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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未来》

前言

　　今天早上，刘玉教授与两位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再次要求我作序。只得从命。　　如今，Dian
团队不仅闻名于华中科技大学，恐怕已经闻名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界了。然而她的故事也只是华中科
技大学创’新教育中的一“点”故事。　　初识Dian团队，是参加他们的五周年团庆。从那些可爱的
孩子们身上就一下子感到团队的活力。其后，我一直关注并支持他们的活动。　　Dian团队的实践表
明，要“干中学”！团队中的所有学生都是“干”出来的，而且是真刀真枪地干。Dian团队的实践也
表明，大学生也能成为科研创新活动的主角。也许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在让大学生“打工”呢？如果
从“打工”中获益最大的就是大学生舀己，我们又质疑什么？看一看从Dian团队毕业的学生成长的情
况，听一听他们自己的感受，人们就不会存疑了。Dian团队的实践还表明，并非只有成绩优秀的学生
方能参加创新活动，普通大学生的潜能远未真正发挥出来。如果教育能够真正面向每一个个体的学生
，真正挖掘他们的潜能，那么成才的比例也会大大增加。　　Dian团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团队中一
直流传着一个“树枝教育”的故事（见书中，此处不赘言），那说明他们把德育寓于团队的平常活动
之中。团队的学生走上社会后，还始终关注团队的发展。今天早上与刘玉教授一起来的两学生之一刘
金柱，在百度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决定辞去那里的工作，回来辅佐刘教授，只需按研究生的待
遇。相对在百度的待遇而言，在这里简直是义务工作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没有文化的团队断
不能如此！　　刘玉教授是Dian团队中的灵魂人物。她对Dian团队的事情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经常干到凌晨一两点。她的执著、激情、活力非常人可比。在我初识Dian团队之前，也听过别人
对她的议论。对她并非没有争议，如说她爱表现自己等等，但即便有意见的人也承认学生都喜欢她。
学生喜欢，仅此一条足矣！要知道，当下想干一点特别的事情多不容易。不“表现”一下，怎么得到
更多的支持（包括精神上的支持）？另外，她在学生中表现出的活力、号召力，如果用有色眼镜看，
都是表现欲、张扬的体现。刘教授和Dian团队是阳光的，我们何不阳光地看他们？　　并非言，Dian
团队的每一个做渚我都欣赏，也并非言刘玉教授的每一个想法我都赞成，但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有志于点亮大学生之未来的实践，有志于点亮中国教育之未来的所有实践（包括其他人士和团队的实
践），都应该得到教育部门乃至社会的支持。　　现在，Dian团队乃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的众
多团队之一。上午刘教授和两位学生来我办公室时，其间刘教授谈到，干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启明
学院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觉得有点迷失。我说，我讲了几年算是白说了。我心目中，启明学院的核心
思想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做了改革，回首看看，可不能是失去灵魂的改革
！　　在当今中国大学里，让学生自由发展并非易事。就．中国高等教育，我曾经谈到过“三个面向
”的观点，即高等教育要更好地面向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知道Dian团队是否正在实践着面向
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其实，我们多么需要面向未来！只有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才能有更
多的关于未来的梦，才能做更多“点亮未来”的事情！　　真的要面向未来、“点亮未来”，我们还
需要做什么？中国教育还需要做什么？ 　　二O一二年三月十七日初稿，十八日完稿于喻园　　（李
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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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未来》

内容概要

《点亮未来:一个学生团队的十年》上篇根据Dian团队年鉴、简报等历史记录以及刘玉老师的回忆，详
细梳理了Dian团队十年的发展历程，通过总结不同阶段Dian团队遇到的33种困难以及Dian团队是如何
克服这些困难的，一步步由“缺”变“全”，详细描绘了Dian团队的十年历史；下篇内容是通过征文
方式，由Dian团队的出站老队员或顾问执笔，回忆在团队中度过的岁月，记录下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附录则收录了与Dian团队有关的部分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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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未来》

