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第４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９，Ｎｏ４
Ｄｅｃ２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２５

作者简介：汪　浩 （１９３０－），男，江苏常州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原政委，教授，博士生导师。

话说哈军工数学霸王课

汪　浩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工科大学中的高等数学课曾被称为 “数学霸王课”。在哈军工６２级，五个重要因
素的同时出现，使得哈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诞生了。它在一般高等数学课的霸气之外，还有其
特殊突出的霸气。哈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的基本经验或者说指导思想体现在：敢闯善创的革新
精神；高标准、严要求，取法于上，仅得为中的教学思想；着眼于数学逻辑能力的提高和基本

功的严格训练。此外，还有若干条回归于指导思想的具体技术措施。在后来的 “文革”中，哈

军工６２级数学教学革新在正式的校史中失去了它的踪影，“文革”后相关讲义被整理成教科书
正式出版，在国防科技大学继续沿用，教员认真负责的教学风气也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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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浩：话说哈军工数学霸王课

一、引言

数学霸王课，泛指工科大学中的高等数学课。

高等数学课是一门必修的基础课：教学时数长，

进度跨学期；内容抽象，理论严谨，计算技巧强；

它是教育计划中后续课程的基础，对学生的成长

影响深远；自学工作量重，往往侵占或影响其他

课程的复习时间；考试评分严，留级、退学关系

重大。因此，高等数学课在工科大学中，自发地

形成一种霸气，因而人们谑称之为 “数学霸王

课”。

哈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 （有时也简称数学霸

王课），则特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６２级的数学
霸王课，它在一般高等数学课的霸气之外，还有

其特殊突出的霸气，确有一点霸王之气。容笔者

往下慢慢道来。

鉴于时代久远，资料 （讲义、作业本、试卷

……照片、《工学》报报道等）散佚；人物 （戴遗

山、吴克裘……）仙逝，许多重要情节非我所知，

给写回忆文章带来困难。但我毕尽绵力，根据我

知道的和能回忆起来的史实，以我个人思想认识

为基础，综合提炼出来，写出本文，抛砖引玉，

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二、哈军工数学霸王课的诞生

２０世纪六十年代初叶，１９６２年，在军工大院
内崛起了一门数学霸王课，它伴随着教学思想的

革新，实行一系列创新的教学措施和要求，引起

了大院的震动。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更

多的是中立静观。革新者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目

标前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革新的目标逐渐

为人们所理解，革新的行动慢慢地被人们肯定。

直至１９６４年，革新被重拳一击，戛然倒下，６２级
数学霸王课在 “文革”期间被贬入冷宫。

然则，哈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的诞生，是偶
然性的产物还是必然性的产物呢？答曰：是必然

性的产物。我认为：当时在哈军工６２级，有五个
重要因素同时出现，数学霸王课就必然地在此时

此地诞生了。这五个重要因素 （或条件）是：

１苏联顾问 “高标准，严要求”的指导思想；

２卢庆骏教授 “高标准，严要求”的科学思

想，培育了一代青年教员；

３院党委 “把好三关，功到自然成”的经验

总结指示；

４以戴遗山副教授为首的６２级数学教学小组
敢闯善创的革新行动；

５６２级的新生是全国高中生中的佼佼者。
今分别评析之。

１苏联顾问团到哈军工，首先帮助学院制定
《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将教学过程中主要教

学环节和教员的职责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目的明确，可操作性强。整个条例贯穿 “高标准，

严要求”的指导思想，为培育高质量、高水平的

人才奋斗。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和教育顾问叶果洛夫明确

支持哈军工高等数学课采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

力学系采用的教材：辛钦 《数学分析简明教程》，

摒弃了原先采用的苏联工科大学采用的教材：贝

尔曼 《数学解析教程》，同时引用吉米多维奇 《数

学分析习题集》，体现苏联教育重视基础理论的抽

象性和严谨性。他们还强调在教学过程的各个教

学环节中培养学员独立工作能力，反对在学员中

开展 “一帮一，一对红”的学习互助组。明确规

定：只有主考教员具有考试评分权，其他人员包

括院长都不能干预主考的评分。

《条例》、规定、原则都在教研室学习苏联先

进教学经验例会上反复学习过，在各种会议上交

流论述过，大家深有领会。后来，苏联顾问团虽

然撤走了，但这些指导思想已深入人心，在教学

工作中继续得到贯彻。因此，苏联顾问团 “高标

准，严要求”的指导思想，构成了哈军工数学霸

王课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２著名数学家、数学元老陈建功教授的得意
门生，卢庆骏教授出任数学教研室主任，他以个

