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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学校：西湖大学
荫学生：崔乐阳（左）
荫成绩：西湖大学首届
校长奖、以高级研究员
职位入职腾讯
荫导师：张岳（右）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采写，蒋志海制版）

获得西湖大学首届校长奖章，
以高级研究员的职位入职腾讯 AI
lab，博士期间的论文、专利无论是数
量还是引用、合作的广泛性，都是自
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的“佼佼者”……
西湖大学博士崔乐阳的这枚奖章，
全校一共才 6人获得，一个学院只
有 2个名额。
崔乐阳的“优秀”有目共睹。挖

掘他的“伯乐”———西湖大学工学院
教授张岳在选择优秀学生上也颇有
心得。
“我很重视学生申请前与导师的

相互了解。”张岳告诉《中国科学报》，
自己选学生主要看重三点———品质
和正能量、研究的热情、百折不挠的
勇气。

观察这些特质可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

崔乐阳 2018年入读西湖大学，
但两人的初识却是在 2017年。当时，
崔乐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硕士，张
岳也在新加坡工作，“乐阳很主动地
上来与我交流”。那幅眼里有光才会
如此执著的画面，让他至今难忘。
“在与乐阳的交往中，我看到了

他的坦诚。”后来，张岳要回西湖大学
任教，也同样坦诚地告诉了崔乐阳，
“乐阳的第一反应便是坚定地跟我回
西湖读博”。

事实证明张岳没看错人。读博期
间，曾经因一篇分析性的观点文章，
崔乐阳投稿屡屡受挫，但却不厌其烦
地一遍遍修改，最后文章发在预印本
平台上，经媒体报道后又被会议接

收。“百折不挠，这正是优秀博士生所
需要的特质。”张岳说。

了解学生的途径有很多种。张
岳告诉《中国科学报》，如让学生来
实验室做实习生、科研助理，或与学
生进行远程合作。此外，西湖大学也
重视学生的自我陈述和推荐信，本
科生的夏令营和实习也是了解学生
的机会。

鲍光胜曾经是阿里的算法专
家、微软的软件研发工程师。为了做
科研，他不惜辞去高薪工作，来到张
岳实验室做科研助理。一年后，鲍光
胜问张岳能否转成博士？“我说还差
一点。”张岳回忆道。于是，鲍光胜又
默默地做了一年科研助理，并在此期
间发表了顶级会议论文，才得以投入
他的门下。“并不完全是因为论文才
接收了他，而是在两年的时间里，我
了解到他是一个对科研有热情、能与
他人融洽相处的人。”张岳说。
“人品和正能量”始终是张岳最

看重的。他的博士生郭放本科和硕士
都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就
读，毕业后在蛋白棒领域创业，还曾
创过淘宝商品销量之最。郭放虽然早
已拿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
芭拉分校等高校的录取通知，但他却
毅然拒绝了。
“看中郭放，在于他的爱国品质。

他说‘更愿意把研究做在祖国大地
上’，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我。”张岳说，
“如今，郭放已入学半年，他迎难而上、
不退缩的精神感染着整个团队，证明
了我和他接触时的直觉是对的。”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今，传统的“师徒式”关系正在发生

改变，因紧张的导学关系而造成的不和谐事件时有曝光。对于研

究生导师而言，要想“师贤生斐”，如何挑选学生是很关键的一环。

时下，各高校已进入研究生复试阶段，导师们也即将与自己

未来的学生结下不解之缘。如何识才、选才？过往“高徒”与“名师”

相识、相知，互相成就的故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相互成就的师生
是如何“看对眼”的

2019年以来，随着华为宣布启动顶尖人才招聘
计划，一群被称为“天才少年”的入选者成了人们眼
中“青年科研英才”的代名词。这其中，本科毕业于普
通地方高校、一路“逆袭”入选“天才少年”计划的华
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博士生张霁，更是
凭借其有些特殊的经历，成为很多人敬佩的对象。

