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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者 面孔

近日，“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严慧带着奶奶一起参加江苏淮阴师范学院
2025届毕业典礼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

自幼失去双亲，严慧与双目失明的奶奶
相依为命。在爱心人士帮助下，她一边求学
一边照顾奶奶，假期还勤工俭学。

2021年，她考入大学。面对需要陪伴
的奶奶，她坚定地说：“你一个人在家我不
放心。”最终，学校为她和奶奶翻新宿舍，
配备齐全家具家电，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

大学四年，严慧每天早起做饭、照顾奶
奶、上课学习，课余还带奶奶散步。面对奶
奶的病痛，她勇敢扛起重担，学业与照顾奶
奶两不误。她成绩优异，多次获奖学金，更
积极投身志愿服务，传递爱心。

严慧说，挫折激发了她的潜能，让她愈
发强大。毕业后，她会带着奶奶返乡，继续
书写精彩人生。

严慧用坚韧与爱，诠释了责任与担当。
她的故事温暖人心，激励着更多人勇敢面对
生活的挑战。

武汉东湖学院学生余子洋，近日成功考
上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
生。然而，他在2020年高考时，英语仅35
分。他的逆袭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35分的英语成绩，能学出来吗？”带
着内心的不甘，余子洋暗自下定决心，大学
期间一定要刻苦学习。为了补齐英语这块短
板，他给自己定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路
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记单词，晚上再
跟着英语语法视频学习；每天收听英语新
闻、观看英语影片；认真分析每篇文章的结
构和词汇，总结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
余子洋分别在专科阶段和本科阶段顺利通过
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

也正是这份坚持和努力，让余子洋在考
研备考的过程中，扛住了巨大的压力，抵住
了疲惫和焦虑的侵袭，最终入读理想学府。

余子洋用行动证明，起点低并不可怕，
心怀梦想、坚持不懈，就能实现华丽转身。

担当

云南昭通的校园里，一场为高老师精心
策划的“一路生花”惊喜悄然绽放。

毕业前的一天，高老师如常走向班级，
却不知转角处藏着第一份惊喜。两个腼腆男
孩手捧鲜花，一句“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
恩”让她微微一怔，随即眉眼弯弯。再往
前走，一个活泼女孩蹦跳而来，俏皮地喊出

“以我常青，祝您常青”，高老师笑意更浓。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上前，祝福如潮，鲜花

簇拥。高老师手中的花束渐多，笑容也愈发灿
烂。当她推开教室门，彩带纷飞、掌声雷动，这
场蓄谋已久的惊喜瞬间点燃了整个空间。

高老师站在门口，望着这群自己悉心培
育的孩子，泪光在笑意中闪烁。看到视频的
网友纷纷留言：“这样的师生情，太动人！”

这场活动没有喧嚣的排场，却因纯粹而
动人。高老师以爱为灯，照亮学生前路；学
生以情为笔，绘就感恩画卷。双向奔赴的温
暖，让毕业季的离别多了几分诗意与柔情。

（本期点评 胡若晗）

惊喜

逆袭

本报记者 杨国良

重庆市梁平区福禄镇，山势陡峭，丘陵起
伏。福禄镇中心小学就坐落在这山峦叠嶂、沟
壑纵横的群山之间。在这所乡镇小学里，有一
位深受大家喜爱的年轻教师——“全国优秀教
师”称号获得者王继霞。

“给农村孩子多点儿温暖、多点儿爱”

今年是王继霞扎根农村学校的第十三年。
2013 年，王继霞以特岗教师身份考到这里。
初来乍到，校长的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我
们这学校，很多人不愿意留下来。”

“我愿意！”王继霞的回答斩钉截铁。这一
留，便是12年。

在孩子们眼中，王继霞不只是老师，更多
时候，她还是孩子们的妈妈、姐姐、知心的大
朋友。村里的留守儿童大多跟着爷爷奶奶或寄
宿在亲戚家，大人们忙于农活，常常无暇细致
照顾孩子。

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孩子们的小手小脸
常被冻得裂开一道道血口子。王继霞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她端来温水给孩子们泡泡手、
焐焐脸，特意跑到城里买来冻疮膏，小心翼翼
地给孩子们涂抹，还搬来取暖器为孩子们驱散
寒意。

