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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周刊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
县初中数学教研员吴增
生老师是不折不扣的

“问题先生”，是实实在
在的求索大学之道者。

吴增生老师爱问问
题。他的问题不是点是
不是线段、圆，整数是
不是分数这类抽象思辨
的问题。他问的是二次
函数图象和性质的内容
结构如何安排，如何用
直观的几何形象、简单
的代数表达式给学生解
释连续的概念，如何给
学生讲清楚用频率估计
概率的依据。他最关注
的，是如何深入浅出地
给学生讲清楚数学的奥
妙，是如何让学生爱上
数学。

吴增生老师具有很
强的教学研究能力，以
及指导教师教学的能
力。他是写文章最多的
教研员，是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
有关中学数学教学文章
的前十名作者之一，有
30 多篇文章被全文转
载。在中学数学教学领
域，一般来说，多产与
高质呈强烈的正相关。
吴增生老师的文章都是
实践概括基础上的理论
提炼，对教学有很好的
指导作用。

作为人教版初中数
学新课标教材编委会里
面的长者，每次研讨教
材，吴增生老师总是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情理兼
备。如何整体把握相关内容的研究思路，如何类比
已有知识经验，都是他每次发言的核心。这些整体
性、结构性的问题至关重要，他总是能结合具体内
容进行透彻阐释，让在场的人深受启发。

吴增生老师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任务，
是一位能挑重担的好老师。以教材编写为例，教材
承载着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重任，编写者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教材编写需要综合多种意见，最后
形成的文本无一例外是妥协、折中的结果。教材与
其说是编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反复修改无
疑是辛苦的，既是能力的考验，更是态度精神的锤
炼。

初中数学新课标教材，吴增生老师承担“相
似”一章内容的编写，但编写这部分内容很不容
易。例如，讲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前，为什么先
讲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的基本事实？如何自然地由
三角形相似的定义引出其判定定理，进而引出平行
线分线段成比例的基本事实？这些都是需要教材细
致处理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数学的逻辑结构、教
学的顺序、学生思考的方式。吴增生老师特别想把
这部分内容处理得光滑、圆润一些。为此，他花了
很大功夫，尝试在数学逻辑结构的前提下，设计自
然流畅的体系，安排循序渐进的问题。

让教学成为艺术，是吴增生老师孜孜以求的
事。他敢为天下先，敢想、敢试。吴增生老师多
次强调：“教学是一门科学，有其规律；教学同时
是一门艺术，有其‘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我
们要在科学的基础上追求教学的艺术。”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多次
提到跨学科学习，如何从理念上认识它，课堂上如
何开展它，都需要认真思考。4月中旬，吴增生老
师以跨学科的审美为经、黄金分割为纬，“编织”
了“自然与艺术和谐美的原理探索——黄金分割与
等角螺线”综合与实践的课例，由数学、科学、音
乐、美术等学科教师共同开展教学，给了我们认
识、理解、开展这个领域课程的生动实践。

中国教育如何“走出去”？吴增生老师一直希
望把中国的教学艺术传播出去。中国的课堂教学、
几何教学、教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始终是
国际数学教育同行关注的热点。

2021年7月，在第十四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
（ICME-14）上，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数学教学专业
委员会承办了“中国特色主题活动——平面几何课
的展示与研讨：平行线的判定和性质单元整体教
学”。目的是让国际同行了解课堂教学后的同行评
论和专家引领，以及中国特有的“学校—区县—地
市—省级”教研共同体如何开展教研活动。当时，
吴增生老师以“中国几何教学特色——用整体教学
追求直观和逻辑的融合发展”对这个单元进行了点
评，给出了单元整体课设计的理论依据和原理概
括。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想做到精益求精，那就
只能拼。吴增生老师是工作中的拼命三郎。2013
年八年级下册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会议，从会务到
业务都主要由吴增生老师负责。当时，吴增生老师
刚刚在杭州做了胃癌手术。我私下问他，身体怎么
样？他信心满满地说：“没啥事情，没太多感觉。”
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丝毫没有感觉他的异样。他是
用繁忙的工作冲淡身体的不适，用积极思考数学教
学的思绪占据病痛造成的心理感受。每次我们教材
研讨会的间隙，总能看到他坐在笔记本电脑前不停
地写、不停地记、不停地改。

