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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叶企孙先生教育思想

朱邦芬暋王青
(清华大学物理系暋北京暋100084)

暋暋叶企孙先生是现代中国科教兴国的一位先驱

者、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位奠基人.李政道先生认

为[1],“他在1925年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一位副

教授(即叶本人)、两位助教开始,不到十年,清华大

学物理系就名列全国前列.……在发展速度上,在办

系的成功上,我想,叶老师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
世纪初的加州理工学院相媲美的.暠叶企孙先生亲自

培养了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包括王淦昌、赵九

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

亚、周光召、王希季等10位“两弹一星暠元勋,杨振

宁、李政道、林家翘、戴振铎、王竹溪、钱伟长等学术

大师.他长期主管清华庚款留学基金,精心安排钱学

森、龚祖同、赵九章、王大珩、马大猷、冯德培等人选

择中国最需要的专业去留学.他的许多学生和学生

的学生,都是中国现代科技各领域的开创者.叶先生

是一位培养大师的大师,确实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

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近几年,我们研究和总结了叶企孙先生的教

育思想和实践,探寻如何在当前环境中借鉴当年叶

先生的做法,推动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努力争取把

清华大学物理系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物理系.本文试

图介绍近年来清华大学物理系实践叶企孙教育思想

中的师资队伍建设、体制建设和教学理念三方面的

一些思考和做法,以纪念叶企孙先生110周年诞辰.

1暋师资队伍建设

要培养一流创新人才,在建立一个良性体制的

前提下,首先要有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
清华大学物理系1926年成立,成立时只有梅贻

琦和叶企孙两位教授.建系初期,叶企孙先生就不遗

余力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他聘请了吴有训、萨本

栋、周培源、任之恭、赵忠尧、霍秉权等一批优秀的物

理学家为教授,把吴有训的工资待遇定得比自己高,
主动让吴有训担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竭力为他们

发挥专长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有针对性地挑选一

批有潜力的年轻教师,如赵忠尧、陆学善、余瑞璜、龚

祖同、赵九章、傅承义等,加以精心培养.名师出高

徒,清华大学物理系很快就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方面成为国内最好的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清
华大学物理系撤销,一批名教授如叶企孙、周培源、
王竹溪、霍秉权、彭桓武、余瑞璜、洪朝生、葛庭燧离

开了清华.1982年在老系友的强烈呼吁下,清华大

学物理系恢复,时有教职工197人,然而师资队伍却

大而不强,名师一去兮不复返! 以后虽然陆续引进

一些优秀教师,但受制于体制和有限资源,师资队伍

质量改进相对比较缓慢.
进入新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一方面,国家对于一流高校的投入随着经济实力的

增而增加,另一方面,物理系师资队伍中一大批教师

将先后退休,空出大量岗位.2002年,国际评估团对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评估报告特别强调:“这将是物理

系的一个转折点,如何掌握这一契机,会影响到今后

三十年系的发展暠.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贯

彻叶先生师资队伍建设思想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

在大力招聘一批有较大学术潜力的年青教师的同

时,集中有限资源引进几位国内最好的领军人才,清
华大学物理系整体水平将会有质的变化.

2003年,在学校大力支持和系内广大教师的配

合下,物理系在人事制度上开始改革.我们首先建立

了Faculty和Staff两个系列.在新聘Faculty上,根
据学科发展需要,对于已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领

军人物,特别是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我们选准引进

对象,采取个案协商,集中使用学校提供的“985暠和
“211暠资源,创造良好环境,为他们在清华做出好的

研究成果而竭尽全力.5年来我们先后引进了薛其

坤、王力军、王亚愚、王向斌等一批优秀人才,均为一

时之选,已经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具

有较大潜力而研究领域又重要的青年学者,我们从

2003年起开始实行tenure-track制度,旨在使有

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充分发

挥其创造力,并提高我们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含金

量.我们要求新聘用tenure-track助理教授的学术

水平不低于系里现有副教授的平均水平,ten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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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副教授的学术水平不低于系里现有教授的平

均水平.tenure-track人员最长聘期为6年,期满

后须通过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程序才能得到ten灢
ure,否则必须离开.诚然,目前优秀的海归博士后可