回顾这段“逆袭”的经历时，张霁十分感谢一个
人，那就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
国家实验室教授周可。

几年前，还有一年就要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硕士毕业的张霁准备继续读博。通过别人的介绍，他
第一次敲开了周可办公室的大门。这次见面也改变
了张霁今后的科研轨迹，甚至是人生轨迹。
“当时，我介绍了自己在做的研究，周老师则介绍

了一下他的项目。当天下午，他就让我参加了实验室的
讨论。一番简单的沟通后，周老师便要我几天后到他的
课题组报到，开始参与一些科研项目。”张霁回忆说。

当时，张霁的研究方向与周可所从事的科研项
目之间并不是非常匹配，但经过几番接触，周可依然
将张霁收为自己的研究生。在日后师徒间闲聊时，张

霁也曾问过导师究竟看上了自己的哪一点。
“我觉得周老师看重我能耐下性子做一些事情，

而他所做的关于数据存储方面的研究，恰恰需要科
研人员具有这种踏实的态度、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张霁说。

周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也表示，张霁给
他的第一印象是“态度比较好、很上进、非常诚恳”。

在张霁眼中，自己的导师有一个很多人都不具
备的特点，“他比较擅长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
将其与他的科研进行很好的匹配”。比如，与其他博
士生相比，张霁并非出身于名校，但周可对此从不在
意。“相比我曾经的学习和科研经历，他更看重我的
性格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成为自己的博士生后，周可将张霁的这种优势
与他的科研实际做了更深入的结合。事实上，张霁虽
然 2016年才正式进入华中科大，但早在 2015年，周
可就已经让他进入自己和腾讯联合成立的实验室。
也正是在腾讯实习的那段时间，张霁刻苦攻关，连获
7项专利，并连续两年获得腾讯的杰出贡献奖，为其
日后入职华为打下了深厚基础。

计算机专业是一门工程性很强的专业，要求博士
生在实际工程系统中发现问题，提出创新方法解决问
题，做到工程和学术的统一。在这方面，张霁对于新知
识的强烈渴望给周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周可看来，
作为导师，他所能做的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发挥潜力
的平台，至于学生最终能否作出成绩，还要看他自身的
努力。“好在张霁做到了。”对此，周可很欣慰。

荫学校：华中科技大学
荫学生：张霁（右）
荫成绩：入选 2020年华为“天才少年”项目
荫导师：周可（左）

重要的是性格优势和发展潜力

“老师，我回来考研了。”
对于几年前在母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门口与自

己的导师昂海松相遇的场景，葛讯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南航航天学院教授，昂海松在几十年的从教

生涯中教过很多学生，但葛讯却是令他印象最深也最
值得骄傲的学生之一。目前还在读博的他，不但在国
内首创了新型共轴无人机、获得了首届未来飞行器设
计大赛全国一等奖，而且其创办的“韬讯航空”也已成
为我国无人机研发领域颇受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

早在高中时，葛讯便有了一个“航空梦”。在如愿
考上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后，这份对于航空的热爱让
他在学好课本知识的同时，参加了多个相关的科技竞
赛。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作为团队指导老师的
昂海松有了最初的接触。

在昂海松的印象中，当时的葛讯属于动手能力比
较强，同时具有一定创新思维的学生，而这两点也正
是他最为看重的。
“对于一名工科生而言，只会‘照本演绎’地做一

些题目是不行的，而要在针对实际的科研中有自己的
想法，甚至是自己的个性，这样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有
创新性的工作。”昂海松告诉《中国科学报》，对于工科