在数学世界中，如果把知识比作青山，思想就
是绿水；在教育世界中，如果把学科的学习比作青
山，那么价值的获得就是绿水；教书是青山，育人
是绿水。山之巍峨，立千仞而无欲；水之上善，利
万物而不争。作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2020年第十三届“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获
得者，吴增生老师在教育的世界中青山不改，绿水
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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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名如其人，德艺双馨。

有人说他，病魔摧不垮，困难吓不倒。

有人说他，是当之无愧的核工业“粮食”安全护卫者。

然而，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他是南华大学教授丁德馨，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他是铀矿冶生物技术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铀矿冶生物技术国防重
点学科实验室主任及学术技术带头人、南华大学矿业工程湖南省重点学
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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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祖国，潜心研究

历时 23 年，建立首个铀
矿采冶国防特色学科

从 1986 年开始，丁德馨决定
奋斗一生的事业就是保障核工业

“粮食”的安全。
这个“粮食”是天然铀，铀

矿采冶是生产核工业“粮食”的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 我 国 铀 矿 储 量
大，但品位低，且多为中小型矿
床。怎样实现低品位铀矿资源高
效 绿 色 开 发 ， 确 保 核 工 业 “ 粮
食”安全，是丁德馨经常思考的
问题。

在丁德馨看来，国家需要核
工业，铀矿采冶的科研无论如何
不能少。相较于常规铀矿采冶，
地浸采铀是一种更为安全的铀矿
采冶技术。它不仅环境破坏小、
污染轻，而且节约能源，开采效
率高。1990 年，丁德馨踏上了澳
大利亚的土地，到新南威尔士大
学求学。

两年后，丁德馨回国了。回
到 学 校 后 ， 他 花 了 一 个 多 月 总
结、梳理，随后将中新生代砂岩
中卷状铀矿床及其原地浸出开采
技术增列为铀矿采冶本科生必修
课，并亲自用中英双语讲授这门
课程。

在掌握地浸采铀技术后，丁
德 馨 并 未 就 此 止 步 。 他 又 刻 苦
钻 研 矿 物 微 波 加 工 技 术 ， 开 始
了 硬 岩 铀 矿 对 微 波 响 应 特 性 的
研究。

1997 年，丁德馨作为学科带
头 人 成 功 申 报 了 铀 矿 采 冶 硕 士
点。2005 年，又获得了铀矿采冶
博士点。2007 年，创建了全国
唯一的铀矿冶生物技术国防科技
创 新 团 队 和 国 防 重 点 学 科 实 验
室。2009 年，成功申报了矿业
工程 （铀矿采冶） 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2010 年，成功申报了矿
业工程 （铀矿采冶） 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至此，南华大学建
成了我国唯一一个培养铀矿采冶
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国
防特色学科。

从 1987 年申报铀矿采冶专业
到 2010 年建成矿业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历时 23 年。据
丁 德 馨 的 第 一 届 学 生 李 广 悦 回
忆：“在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中，
丁老师亲力亲为，不放过每一个
细节。在硕士点、博士点、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申报过程中，他对
所有申报材料都亲自把关，经常
十来天不出门，逐字逐句推敲。”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培 养 研 究 生 120 余 名 ，

为核工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在丁德馨看来，要保障核工
业“粮食”的安全，建立学科只
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
代又一代怀抱“强核报国”之志
的铀矿采冶专业人才。

1986 年，丁德馨入职衡阳工
学院。1988 年，衡阳工学院招收
了第一届铀矿采冶专业学生 35
人。

这 35 人分在 5 个宿舍，丁德
馨是他们的班主任。他经常晚上
去宿舍和同学们聊天谈心，也帮
同学们解决课业上的困难。一看
到班主任来了，同学们就拿着课
本和资料围着他，请他解答高数
和英语的难题，尽管丁德馨不教
授高数和英语，但不妨碍大家向
他请教。“丁老师很博学、很随
和，我们都喜欢问他问题。”李广
悦回忆道。