人的学识、高度责任心，高标准、严要求，培训

青年教员。青年教员就以他做人、办事、治学的

精神为榜样，将他如何培训青年教员的做法，转

化为青年教员如何去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学员。

首先，卢主任以高屋建瓴的负责精神制订教

研室学期工作计划，抓住三件关键大事：一、每

周召开一次教学准备会；二、每周一次学习苏联

先进教学经验；三、每周固定时间抓教员业务进

修。列出工作日程表，严格按表执行，雷打不动。

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一年、两年，成果自显。

卢庆骏教授给全院教员讲大课，给学员讲课，

还给他指导的青年教员讲专业课 《谱论》。每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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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他准时到教室，衣着整洁，皮鞋锃亮，讲课

从容不迫，从不带讲稿，内容熟记于心，板书整

齐，无错别字或遗漏，听课时记下的笔记基本上

就是一本 《谱论》书稿。卢主任讲课示范作用，

一直在哈军工甚至在国防科大中传承着。

卢庆骏教授指导青年教员编写讲义：他先作

讲授，同时讲清楚编写讲义的规范和格式，例如

每个段落开头必须空两格，碰到算式要另起一行

居中，标点符号用法要符合规定，省略号用三点

或六点，不得随意增减等；青年教员按要求写好

讲义初稿，请卢主任审阅修正后定稿付印。

卢庆骏教授采用读书报告的方法，进一步提

高青年教员的业务水平。他指定那汤松 《实变函

数》为自学报告书 （适合当时青年教师提高水平

的名著），要求人人自学，每周依次由一名青年教

员作读书报告，他与大家一起坐在讲台下，静心

地听讲。一旦报告人出现错误或遗漏，他就随时

发问，并且抓住不放，因此往往出现青年教员挂

黑板的尴尬场面。报告人回答不正确，就责成报

告人下周重来！他并不作解释。这就给大家一个

警示：读书时要多琢磨，努力做到真正领会书中

的理论，甚至是一字、一句的深刻含义。有严师

把关的读书报告，是提高自学能力很好的方法；

而提高自学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素质修养。

卢庆骏教授同样也十分重视培养独立工作能

力。一个重要命题我推证不出来，去请教卢主任，

他从抽屉中拿出一张写满字迹的稿纸说：“我证明

过了！”我正想伸手去接过来看，卢主任已把稿纸

放回抽屉并且锁上了。意思是说，你自己去独立

推证。有一次，读一篇论文，有三行俄文内容弄

不懂，花了一个月时间还未弄明白。我就斗胆地

试问卢主任： “我反复使劲钻研，一个月未弄明

白，是否可以问？”卢主任答曰： “过去 （他当学

生时）我们是不问的，现在 （指解放了）当然可

以问，最好是不问。”

卢庆骏教授不仅治学上教导我们，在生活做

人方面亦以身作则教导我们。一年除夕，卢主任

宣布：“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年初一上午九点在

孙本旺教授家里举行团拜，全体教员准时参加。”

当天上午八点，俱乐部放电影，青年教员都去观

看。快到九点了，大家拔腿向孙教授家跑步前进。

进屋时，过了九点，迟到的教员进去一个，卢主

任就喝住批评一个。我跑进门，气喘吁吁地还想

申述一下：“卢主任，我们知道九点团拜，我们电

影没看完，就跑步赶来了。”卢主任说： “我早饭

没有吃就来了！”

就是这样，卢庆骏教授以高度责任心、广博

的学识、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方法，身教言教，

培养出一批青年教员，成为数学霸王课的主角。

这就是哈军工数学霸王课诞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３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给全国各条战线造成大灾难，
高等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在批判极限 ε－δ理论声
中，又传来清华大学一把锉刀捅破了微积分的秘

密……基础理论削弱，哈军工的教学质量下滑。

１９６２年初，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
上，对知识分子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并为

知识分子打气鼓励。为了实事求是办好学院，保

证教学质量，１９６２年１月以刘居英院长为代表的
院党委，顶住林彪的 “四个第一”和 “政治可以

冲击一切”的口号，颁布了两道命令：《关于保证

学员学习时间的规定》和 《关于保证教员业务时

间的规定》，无可奈何地退到最后防线的大无畏决

定，受到教员、干部、学员的欢迎和拥护。院党

委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教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谢有法政委在总结时明确提出 “严格把好三关，

