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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