生而言，一些科创类的竞赛既能锻炼学生的创新和动
手能力，也是他们展现这种能力的舞台。

正是在这样的“舞台”上，葛讯与昂海松慢慢熟识
起来。以至于当葛讯本科毕业，并签约哈尔滨飞机制
造集团时，昂海松对前来道别的葛讯说：“将来如果你
要读研，可以报我的研究生。”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约定，一年后，当回校准备考
研的葛讯在校门口遇到昂海松时，师生双方都没有再
提起这件事。“我们彼此已经有了默契。”葛讯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葛讯顺利通过了笔试。在
面试阶段，笔试成绩并不算突出的他却获得了面试的
最高分。“他在哈飞的一年工作经历让他有了进一步
提升，想法更贴近实际，并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同时，
他不满足于现状，希望回到学校重新深造，再次提升
创新能力的愿望也很强烈。”昂海松说。

就这样，葛讯成为了昂海松的研究生。在培养中，
昂海松依然贯彻着“针对实际做科研”的原则。
“实践才能出真知。”昂海松说，研究生阶段，葛讯

的研究课题计划全部来自实际应用。他出色地完成了
一项高空抛投自动展开难度很大的无人机项目。“在
设计某无人机机型时，我把他带到军事演习基地进行

试验，他的创新能力也在‘炮火’中得到升华。”正是在
这样的科研训练中，葛讯慢慢找到了将科研与国家需
要相结合的地方，最终走上了创业之路。
“昂老师告诉了我，最真实的科研是什么样的。”

葛讯说。

荫学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荫学生：葛讯（左）
荫成绩：首届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
创办高新技术企业“韬讯航空”
荫导师：昂海松（右）

要在针对实际的科研中有自己的想法

“你愿不愿意来我的课题组做研究生？”
几年前，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大三

学生卢彪在参加保研面试后不久，便接到了自己学
院教授方勇纯的电话。电话中，作为当时面试老师之
一的方勇纯这样问卢彪。

对于这样的“邀请”，卢彪当然求之不得。
多年后，卢彪不但夺得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获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更
是凭借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与自己的导师成了“同
事”。而在回忆起这段师生缘的起始时，方勇纯笑着
承认“是我主动联系他的”。

事实上，方勇纯对卢彪的“面试”，早在保研面试
一年前就开始了。
“本科阶段，方老师开设有一门‘自动控制原理’

的课程，也是我们专业的核心课程。这门课我觉得自
己学得还可以，所以那时方老师应该对我有些印
象。”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卢彪说。

卢彪口中的“可以”实际上有些谦虚。因为据方
勇纯回忆，那门课程卢彪不仅获得了专业第一，还与
第二名有一个不小的分差。

在授课中，方勇纯其实就已注意到了这名学生。
“卢彪在本科阶段虽然计算机编程能力并不突

出，但偏控制类的课程却学得很好。”方勇纯说，这说
明他的数理逻辑能力很强，这正是他非常看重的。

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卢彪在大三时获得了本校免
试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之后他又申请了直博。在直博面
试时，方勇纯又一次见到了这位自己曾经的学生。
“他很坦诚。”方勇纯告诉《中国科学报》，对于自

己计算机专业能力的相对单薄，卢彪并没有丝毫隐
瞒。与此同时，方勇纯能看出眼前的这名学生对于科
研有着一份纯粹的热情。

面试结束后，通过数次沟通，方勇纯更确定了这
一点。“天赋和基础是必需的，但你愿不愿意把这些
用在科研上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也是方勇纯在考察学生时最为关注的方面：
“做科研，基础知识首先要扎实，但也要有一个明确
的目标。”此外，他还要求自己学生的科研斗志要足
够旺盛。“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希望我的学生在
遇到困难时能愈挫愈勇，而不是畏首畏尾。”

对于这一点，卢彪在成为方勇纯的研究生后也
做到了。
“刚做科研时完全是‘蒙’的。”卢彪告诉《中国科学

报》，以一个大四本科生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直接进
入博士生行列，如何“起步”成为他面临的最大难题。为

此，方勇纯给了他很多参考资料。“那段时间，我向方老
师请教了太多问题，有些问题如果自己多想些日子，应
该也能琢磨明白。事后想想，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对此，方勇纯却觉得导师的责任就在于能让学
生走上科研正轨。“他的路还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作
为导师，我们的作用只是引导。而在摸到门路后，卢
彪通过努力取得了成绩，这让我非常欣慰。”