功到自然成”的要求 （所谓 “三关”，是指入学

关、升级关、毕业关），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两位总理的讲话精神和院党委的决定大大鼓

舞了青年教员的积极性。刘居英院长亲自出马，

去上海、北京坐镇指挥，率先招收６２级优秀新生；
指示数学教研室要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新学期开

学，并亲自到数学教研室蹲点抓教学质量。这样，

上下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为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而奋斗。当时，院内广为流传一个口号 “赶超

清华。”

院党委的决心，应该是哈军工数学霸王课诞

生的再一个重要因素。

４以戴遗山为首的汪浩、裴宗唐三人领导核
心，有李运樵、吴克裘、赵美锡等组成的６２级数
学课教学小组，敢闯善创，团结拼搏，这是哈军

工数学霸王课诞生的第四个重要因素。

戴遗山、汪浩，都是当时哈军工新提升的最

年轻的副教授，中学时代两人都在上海上的中学，

受过比较先进的科学熏陶，戴遗山毕业于上海交

大，汪浩毕业于清华大学。

戴遗山，具有超常的聪明才智，学得快，悟

得深，遇事能出点子，并能漂亮地完成，为人积

极，乐于助人。６２级许多创新措施都是他创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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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直接组织实施，他是哈军工数学霸王课的领军

人物。汪浩，认真，刻苦，谦虚，从不骄傲自满，

不追逐名利，重视创新支持创新，工作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戴汪两人，一个具有高水平的思维能

力，一个具有严谨的操作能力，两人密切配合，

堪称一绝，闯创６２级高等数学课的革新，在数学
教学思想和教学工作方面，达到了一个时代进步

的高峰。

数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政治协理员裴宗唐，

原是哈军工导弹系５７级调干生，因反右倾运动时
为彭德怀冤屈鸣不平，被调离学员队到数学教研

室任协理员。他为６２级高等数学课革新鼓与呼，
总结提出了三年规划：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

一套贯彻少而精原则的教学大纲；一套相适应的

教材和严格要求的课时计划。主张在教研室内树

立 “政治空气和学术空气”，得到刘居英院长

赞许。

以戴遗山、汪浩、李运樵、吴克裘、赵美锡

等组成的６２级数学教学小组，他们都得到名师卢
庆骏教授、孙本旺教授的点拨，又秉承院党委的

旨意，大家团结奋斗，开拓创新，情神可嘉。６２
级全体师生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大量心血汗水，

真是难以言表！

５哈军工数学霸王课诞生的第五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哈军工６２级招收的新生是全国顶尖的优秀
生。由于此，数学霸王课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

革新才有了具体的工作和服务对象。

１９６２年哈军工６２级新生，是通过全国统一考
试选拔出来的，哈军工因为是全军科技最高学府，

有特权先于地方知名大学如北大、清华等之前遴

选录取。为了落实招生政策，确保录取新生的质

量，刘居英院长亲临上海、北京，坐镇指挥招生

组工作。当时大院内盛传轶闻：刘院长为了争取

成绩优秀的考生，曾与上海市领导发生争执。据

说为了如何分配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前６名的考
生，刘居英院长提出哈军工要第一、二、三名，

上海市领导不同意，就争吵起来云云。传闻可能

有讹，但哈军工十分重视招收新生，把好入学关，

看来是下了工本的。

当６２级新生录取完毕后，刘居英院长就传话
给数学教研室，开学前要好好作教学准备，以应

对优秀新生的到来，这批新生是全国中学生中的

佼佼者，他们担心到哈军工学不到东西，怕吃不

饱！刘居英院长一声令下，数学霸王课的教学革

新就此拉开了序幕。

如上所述，这五个重要因素同时出现在１９６２
年的哈军工 （就全国高校来说，这五个重要因素

同时出现在一个高校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哈军

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也就必然地应运而诞生了！哈
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首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登上了中国工科院校的舞台，绽放出一朵鲜艳硕

丽的大红花。

三、哈军工数学霸王课的指导思想

本文中所说的哈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的指导
思想，并不是数学霸王课刚诞生时就明确了的。