以在国内许多一流大学或研究所直接当百人计划教

授、研究员,而我们只提供tenure-track助理教授

职位,这使得我们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的发展,愿意在国内发

展的青年物理学家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优秀,只要我

们为tenure-track教师创造较好的研究条件和环

境,愿意迎接挑战的、有实力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目前首位tenure-track副教授经过第一

聘期后已流动到新的单位工作,另有4位tenure-
track助理教授正在努力工作.陈曦助理教授3年来

作为责任作者已在PhysicalReviewLetters发表3
篇论文,研制出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STM 仪

器.此外,他还新开设了一门大一普通物理课,其特

点是理论讲授和实验教学同步进行,并且由他一人

教授.他的教学极大调动了同学学习物理的热情,得
到同学的高度认可.国内外同行普遍认为他不亚于

美国一流大学物理系的助理教授.
此外,我们对自己培养的刚毕业的学生采取“一

个不留暠的政策,避免近亲繁殖,“逼暠他们在不同的

环境中做出成绩后再择优引进.

2暋体制建设

除了优秀的教师队伍,还必须建立一个与国际

接轨的体制以及内部和谐稳定的环境,使大家心情

舒畅,充分调动每个人积极性.当年叶先生创建物理

系时建立了教授治系的体制.2003年起,我们借鉴

过去经验,结合现有体制,建立和完善了一个以教授

治学为核心的新体制.我们建立了以全系教授组成

的教授大会制度,教授大会是物理系所有重大政策

决定、faculty人员引进、现有教师晋升等重要问题

的决策机构,下设规划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学委

员会、学位分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和基础建设委

员会.许多问题由相关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重大问

题在相关的委员会提出议案的基础上,提交教授大

会讨论投票决定.一般问题由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决

定;重大问题的决议必须得到2/3出席人的同意方

能通过.由正副系主任和系党委书记组成的系务会

作为执行机构负责系里日常运行工作,系务会成员

以个人身份分别参与某个(最多2个)委员会的工

作.
刚实行这套制度时,我们曾有不少疑虑.民主体

制虽然会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诸如办事效率较低,
进行触动教师利益的改革较难等缺点.但是,还是要

相信我们的教师.2003年,我系教师大会无记名投

票通过了加强教学、把教研系列教师的上课规定课

时提高50%的决定.有的老师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问道“为什么会通过这样的不利于大家个人利益的

决定呢?暠我们只能回答:“大家真正认识到培养拔尖

人才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暠.经过五年的磨合与实践,
现在系里的同事们业已逐渐习惯了教授治学的新的

体制.我们根据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新体制还在不断

进行微调,这为物理系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

3暋教学理念

研究型大学首要任务就是把优秀学生培养成一

流创新人材.
教学中,通常教师起主导作用,因而我们首先必

须有效地发挥研究做得好的教师在人才培养上的作

用.叶先生创办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一个显

著的特点是,每位老师既做研究又从事教学.这样使

得学生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并直接参与科研,十分有

利于学生成才.与当年教师纯教学不做研究的情况

不同,如今研究做得好的教师往往对研究有浓厚的

兴趣,自发地倾向于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科研上而较

少于教学,更何况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科研

成果较易获得社会和学术界的承认,更有利于个人

发展.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研究优秀的教师

对人才培养的作用,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促使系里

资深教授特别是院士,为学生实实在在、自始至终、
一门门地上课.2004年秋季学期杨振宁先生给2004
级本科生上了一学期普通物理课,产生了很好的反

响.
当年叶企孙先生主持下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最

主要的教学理念反映在如下这段文字[2]:“在教课

方面,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
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
得门径,以求上进.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
重质而不重量.每班专修物理学者,其人数务求限制

之,使不超过约14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徒废光阴

于彼所不能学者.暠
叶企孙先生的上述教学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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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是在“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暠基础上的因材施

教,实施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二是人才培养和课程

设置“重质不重量暠;三是“理论与实验并重暠,强调培

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叶先生这些基本教学理念对于

我们今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仍有指导作用.
叶先生根据国家的需求和学生个人的禀赋及爱