除了基础扎实，更要有目标与斗志

荫学校：南开大学
荫学生：卢彪（右）
荫成绩：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荫导师：方勇纯（左）

选学生看三点：品质、热情、勇气

荫学校：北京理工大学
荫学生：张闰午（左）
荫成绩：徐特立奖学金
荫导师：姚裕贵（右）

北京理工大学每年都会在博士
研究生中，遴选出 5人授予年度最
高级别、最高荣誉奖学金———徐特立
奖学金，该校物理学院教授姚裕贵的
学生曾经蝉联此荣誉。其中，本科和硕
士均是“双非”院校的张闰午逆袭成为
优等生，马大帅发表高水平论文 20多
篇……姚裕贵选学生的眼光让其他
教师叹服，“不仅选对了人，而且什么
样的学生都能培养出来”。

挑选硕士生，一般考察的时间较
短。如何快速地选择合适的研究生？
从事凝聚态物理、计算物理和材料物
理方面基础理论研究的姚裕贵素来
关注学生在理论方面的专业基础。
“基础良好，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我希
望学生的综合成绩排名在年级前
30%，至少在 50%以上。尤其是四大力
学课程的成绩，通常要求在 80分甚
至 90分以上，因为这类理论性较强
的课程更能代表学生的专业水平。”

选择马大帅，姚裕贵看中的正
是他较强的学习能力。当时，马大帅
在北理工物理学院读本科，成绩在
年级前 20%、专业课成绩突出。马大
帅刚进组做毕业设计时“有点小迷
茫，不知为何而勤奋”。姚裕贵帮助
他逐渐了解了研究领域，明确了奋
斗方向。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姚裕贵门下。
“导师犹如玉匠，好的玉料要想

脱颖而出，玉匠需要慧眼识珠，也要
用匠心去雕琢。”姚裕贵说。
“姚老师曾指出我思考的深度

不足。”马大帅坦诚地说，“于是，在
组会上，我常被姚老师叫上台，就讲
一个问题，不管是 3小时还是 5小
时，必须把它讲清楚了才让下台。慢

慢地，我对问题思考得更深了。”
除了参考成绩，在研究生复试

中，姚裕贵更倾向于选择内心阳光、
开朗外向、乐于助人，以及有团队
精神的学生。尤其是团队精神，姚
裕贵将其看作成功的必备特质之
一。但短短的复试不易发现这些特
质，他还会在之后附加一个小组面
试。“一名学生是否优秀、能走多
远，有经验的教师基本上能在小组
面试中发现。”
“我很关注学生的勤奋度。”姚裕

贵总结了一个公式：聪明×勤奋 =成
绩。“这个公式适用于很多成功案例。
随着时间推移，勤奋的作用越来越
大。一个聪明的学生与一个勤奋的学
生，如果非得二选一，我会选后者。”
“请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回

想起收到姚裕贵邮件的那个傍晚，张
闰午至今还有被大神抽到的感觉。本
科和硕士就读于济南大学的张闰午读
过姚裕贵的很多文章，对他慕名已久。
在硕导的鼓励和引荐下，他写了一封
自荐信发给姚裕贵，因为太激动，还忘
了注明联系方式。“我并不是名校出
身，想都不敢想有一天能成为姚老师
的学生。”张闰午说。
“不能以名校‘论英雄’。选择张

闰午，我更看重他读硕期间发表多
篇论文背后的辛勤付出，这也体现
了他对科研的热爱。”姚裕贵告诉
《中国科学报》。

张闰午的勤奋从很多生活细节
中可以看出，比如，每天坚持早上阅读
第一手科研文献、不常看手机微信。勤
奋也换来了好成绩，读博期间他以一
作身份发表了 6篇高水平论文，事实
也证明了姚裕贵的眼光真的不错。

我的“成才公式”：聪明 勤奋 成绩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