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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玲研究员：潜心钻研的n个100分钟

 

编者按：2020年，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博士生导师、化学科学学院教

授、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玲担任首席教授的《物理化学Ⅱ》获评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示

范项目，张建玲本人及其教学团队也获评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当“硬核知识”与“红色教

育”碰撞时，如何才能有机协调这种化学反应？

校园静谧，午后阳光正煦暖。下午1点半到3点10分的课程，往往是学生们最为疲倦和难熬的。但是

每周三的这个时间段，《物理化学Ⅱ》课堂总会时不时传出师生的爽朗笑声，每个同学也都别样地聚精

会神。抢到了张老师的课，有的同学还会兴奋地发个朋友圈。

这个课程为何有如此大的“提神”效果呢？

《物理化学Ⅱ》一门有精气神儿的课

张建玲有她的独家妙招。简洁的妆容，得体的西装，她优雅大方，言行之中透露着一种姐姐般的亲

切感。上课10分钟之前，张建玲会习惯性站在教室门口，和进入教室的学生们热情地打着招呼。授课过

程中，如果回答问题的同学能够清楚、全面地给出自己的答案，张建玲就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给予充分

的肯定和表扬；如果同学回答不够全面、有所遗漏，她就耐心地引导同学根据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去理

解、去记忆。无论同学们回答得好坏与否，张建玲始终面带微笑，语气温和，循循善诱。“请”“谢

谢！”是贯穿于她提问中的两个词。“《物理化学Ⅱ》是我只听了张老师一次讲座就倾心的干货课程之

一，张老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化学科学学院2019级本科生张子瑄如是评价。

除了授课教师的个人魅力，在学生们的眼中，《物理化学Ⅱ》的授课形式与内容的巧妙结合，也总

会给自己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体会。“有时感觉好像不止听了《物理化学Ⅱ》这一节课！”“老

师上课经常引经据典，把专业知识和当前形势融合到一起，讲的内容也是我们喜欢的、感兴趣的。”201

9级材料学院本科生王璇笑着说。为了把抽象的物理化学知识“具象化”，张建玲善用妙喻、善讲故事、

善引典故，而且还会使用动画、视频甚至是诗词等多种形式，从感官上带给学生们更深入的理解和思

考。在张建玲的课堂上，会发现旧课和新课的衔接流畅自然、毫无痕迹，就像一曲完整的乐曲，酣畅地

流淌着，有着欢快的节奏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例如在“催化反应动力学”的内容导入上，张建玲

首先从在工业、农业等领域有着重要应用的氮氢合成氨反应讲起，启发同学们从热力学和动力学两方面

来分析其局限性，“没有催化剂的存在，即使在高温高压下也不可能应用于工业生产”，紧接着张建玲

抛出一连串的问题：“催化剂如此神奇，那原因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催化反应的动力学

又是怎样的？”令同学们惊叹于催化剂强大功能，更激发大家深层探究的欲望……

在讲解课程的经典内容后，张建玲还为同学们拓展了相关国际前沿的研究情况。例如在世界能源结

构和碳循环知识方面，结合“双碳”目标，介绍了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2021中关村论坛，讲

解了可再生碳资源转化、水裂解产氢、人工光合作用等几类重要的催化反应。资源、能源、环境的现状

与知识应用的融合讲解，不仅强化了同学们的责任担当意识，更是不断激发和培养同学们永攀科学高峰

的热情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潜心钻研的n个100分钟

当问及张建玲的课程一直广受欢迎的原因，2019级化学科学学院本科生李超龙想了想，“应该就是

这个课程有着独特的精气神儿吧！”

为了每次100分钟的高质量输出，张建玲及其教学团队在每节课的课前和课后都需要花费更多个100

分钟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潜心钻研。“国科大是中科院‘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任务的重

要承担者，目标是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服务。《物理化学

Ⅱ》则是化学、材料等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主干基础课，因此在人才培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建玲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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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科研和教学的经历，我感悟到教学和科研其实有共同之处：一是需要刻苦的钻研；二是需要

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因此在3年多的教学历程中，张建玲团队始终坚持加强课程建设，努力挖掘、提炼

《物理化学Ⅱ》课程中的思政元素，通过课程设计，自然地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在课后，团队老师也会

根据课堂效果、作业质量、反馈情况等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进行调整和提升。除此之外，团队还