好,精心规划,高瞻远瞩,除培育一批出类拔萃的物

理学人才外,还亲自指导一些物理高材生留学攻读

应用学科,为我国许多高科技学科培养了奠基人或

带头人,如气象学家赵九章,光学家龚祖同、王大珩,
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翁文波和秦馨菱,电子学家冯

秉铨、力学家钱伟长、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冶金学

家王遵明、金属物理学家余瑞璜和葛庭燧等.1931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仅毕业杨逢挺一人,叶企孙推荐

他到国内最优秀的中学之一的上海中学教物理,杨
逢挺几十年如一日,为祖国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物理系复系后即开始实行因材施教,但主

要局限在对若干尖子生的“开小灶暠上,而没有领悟

叶先生使所有学生“各得门径,以求上进暠的精髓.
1998年,清华大学物理系设立基础科学班(以下简

称基科班),吸引了一批有志于基础研究的学生.基
科班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做法,如建立

Seminar培养模式,即让本科生及早进入老师的研

究组,学会“在研究中渗透式地学习暠的方法;规定基

科班学生必修的数学物理必修课限于18门,剩下课

程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选修,领域不

拘一格、不受限制,实行个性化的培养.在几位主管

教师呕心沥血的关心爱护下,一批非常优秀、非常有

特点的毕业生开始涌现.2005年,鉴于基科班在社

会上影响的增长和学校在招生方面的需求,由原来

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全部学生以及部分信息学院学生

构成了“大基科班暠.大基科班的课程设置,刚开始时

相当刚性,全体学生低年级上相同的数学、物理课,
课程程度也偏难.为了在大基科班环境下有效地因

材施教,我们根据学生的兴趣、意愿和能力,分类制

定教学计划,每门课还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例如,
现在一、二年级基科班的普通物理就有5种不同类

型的课程:(1)为已有相当普通物理基础知识的同学

开设的“费曼物理学暠;(2)理论和实验同步进行,同
一个人教的“基础物理理论和实验暠;(3)中国综合性

大学物理专业传统的“普通物理学暠;(4)程度稍低的

“普通物理学暠;(5)全英文讲授的“物理学基础暠.大
基科班学生有多次选择的机会,有多种选择的课程,
使得同学各得其所,实现主动地学习和成长.我们还

实施了导师制、教授值班制,辅导和回答同学各种问

题,师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大大增加.
叶先生强调“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暠,其重要性

我们近年才有所体会,这实际上是因材施教培养学

生的前提.老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物理类必修课程不

多,大多是物理学的基本知识,课堂教学时间不多,
课余时间学生可以主动地自学,看大量参考书,选修

其他课程,这既符合通才教育又符合因材施教的原

则.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毕业的傅承义院士回忆

说[3]:“那时,我们并没有多少必修课,也没有做习题

的压力,可以说是自由得很.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自

学,凭着自己的兴趣钻研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暠程度

不同,天分不同的学生,在自学上各尽其能,各取所

需,都有自由发挥的条件,而且名师在指导自学时得

以发挥其作用.这种宽松的学习环境对学生的成长

极为有利.我们主观上总想让同学们多学一点,学深

一些,殊不知这样既会使一部分同学丧失自信心,又
会使一些学生失去学习上的主动性.而学习上的自

信心和主动性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最关键的两个要

素.这也许是我们这些年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尽

如人意的原因之一.目前来说,我们因材施教的起点

的门槛设置仍偏高,还需在“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暠
上做更多的事情.

为了培养杰出的学术人才,有必要在人才培养

上以“重质不重量暠作为指导思想.老清华大学物理

系新生入学要求[4]“入本系者应先与本系主任面商,
以便将来选修之程序暠,“大学物理之全年成绩,至少

须为中等暠.1929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学生一

共毕业4人,过了5年,叶先生颇为自豪地写道[2]:
“此重质不重量之方针,数年来颇有成效.民国十八

年本系毕业生施士元先生现任中央大学物理学系主

任,周同庆先生现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王
淦昌先生现任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数年来国