“给农村孩子多点儿温暖、多点儿爱。”这
是王继霞常说的话。

班上有个女同学，父母离异后各自重组家
庭，她一直跟着年迈的爷爷生活。缺乏关爱的

她，逐渐成了不做作业的学困生，最后甚至拒
绝上学。爷爷曾下跪恳求，她也无动于衷。

“现在农村条件好了，这些孩子缺的不是物
质，最缺的是关爱。”王继霞对女孩爷爷说，

“让我来当这孩子的‘干妈’吧！”
此后，在班上，王继霞对这个女孩倾注了

更多心血：组织集体生日会、阶段性评比和班
级表扬，都特别关注她，甚至还安排了“一对
一”帮扶。渐渐地，女孩脸上有了笑容，也开
始在班级评比中多次得到表扬。去年毕业典礼
上，女孩的爷爷满怀感激地对王继霞说：“王
老师，您明年教一年级吗？我还有个孙子也想
请您教！”

“学生成长是我最开心的事”

回首来时路，王继霞觉得自己成长得有些
“笨拙”。

2019年，参加重庆市“小学数学访名校”国
培项目时，城里学校利用电子白板实时上传小
组合作成果，深深吸引了她。“如果能用‘几何画
板’辅助数学绘图，该多好！”她想。

技术难题摆在面前：没有人教，怎么办？
王继霞从网上下载了无数节优质课视频。那段
时间，她白天上课，晚上就把自己关在小房间
里，一遍遍地手绘制作课件，一点儿错误便推
倒重来。无数个未眠的夜晚，见证了这股“土
劲儿”的胜利。

“其实，我觉得我很平庸。”采访中，王继
霞多次提到这句话。“平庸的我面对学生时，
常常感到惭愧。我想把更好的东西带给学生，

总会一遍遍地问自己，是否还可以做得更多、
更好。”

外出学习机会有限，但包里总揣着一本书
是她多年的习惯。家访路上歇脚时，小河旁、田
埂上、大树下，都留下过她专注阅读的身影。

淳朴的乡土孕育出王继霞质朴自然的教学
风格。

“同学们请先独立思考，尝试完成，然后
在小组内交流。”

“请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
这些引导性的语言是她课堂上的常态。她

乐于挖掘数学知识内涵，在富有逻辑的活动中
引领学生层层深入，给学生留足思考的时空，
鼓励他们通过思维导图、数学小报等方式自主
建构知识。

王继霞深谙，教师的一桶水，关乎学生的一
杯水；要点燃孩子的心灯，自己必先燃作火炬。
她矢志将自己锤炼成一泓活水、一团火焰——
成为有学识、有能力、懂钻研的教师。

“能为农村教育尽点儿力，是我最大的幸福”

有同事很感慨地对王继霞说：“王老师，
您真不容易。”

12 年来，王继霞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
都投入到学生身上：学生病了，帮忙寻医买
药；学生家庭困难，便慷慨解囊。

王继霞也遇见过叛逆的学生。她的班里曾
经有个孩子，动辄离家出走、逃课打架，在家
里怒斥爷爷奶奶，甚至扬言要把奶奶“轰”出

家门。
对这样的孩子，王继霞也感到“头痛和无

奈”。但她并没有放弃，而是耐心倾听这个学
生的心声。学生过生日，王继霞专门买生日礼
物送给他，跟他做朋友，甚至在他跟同学打架
之后，认真帮他调解矛盾。

起初，这孩子还像刺猬一样，对王继霞冷
言冷语。但日子久了，王继霞的真诚终于融化
了他心中的坚冰，让他觉得自己不再孤单。最
后，这个曾经的“问题学生”，奋起直追，成
了班里同学们的学习榜样。

面对令人头疼的“破坏王”小杰 （化
名），为了不让他上课捣乱，王继霞便把桌子
搬到小杰旁边，一遍遍教他练写自己的名字、
练坐姿，下课也给小杰安排了收作业、打扫教
室卫生的任务，让他有事可做。渐渐地，“破
坏王”也没有时间去搞破坏了。

面对先天智力不足、上着课就拉裤子的小
韬 （化名），王继霞帮他清洗并换上干净的衣
服后，会专门向学生们说明情况，并教育大
家，要互相帮助，不要歧视和笑话。

为了帮助孩子们进步，家访是王继霞坚持
多年的法宝。“到孩子家里去，去一次不行，
就去两次、三次……”她的足迹踏遍了山乡。
暑假里，顶着炎炎烈日，她一家家地去跑；对
于条件特殊的孩子，她就送教上门。为了解决
部分孩子成绩跟不上的问题，她还和几位教师
利用午休时间，义务辅导功课。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深知农村孩子读
书不容易。能为农村教育尽点儿力，是我一生
的追求，也是我最大的幸福。”王继霞说。