会开展阶段性总结和经常性研讨，根据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情况，结合物理化学相关学科和技术前沿领

域的发展，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法和模式。“我们也会开展专题性学习，例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等。”

在张建玲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物理化学Ⅱ》作为老师们“智慧的结晶”，已经形成了独树一帜

的课程特色，还获得“2021年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的荣誉。“在教学中，我们始终遵循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并且坚持五个注重：注重基础知识，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注重学科发展前沿，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尤为重要的是，注重将思政教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促进思政教育和课程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同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创新，探索教学、教

育的新模式。”

“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再去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一开始我们遇到的较大难题，是如

何挖掘和提炼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但在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和深入的研究

后，豁然开朗——其实在《物理化学Ⅱ》中蕴含了非常多的思政元素。”从物理化学现象到爱国主义的

熏陶，张建玲和她的团队探索了无数条道路，科学史、科学家精神、前沿研究、重大突破，甚至是一个

公式、一个理论的发展都有着他们思考的印记，而整个课程也在边走边成长的过程中收获了更多学生的

认可和热爱。“例如我们会解释蕴含于物理化学现象之中的辩证关系，帮助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多领域拓展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绿色化学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除此之外，课程案例的内容

也是经过了层层筛选，“案例中会包括我国物理化学的优秀前沿科技成果以及相关领域中科学家的事

迹，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引导学生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我们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也在不断探索学生全方位参与课程的途径”“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必

须始终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在授课时，张建玲会根据同学们的表情和反应，对授课内容的讲解进

行或深或浅、或详或略的“动态”调整；而且，课堂上互动非常多，我会采用创设情境、引导性问题、

共同讨论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课堂参与和互动，注重启发式教学，给与学生足够的独立思考、探究学

习及实践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思辨能力，形成创新性思维能力。我鼓励他们

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课堂上甚至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观点的争论。通过这样的思考、思辨，学生

们自己得到正确的结论，远比老师直接告诉他们结论要受益得多。

“对于一些容易犯错的知识点，有时我会故意挖个坑——有学生真就跳坑了。”她的脸上划过一丝

调皮的微笑，“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谈起教学心得来，张建玲如数家珍。而在这些宝贵的教学经验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勤付

出。而正是这些付出，才能将《物理化学Ⅱ》课程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才能将思政教

学的质量不断提升。

活力的源泉

“敬畏，热爱。”

当提到这股独特精气神儿的来源时，张建玲丝毫没有犹豫就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国科大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英国皇

家化学会会士、科技部创新领军人才、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中科院巾帼建功先进个人、数个国内外期

刊的副主编或编委，以及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工学会、中国晶体学会等近10个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如

此多的角色之中，张建玲最喜欢的头衔还是“学生们心中的好老师”。

“身正为范。作为老师，首先要注重个人修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个人品质、价值追

求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还应具备一些人文知识和素养，具有家国情怀。教师的精神世界和个人魅力会对

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张建玲语气坚定地补充道，“要想照亮别人，先得让自己灿烂。如果老师自己都

不灿烂，又怎么能照亮学生呢？”而在知识的学习方面，张建玲从未想过止步停歇，“学高为师。能在

课堂上做到游刃有余，首先需要老师对物理化学知识的深刻理解、对其他科学知识的广博积累、对前沿

科学的敏锐洞察，以及自身具备的创新思维与能力。当你有一桶水时，才能给学生一杯水；如果你只有

一杯水，又能给学生多少呢？”

对于教师这个岗位，张建玲心存“敬畏”，因为在她看来，“教师不只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神圣

的事业；教师不只是简简单单地教书，而是实实在在地育人！三尺讲台与我而言，神圣无比，责任重

大。站在那里，我就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面对的是一张张求知、热情、年轻的面庞，我必须要对

自我质疑至关重要

蝙蝠中的人兽共患病和病毒基因组的多样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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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起他们！”为了教学，她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外挑灯夜战，研究教法；为了教学，她推掉重要的会

议、报告邀请；为了教学，她不顾身体的病痛，努力坚持……

心中涌动的这份热爱，正是她活力的源泉。因为父亲是一名教师，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张建玲小时

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人民教师。“我非常感谢国科大，圆了我教师的梦。我特别喜欢讲课，每次上课都

能带给我特别的快乐。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能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

业。”