章节摘录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普通的高校教师——华中科技大学刘玉教授。　　1982年春，25岁的刘玉毕
业于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无线电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同年继续攻读通信与电子系统专
业研究生，1984年年底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光电系工作。27岁的研究生，以今天的标准看来是大龄
青年，蹉跎了些许岁月才拿到研究生文凭，可这在当时已经是很稀罕的人才了。　　1974年，17岁的
刘玉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湖北省钟祥县双河区乐乡关插队。刘玉的父母亲都
是华中工学院的教师，自小接受的文化熏陶使得她在下乡知青中非常突出，能唱能跳能说能写，是当
时知青宣传队的核心骨干。最夸张的一次演出是，12个节目中她参演的就有9个，为了给她换服装留出
时间，节目单怎么调整都困难。火辣直爽的性格，能干能扛的素质，年轻时代的刘玉就已经是一团火
，向周围散发着热量，带动着她身边的人。　　从农村插队回来，刘玉被招工到武汉地质学院（即现
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恰巧就在华工（当时华中工学院的简称）附近。生活的轨迹本来安分地运转在
一个普通工人的轨道上，但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这燃起了刘玉心底久藏的火苗——生在教师家，长
在华工园，心中又怎会没有那份对象牙塔的憧憬呢？实际上，为了追求知识，刘玉早在上班之初就参
加了单位办的英语夜校，还到华工夜校旁听高等数学和电路理论，每周抽出三个晚上学习，这股学习
劲儿雷打不动，即使是一个人走偏僻的夜路回去也毫不害怕。在备战高考期间，她更是每晚复习到凌
晨，从那时起便有了熬夜的记录。“知识改变命运”，刘玉就是靠着她这股与生俱来的信念和认准目
标百折不挠的精神，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的真谛，未来才能有“刘老师”这个广为流传的称谓。　　
这是刘老师的第一个转折点。　　【刘玉是个好老师】　　1984年年底，刘玉研究生毕业，因电信系
名额有限，她转到光电系任教。1988年，她被“任命”为班主任，这一当就是4年。在这4年中，刘玉
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如何做一名好老师：大一时班上有学生患了白喉（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大二有学生染上伤寒，大三有学生两度胸膜炎发作，大四有转班过 来的学生因失恋而精神出现问题，
刘玉为此没少操心。但当时她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着学生远离父母来到我们学校，作为老师，我是一
名监护人，必须尽全 力照顾他们。那名染上伤寒的学生高烧40℃，烧退了以后浑身湿透，换下来的一
大堆衣服谁来洗？伤寒是水传染，谁洗谁就容易染上。刘玉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当她想把这一大堆衣
服拿回家洗的时候，丈夫担心两岁多的女儿被传染，坚决不同意。有人说，当时刘玉完全可以用班主
任的身份去命令班上学生干部把这衣服洗了。但她认为这是有风险的事情，如果其他学生因为沾水而
受到传染，那该如何向他们的家长交代？“有风险的事情自己不做而让学生去做，这不是一个善良人
应该做的事。”结果，刘玉就背着丈夫悄悄在医院把这些衣物洗了。凑巧，这名学生的老乡来医院探
望时发现了这件事，觉得这位班主任所做的事情很感人，回乡后就把此事告诉了同学的父亲。于是，
那位父亲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学校。当时的光电系总支书记也被刘玉的事迹感动了，用张大红纸把这
封信抄下来贴了出去，希望全系的老师要像刘玉这样对学生有一颗善良的心。 　　学生上大二时，刘
玉在全班英语四级考前辅导上费了很大的心思。她请了两位高年级的英语尖子来给全班“开小灶”辅
导。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只有油印机，刘玉就借来英文打字机自己动手打蜡纸和油印那些考卷，每份
都有七八页。从考前一个月开始，她还每天清晨去宿舍叫学生们起床晨读练英语。有的学生很不理解
，认为考英语四级是每人自己的事情，你犯不着管。但刘玉说：“作为班主任，就要在班上营造紧张
的学习气氛！”为减缓大家考前压力，刘玉悄悄给楚天经济广播电台热门节目“吉祥鸟”的主持人连
写了两封信，说平时对学生太严了，希望能在四级考试前一天中午的“吉祥鸟”节目中为学生们送一
首歌鼓励他们。没想到刘玉的要求真被电台采纳了。在考前一天中午，全班同学都从电台里听到了刘
玉给他们送的歌。考完四级后，学生们特别感动，特别是年级学习部长，他一下子转变了对刘玉的印
象。　　1990年，年轻的刘玉便被光电系领导力荐，荣获了华中理工大学的“三育人”奖。20年后，
刘玉外出作报告时曾多次提到此事，感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善良的时代，好人总还是会有好报的。
人在做，天在看，真诚的付出总是会有回报的，会不知不觉改变自己的命运，恰似那峰回路转、柳暗
花明。　　刘玉结束了4年班主任工作后，工作重心开始转移，此时她被推选为教研室分管教学的剐
主任，那就意味着要提高教学水平。．此外，学校也开始引入工作量。考核制度，高校教师也要计算
工分。因刘玉是跨专业转到光电系，除了年龄小之外，专业不对口且没人脉资源，很难拿到科研课题
，全靠教学工作量。当时光电系每届只有两三个小班，只教一门几十学时的“微机原理”，工作量．
很难达标。系领导有心照顾，说刘玉教学质量不错，加了点质量分，可再怎么加还是悬在及格线上。
这让自尊心极强的刘玉颇受刺激：总受人照顾也不是办法呀，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又热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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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那就不能总靠救济，要靠自己的能力站稳脚跟。那该怎么做呢？ 　　一个直接的方法就是“伸
手向外要资源”，也就是多开新课。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迅猛，光电系那时开了门新课“软件技术基
础”。这门课涵盖了计算机概论、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和软件工程这几门课的内容，属于“
五合一”的高级科普课。但光电系只分配30学时作为选修课，难度很大，当时很难找到合适的老师。
其他院系大都采用几名教师轮流上课，每人讲一章。这些内容刘玉几乎都没学过，但她还是坚定地接
了下来。她心想，如果不迎难而上抓住这个机遇，可能明天下岗的就是我。为了上好课，就要多听课
。刘玉当时遍查全校课表，抄下知名老师的上课教室不停“赶场”“高速充电”。她甚至还到计算机
系大一的C语言课堂去旁听年轻教师的多媒体教学。这门课晚上六点多开始，当时刘玉家里有孩子，
又要做饭，等匆匆赶到教室时，教室已经满员了，这让已为人师的刘玉走进去坐在大一新生旁边很不
好意思，感叹“甘当群众的学生”其实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呢。就这样刘玉坚持听了很多门课，有时一
天连讲带听10节课，先给自己系学生讲完头两节课，手上粉笔灰都来不及洗，她就匆匆骑上自行车往
其他教学楼赶，再听外系的4门课。虽然这个时期很艰难，但她感觉这是一段快速成长的过程。后来
，很多新课刘玉都敢接，总共开过10门课。通过听课观摩，刘玉也学到了很多教学法，这对她启发式
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帮助。2000年，刘玉讲授“微机原理”荣获全校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这对每一
位教师来说都是莫大的骄傲和鼓励。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凡事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这一信念也将
贯穿于我们故事的始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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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老师，好团队，青春的故事~
2、哇靠，还真有
3、很荣幸大学中能遇到点！
4、回望之下，不禁唏嘘团队创业的艰辛。以前条件艰苦些，倒也做的挺开心，因为能找到一些有共
同理念的人做点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很难得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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