化作火炬，点燃孩子的心灯速
写

郭旭院士：探索无界 育才有道
通讯员 赫铭

6月13日，第三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武
汉光谷举行。在这场围绕关键软件自主创新、
AI技术深度赋能等前沿领域的会议上，一位
中年学者结合我国工业软件自主可控的战略需
求，作了深入探讨人工智能与CAE技术的深
度融合路径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主题报告，引
发了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和企业各方的深入思考
与讨论。

这位中年学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
理工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郭旭。多年来，郭旭牵头我国多项重大
CAE 软件攻关项目，先后两次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以及全国创新争先奖等，并荣
获了“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
称号。

“做科研，就要以国家的需求
为导向”

2021年5月，“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
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了中
国人的印记，标志着我国星际探测征程迈出了
重要一步，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
意义。

在“祝融号”火星车结构设备板研制过程
中，郭旭带领团队基于独创的移动可变形组件
拓扑优化方法和其研发的自主可控软件工具，
与型号研制单位密切合作，成功开展了火星车
设备板相关结构件的减重优化设计，使得产品
减重50%以上，显著提升了结构承载效率。

“做科研，就要以国家的需求为导向。国家
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郭旭常跟学生们
说，科技工作者要有责任和担当，更要有家国情
怀。他说，当自己所从事的科研项目与国家重
大战略联系在一起时，这份责任便升华为使命，
能够推动自己不断开拓创新，并甘愿为此奋斗
一生，“这既是幸运的，又是幸福的”。

与很多人刻板印象中严肃、一板一眼的
科学家形象不同的是，郭旭幽默健谈，还是
一名武侠小说爱好者。在他看来，武侠世界
中的绝学修炼与学术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两者都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对未知世
界的无限好奇，以及在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
的精神。

“在武侠小说中，主人公往往因为对某个
招式的不解或对某个秘密的探寻而踏上了一段
非凡的旅程。而在学术研究中，科学家们也正
是因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而不断取得突破。”
郭旭笑言，“每一个伟大的发现，都是从平凡
的好奇开始的。”

正是在这种探索欲和好奇心的推动下，郭
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郭旭所从事的拓扑优化研究，能让上至航
空航天装备，下至日常生活工具变得更加轻
便、结实，为各种重大装备和产品结构创新设
计提供科学基础和关键技术，被认为是研究难
度最大、关注度最高且具有重大工程需求背景
的结构优化问题。

在结构拓扑优化领域，有一个公认难题：
对一大类拓扑优化问题，从基结构列式出发采
用梯度算法无法获得位于低维可行域的所谓奇
异最优解。

从20世纪90年代起，郭旭跟随导师程耿

东院士，历经10年探索，建立了通过系列放
松问题的最优解来逼近奇异最优解的系统理论
和方法，解决了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
获得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面对传统拓扑优化方法计算复杂性高、
难以处理复杂几何、优化结果无法直接导入
CAD系统等亟待破解的瓶颈难题，郭旭创立
了采用显式几何描述的结构拓扑优化新框
架，通过变革求解体系推动了拓扑优化发
展，于2019年再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多年来，面向火星探测、载人登月等国家
重大工程实施中必须解决的装备轻量化设计等
需求，郭旭始终致力于计算力学、结构优化研
究以及自主可控CAE软件研发。研究成果成
功应用于“祝融号”火星车、“天和一号”空
间站、新一代载人飞船等国家重大装备研制，
除国家科学技术奖外，还获得省部级一等奖3
项、全国创新争先奖、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
成就奖等奖项。

近年来，国家发展突飞猛进，郭旭所从事
的计算力学研究在数字化时代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他说，总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因
为脑子里总有问题在思考。

“不论是科学探索、技术研发，还是工程
应用，现在越来越离不开计算力学，特别是与
智能化相结合的领域。”郭旭认为，随着人工
智能的发展、AI时代的来临，“计算力学”应
该升级为“智算力学”，“数智化时代提供了新
的机会，开辟了新的赛道，让我们有机会以更
高的站位来探索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

‘开道超车’。”

“真正的教育是激发学生兴趣
的过程”

2024 年，郭旭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称
号。这份荣誉，凝结着他用20余载春秋书写
的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热爱。