课堂上的张建玲，精神饱满，激情四射，富有感染力。你会惊讶地发现，活泼爱笑的张建玲，在课

堂上侃侃而谈、高水平输出专业知识的同时，又能很自然地跟学生们谈科研、谈生活、谈理想、谈责

任、谈担当。她课上所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可拨云见日的启迪，从课业知识到人生

哲理，她毫不吝啬地对学生们倾囊相授。

每次上完课的张建玲都感觉自己青春洋溢，活力满满。她曾经在课下跟学生开玩笑说：“上课是治

愈一切疾病的良方”“没有一个病是一堂课所不能治愈的”。而这样幽默的“金句”是来自她自己的切

身体会。一次，她身体极度不适，但为了不耽误正常的教学进度，她强撑着去国科大上课。进入教室之

前，她努力调整，以挺拔的体态和微笑的面庞出现在教室里。一堂课很快就过去了，当下课走出教室的

时候，张建玲突然才发现——自己在全程授课中竟没有感觉到一点疼痛！“这真是一种神奇的体验！”

张建玲陶醉在兴奋中，一脸幸福的模样。“当然，随着走出教室越远，病痛又会袭来，甚至到了举步维

艰的地步。”

助教于鹏云也会说起：“张老师每次上完课都非常兴奋，在回所的路上都会和我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物理化学Ⅱ》课上的点滴，比如同学们回答问题的情况、课堂上的反应、同学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教案哪里需要调整，等等。她是打心底里热爱教学！”

在她的带领下，助教于鹏云、苏锥锥也同样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出现在课堂上。主讲老师授课时，助

教会对同学们的听课情况进行细心的观察和记录；习题课上，助教对精心选择的例题进行细致的讲解；

课后对作业细致批改，并及时总结发现的问题，和主讲老师沟通，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做进一步的调

整和优化。因此，两位年轻的助教也深受同学们的喜欢和好评。

“当你做到思政教育和课程教育的自然融合时，其实学生是非常喜欢、非常受用的。他们总是会报

以热烈的回应。”她无比欣慰地说，“而且，教学相长，通过教学中与学生思想的碰撞，我自己也感悟

颇多，受益颇多。这也给了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方向和动力。”

2016级化学专业本科生杨晓晨曾经写道：“老师上课真的很棒，很有启发也很有热情……每次互动

完我都很开心。我时常想老师究竟怎么做到一直都这么有热情，一直对学生这么友善亲切的呢。我也希

望可以努力成为老师这样永远带给人正能量和温暖的小太阳。”

更有同学因为听了张建玲的课决定以后从事化学专业的研究。“张老师上课把难点重点以深入浅出

的方式让我们融会贯通，严谨认真的科研作风及科技为国的奉献精神让我们感动和钦佩。”2019级化学

科学学院本科生景嘉驿说，是张老师引领他踏入科研的大门，“言传身教地教导我研究要严谨，努力需

刻苦，知识需广博，更帮助我树立了投身科研为国奉献的雄心和决心。”他希望能沿着张老师的足迹，

也从事化学研究的科研事业，用自己所学为国家发展奉献绵薄之力。

“国科大学生的素质非常好，他们求知、好学、认真、开放，是非常好的苗子。我必须尽最大能力

培养好他们！”提起她的学生们，张建玲的自豪和喜爱溢于言表。

“教师应有父母心。我在开学第一课会给同学们留下我的电话、邮箱和微信。我告诉他们，欢迎跟

我交流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生活甚至情感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跟张建玲交流的内容非常多，有向其请

教课程知识方面，也有咨询未来是出国还是国内深造的，还有的是专业选择问题，抑或是需要她帮写推

荐信……“我从不拒绝，而且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回过去。有时候跟学生一聊就两个小时。”

她曾经写下过一段话：“我热爱教学，享受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光，美好而纯粹。他们求知的目光燃

烧我内心的动力，他们点滴的成长给予我无比的快乐。”

优质课程和教学团队的入选，标志着《物理化学Ⅱ》课程思政建设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也标志着课

程思政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对于张建玲已经把目光放向了未来：

“今后课程的持续建设计划是，将对《物理化学Ⅱ》的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培养模式等方面继续

深化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提升课程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提升课程的知识性、前沿性、开放性、生动性和

亲和性，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总之，充分发挥《物理化学Ⅱ》在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为培养

造就德才兼备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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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玲目光笃定，温柔中透露着独特的力量。（原标题：张建玲：活力满满的100分钟 作者系国科

大记者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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