内物理学之臻于隆盛,实与本系对于青年所施之教

育有密切关系暠.
老清华大学物理系主要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选

拔学生,通过转系和较高的淘汰率来保证所培养学

生的质量.现在,来自社会和家长的压力,以及转系

受到种种的限制,导致我们不可能有高淘汰率,因此

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上的“重质不重量暠应理解为在

保证绝大多数同学各得其所、各自成才的基础上,把
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更注重尖子学生的拔尖度暠上.
以往我们的教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帮助学习有困难

的学生上,现在我们开始把工作的重心转向精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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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优秀学生上,并希望以此带动中间层次的学生进

步.鉴于每年清华大学本科新生中总有一些优秀学

生,经过高中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培训或自学,已经掌

握了大学普通物理课的主要内容,他们再上普通物

理,往往觉得“没劲暠.我们在2008年秋季学期专门

为这些新生开设了“费曼物理学暠,人数限制在30人

左右,选课者须通过预先考试.结果有67位学生报

名,竞争十分激烈.我们希望通过配备各种优质的教

学资源,以教师的激情感染、熏陶和激励学生,使那

些少数优秀的学生能够得到最适合他们程度的教

育.系里几位负责老师,学习叶先生等老一辈教师,
对尖子生如数家珍,关心但不偏袒,为他们将来的发

展操特别的心,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各种条件.为了

表彰优秀,系里设立了本科生的最高奖“叶企孙奖暠
和研究生最高奖“吴有训奖暠,每年在毕业典礼上颁

发,奖金额虽小但在同学心目中是清华大学物理系

学生的最高奖.除了关心学生“做学问暠,我们还特别

注意教育同学如何“做人暠和“做事暠.每年秋季学期

我们要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一次有特定主题的全系学

生大会,每次由系主任、特邀嘉宾和系里的师生代表

作报告,2004年的大会主题是“为学暠,2005年是“为
人暠,2006年是“就业导向和人生规划暠,2007年是

“学风建设暠,2008年是“如何成才暠.这些学生大会

的主题,也是我们每年学生工作的主题.
物理学的基础是实验,叶先生早年就以注重实

验而著称.他认为“自然科学以实验为基础.学生在

中学时代即应对于实验方面得一良好之初步训练,
倘徒恃课本,则既不能引起学生对于科学之兴趣,又
不能使学生对于基本概念得一真切之了解;与其徒

设此科,实不如暂缺之为愈暠[5].自1928年起,叶先

生即规定物理系学生选修实验课的学分不得少于理

论课的二分之一.由于资源限制,清华大学物理系复

系之初的科研以理论研究为主.随着国家经济的发

展和对科教投入的增加,我们有了较好的发展实验

的条件.近几年我们把引进人才的重点放在实验物

理学家上.理科楼的办公用房也重新调整,把适合做

实验的一层办公用房都调整出来作为实验用房.为

了加强学生理论与实验的联系,我们在去年专门选

择有很好理论基础、又对实验有兴趣的新生开设了

“基础物理理论和实验暠这门理论和实验教学同步进

行、同一个人教的普通物理课.为了加强研究生动手

能力,我们坚持所有博士生都至少要做一学期实验

物理课程的助教.系里还专为实验研究表现优异的

学生设立了“任之恭奖暠,随同前面提到的“叶企孙

奖暠和“吴有训奖暠,并列为物理系学生的三大奖,每
年一起颁发.系里将原来的各物理教学实验室整合

成统一的实体性的实验物理教学中心,这个中心去

年被评为国家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我们正酝

酿在中心实施更深入的改革,期望在加强学生实验

能力上更上一层楼.
总之,经过80多年的风雨沧桑,叶企孙先生教

育思想中的“广聘贤才-教研并重-教授治系暠和
“因材施教-重质不重量-理论和实验并重暠这两大

方面的理念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效,反而

在我们今天拔尖人才培养实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指

导作用.叶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还有一些重要理念,如
“理工结合-文理会通-通才教育暠等,在当今的人

才培养中也非常重要,仍待我们进一步学习和实践.
作为叶企孙先生事业的后继者,为祖国培养出世界

级的学术大师,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任重而

道远,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前进,以此

告慰我们敬爱的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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