在郭旭看来，能够在课堂一线与青年学生
深度交流、碰撞思维是无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他钟爱三尺讲台，即便当了教授、评了院士，
也依然坚持给本科生讲授通识课，课程火爆到
学生们需要定好闹钟去选课系统中“抢课”。

“大学老师的课要想让学生愿意听、坐得住，
就不能全然照着书本讲，要讲学生自学难以接触
到和难以理解透的内容，否则还不如让学生们回
宿舍自习。”郭旭说，“真正的教育是激发学生兴趣
的过程，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魅力。”

在课堂上，郭旭喜欢引入生动的科学故事，
融入相关科学史内容，让学生知道科学家们是
怎样提出问题的。“科学研究最关键的是提问
题。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创新的第一步。”

作为专业建设负责人，郭旭带领工程力学
专业入选了国家首批“强基计划”，并担任首
届强基班班主任。每年，他都坚持给一年级本
科新生讲授专业第一课——《现代力学进展导
论》，将家国情怀、专业前沿等内容讲给学
生，引导他们走好未来的发展道路。

“给学生一桶水，自己先要有一池水。”这
是郭旭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教学中，他坚持以
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更新、丰富知识体系，
让课程内容常教常新、与时俱进。

在视频网站上，郭旭讲授的“力学中的泛

函分析与变分法”课程被广泛传播，许多学生
在评论区留言：“老师讲得好好啊！”“很有意
思的课程。”这门课，郭旭已经讲了十几年。
课程中，他从具体实例出发，讲清、讲透抽象
数学概念的原始思想；将前沿力学研究进展与
课程内容结合，帮助学生体会泛函分析、变分
法等数学工具对于解决力学问题的强大作用。

在学术会议等场合，郭旭经常收到其他学校
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感谢：“郭老师，我听过您的这
门课，也因此入门了。”这是让郭旭最欣慰的事。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学生自
然会愿意追随”

谈及如何引领学生走好科研之路，郭旭不
假思索地说：“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学生看
到老师每天专注科研，工作到很晚，面对困难
不退缩，他自然也会认真投入。”

多年前，为了得到一个理论公式，郭旭带
着他当时指导的一名博士生连续工作，演算推
导写满了20多页的A3纸，最终成功得到了简
洁漂亮、充满力学之美的结果。时隔多年，这
些已经泛黄的演算纸，仍静静地保留在郭旭办
公室的铁皮柜里。

同样保存完好的，还有郭旭几十年来学
习、研究积累下的笔记。在一本他攻读博士期
间的笔记本封面上，誊抄着一首诗，郭旭依然
能够背诵出他最喜欢的一句：“既然前不见
岸，后也远离了岸，那么便把一生交给海。”

面对广阔无际的科学之海，兴趣是郭旭的风
帆。在学生眼中，郭旭总是精力充沛、状态饱满。
郭旭自己则说：“我就是对科学研究有浓厚的兴
趣。每解决一个问题，都会有很大的满足感。”

在郭旭的办公室，书籍资料和各种笔记占
据了不少空间，他称这些都是“宝贝”。走到沙
发旁摆放得高高的几摞书前，他随手拿起一本
力学专著，“像这本书，我至少看过十几遍，每一
次都有不同的思考和体会”。郭旭说，做学术研
究就是不断把书读“厚”又读“薄”的过程，有时
为了吃透一个理论，可能需要再去找相关的几
十本书、上百篇文献来仔细品味理解。理解透
了，就能收获柳暗花明、拨云见日的畅快，最终
再沉淀为浓缩在脑海中的几句话、几个公式。

郭旭喜欢阅读。大学时，他绝大部分的时
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正是通过阅读大量
专业书籍、研究文献以及独立思考，我具备了
较强的自学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给我职业生
涯的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直到今天，他也是
这样要求自己的：“不能停留在原地，要不断
加深思考，扩大知识面，并且转化成自己的知
识体系，否则是经不起学生追问的。”

这是郭旭在几十年不断的科学探索和教育
教学中的深切体会。他也因此常常鼓励学生：

“你们正处于头脑最为灵活、精力最为充沛的
黄金阶段，只要肯于钻研，勇于探索，就一定
能培养出强大的学习能力，并因此受益终身。”

现在，郭旭的学生们已经陆续成长为力学
研究以及计算力学 CAE 软件研发的中坚力
量，活跃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以坚实的步
伐继续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

谈起未来，郭旭目光坚定，他说，自己将
继续带领团队在力学研究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为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
量，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栋梁之材。

郭旭在办公室。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