从 1998 年至今，丁德馨共培
养了 120 余名研究生，他们有的
已成为博士生导师，有的入选了
中核集团青年英才计划，有的入
选了湖湘青年英才计划，有的已
成为企业技术骨干。其中，有 32
人 扎 根 核 工 业 、 铀 矿 山 一 线 。
1992年至2020年，南华大学培养
了 4388 名铀矿冶人才，有 1174
位毕业生在核工业、铀矿山等一
线工作。保守统计，铀矿采冶企
业三分之一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是
南华大学的毕业生，是丁德馨的
学生。

“丁老师，向您汇报，我今年
被调入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了。
师恩永不忘，感谢您的教导。希
望在新的岗位上，可以创造新的
价值。”2021 年 3 月初，2008 届
硕士研究生陈梅芳给丁德馨汇报
她的工作变动。

“丁老师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他自己首先做到。”丁德馨的学
生、湖湘青年英才胡南认真地说
道。

“在丁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学
院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氛围，每一
位博导、硕导都要参与每一个研
究生培养的全过程。”李广悦诚
恳地说。

忠诚担当，敬业奉献
身患重病却依然坚守岗

位，一心为公

“铀矿采冶经济效益较低，一
吨矿石能够提取 1 公斤左右的铀，
已经是高品位矿石了，而大部分
铀矿石的铀品位并没有那么高。
如果没有忠诚担当、敬业奉献的
精 神 ， 很 难 在 铀 矿 采 冶 一 线 坚
守。”丁德馨希望他培养的学生都
能做到忠诚担当、敬业奉献，这
八个字也是他一直践行的人生准
则。

1975 年，丁德馨到渔场插队
锻炼，在一次捕鱼作业中不慎把
腰弄伤。丁德馨并没在意腰伤，
继续工作。1977 年恢复高考，他
考上大学后体检才得知，腰伤变
成了强直性脊柱炎。

为了防止病情快速发展，丁
德馨自制了健身器材，每天坚持
运动。2008 年，强直性脊柱炎让
丁德馨双髋活动受限，经常只能
侧躺在床上，动弹一下就钻心般
疼痛，这常常使他彻夜难眠。更
糟糕的是，由于双髋不能伸直，
造成脊柱不断下弯，不得不做双
髋关节置换手术。

手术从早上 8 点持续到下午
4 点，“当时医生取出了两块 10
厘米长、像筒子骨一样的股骨。
他的汗呀，像水一样往外冒，整
个被子都是湿的。”丁德馨的爱
人 张 桂 华 回 忆 起 十 多 年 前 的 场
景 ， 眼 眶 红 了 ， 声 音 也 嘶 哑 起
来。

医生给丁德馨装了两个镇痛
泵，他依然痛得大汗淋漓。“我们
都觉得很疼，但是丁老师一声都
没吭。”胡南回忆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丁德馨一遍又一遍
地吟诵毛泽东的诗词和朱自清的
散文，以驱赶疼痛。

三天后，丁德馨的疼痛稍有
缓解，他便投入工作。张桂华在
床头摆条小矮凳，将学生的研究
计划、实验报告、投稿论文、毕
业论文等放在凳子上，丁德馨就
趴在狭小的病床上进行修改指导。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
忠于职守，这在丁德馨那里从未
改变。

2010 年暑假，有一家铀业公
司委托丁德馨进行矿山通风技术
改造，解决矿井氡含量超标的问
题。

氡是一种放射性元素，过量
吸入可导致不正常的细胞分裂，
长期生活在高氡浓度的环境中，
患肺癌的几率会增加。常见的建
筑 材 料 均 可 释 放 出 氡 ， 在 矿 井
里，矿石释放的氡则更多。

为了保证矿工们的安全，丁
德馨带着李广悦、叶勇军等人前
往实地勘察。

时值一年最炎热的时候，温
度高达 35℃，井下温度更高。从
地面到地下矿井，有 300 多米台
阶。丁德馨做了双髋关节手术，
还没有完全恢复，长时间走路尤
其是下坡很吃力。众人劝他不要
下去，“不下去怎么知道问题在
哪里？”丁德馨坚持下井，为了
不耽误其他人开展工作，他不让
人扶、不让人陪，自己一步一步
下 台 阶 ， 在 井 下 待 了 4 个 多 小
时，测量氡含量、风速等基础数
据。

从井下上来，大家的衣服湿透
了，丁德馨脸色苍白，显得相当疲
惫，但他没有暂停工作，依然和其
他同事同吃、同住、同行、同干，丁
德馨的学生和同事无不为这种敬
业奉献的精神所感动。

2015 年，丁德馨在为学生修
改论文时中风，但为了履行导师
职责，他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此后转入 ICU 进行治疗。丁德馨
住 院 后 ， 尽 管 躺 在 床 上 无 法 动
弹，却依然与学生聊研究计划、
聊课题进展、聊论文修改，还申
报了国防科研项目。凭借顽强的

意 志 ， 通 过 半 年 的 严 格 康 复 训
练，丁德馨的病情大幅好转，随
后他立刻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讲台
和实验室。

“ 大 贤 秉 高 鉴 ， 公 烛 无 私
光”，如果说忠于职守彰显了丁德
馨强烈的责任担当，那么一心为
公、不谋私利则凸显了他高尚的
道德底色，让人肃然起敬。

2008 年 的 双 髋 关 节 置 换 手
术，丁德馨自费花了 8 万元。时
任 校 领 导 从 人 文 关 怀 的 角 度 出
发 ， 认 为 他 是 在 担 任 副 校 长 期
间 病 情 恶 化 的 ， 手 术 费 用 应 该
特 事 特 批 予 以 报 销 。 丁 德 馨 得
知 后 谢 绝 了 ， 他 说 这 不 属 于 工
伤的范畴，不应该报销。“他就
是这样一个严守规矩的人。”张
桂华说道。

不断进取，敢为人先
一 直 前 进 在 创 新 的 路

上，不断突破技术瓶颈

2016 年，丁德馨辞去副校长
职务，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
生培养和科研上，致力于科技创
新。

“在课题组的每次组会上，丁
老师对铀矿采冶研究现状和发展
动 态 的 介 绍 ， 都 使 我 们 感 到 惊
讶。”丁德馨课题组的张辉博士
说，在每周的组会上，丁德馨会
分享他收集到的相关研究课题的
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并据以对
自己课题组的研究思路进行及时
调整。

2010 年，丁德馨在铀矿采冶
企业调研时，企业提出了如何解
决难浸铀矿物的浸出问题。难浸
铀矿物是指存在于铀矿石中且被
其他矿物严实包裹的铀矿物，溶
浸液无法与其接触因而无法将其
浸出。

怎样才能让溶浸液接触难浸
铀矿物呢？丁德馨想到了微波，
如果矿石颗粒大小适当，微波作
用于难浸铀矿物时产生的热膨胀
效应形成的裂隙就可以穿透包裹
矿物，这样溶浸液就可以通过这
些裂隙渗透进去。他将这项技术
命名为“难浸铀矿物连续微波强
制解离技术”。2013 年，丁德馨
又主持研发了难浸铀矿物脉冲微
波强制解离技术。

此 外 ， 丁 德 馨 主 持 研 发 的
“堆浸铀矿石高效喷淋系统”“大
通量离子交换技术”等已经在铀
矿采冶企业普及使用。他研发的

“铀矿冶放射性污染地域生物修复
技术”获得了 2014 年湖南省技术
发明二等奖。

2017年 12 月，丁德馨的学生
们为了庆祝铀矿采冶学科成立 30
周年，自发地将他发表的学术论
文汇编成册，论文包括常规铀资
源开采理论与方法、非常规铀资
源开采理论与方法、辐射防护与
环境保护等篇章。丁德馨在封面
内页用签字笔写上了“创新永无
止境”6个大字。

如今，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成为
了 一 项 复 杂 工 程 和 长 期 任 务 。

“这是我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新机
遇，我们要继续坚持铀矿采冶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新原理新方法
新技术研发，为服务国家这一重
大需求作出新贡献。”年逾花甲
的丁德馨坚定地说。

（压题图片：丁德馨在做实
验。学校供图）

丁德馨 护卫核工业之“粮”
通讯员 夏文辉 本报记者 赖斯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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