初起时，只是有一些质朴的想法，如：工科院校

的高等数学课要争取达到数学系那样的水平 （不

是指课程内容）；要使知识真正学到手；法乎其

上，得乎其中等等。经过６２级教学实践，认识才
丰富清晰起来。几十年后，经过历次研讨会、报

告会准备发言稿时的多次反复思考琢磨：哪些是

６２级数学霸王课的基本经验？或者说，哪些可称
为６２级数学霸王课的指导思想？直到这次在写本
文时，我还与老友们探讨过这个问题。非常遗憾，

哈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的原创人戴遗山教授已仙
逝作古，无法面对面说明白这个问题了。我沉痛

缅怀一代英杰戴遗山！

现在我综合集成各方高见，按我个人的认识

来说，哈军工６２级数学霸王课 （作为教学计划中

的一门基础课，它的目标应该是有限的）的基本

经验或者说指导思想，值得弘扬光大的，应该是：

１敢闯善创的革新精神；
２高标准、严要求，取法于上，仅得为中的

教学思想；

３着眼于数学逻辑能力的提高和基本功的严
格训练。

今依次说明之，具体案例措施详见本文第四

部分。

１敢闯善创的革新精神
数学霸王课的历史，就是原创者敢闯善创革

新精神的具体体现。为国家、为军队培养高素质

人才，不用鞭策，不图报酬，自觉加重肩上挑的

担子，呕心沥血，努力提高教学理论水平，设计

组织创新的科学训练方法，迎着困难顶住压力向

前挺进！这种革新精神和干劲是极其宝贵的，应

该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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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标准、严要求，取法于上，仅得为中的
教学思想

高标准、严要求，这是培育各种优秀人才的

必由之路。唐太宗在 《帝范》卷四中说：“取法于

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意思是

说：取上等的为标准，只能得到中等的；如果取

中等的为标准，那就只能得到下等的。我国乒乓

球、女排等国家队所以长盛不衰，他们的训练无

不贯串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这是颠扑不破的

真理。古语云： “弄斧必到班门”说的也是这个

意思。

高标准，不是说标准定得越高越好。脱离实

际定的高标准，是唯心主义，它不可能实现，只

能是吹牛皮。我们说的高标准是指：采用可操作

的科学训练方法，经过刻苦磨炼和严格要求，最

终可以达到的高标准。在此我们重复强调说明：

训练方法 （教与学）应该是科学的并且是可操作

的；磨炼 （学）应该是刻苦的；要求 （教）应该

是严格的，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吃的苦中苦，方

为人上人。

３着眼于逻辑数学能力的提高和基本功的严
格训练

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革新，不仅仅着眼于

把知识真正学到手，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逻

辑数学能力的提高和基本功的掌握。西方学者研

究指出：逻辑数学能力是创新型人才必须的重要

能力。在大学教育计划中，高等数学课是一门相

对集中强调逻辑推理和辩证思维的基础课，在高

等数学课教学过程中，培育和提高学员的数学逻

辑能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往往被忽

视或被遗忘，应该提醒数学教育工作者注意。

基本功的重要性大家可能都明白，因为它会

影响到今后的发展和取得成就，甚至影响人的一

生。台球的击球姿势，书法的执笔，定义的咬文

嚼字，都是各行各业中的基本功，都应该受到严

格训练：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发挥个人才智，

方能达到更高境界。基本功马虎的人，不可能有

大出息的。

　　四、哈军工数学霸王课的若干技

术措施

　　在此，我们通过案例枚举当年６２级数学霸王
课采取的若干技术措施，并说明采取这些技术措

施要达到的目的，从而也就回归到数学霸王课的

指导思想去了。

技术措施可以多种多样的，与时俱进，因人

因事而异，不可生搬硬套；指导思想则是相对稳

定的，不会轻易变更。

１解析几何１３５道难题。出自英国文官考试
试题集锦，题目综合运用多种技巧，用于训练综

合运算能力，它比中学计算题要复杂得多。这是

教学小组专门设置的一道门槛。

２ｎ阶行列式。教学大纲只规定讲２阶和３阶
行列式及其计算法，是单纯的算法问题。我们选

择ｎ阶行列式的定义入手，从排列的逆序、顺序讲
起，其理论的抽象性，大篇幅文字叙述推理，是

新生在中学学习时没有遇到过的，ｎ阶行列式的定
义复杂表述，均大大超过大纲要求。这是教学小

组为新生设置的第二道门槛。目的是让新生开阔

眼界，知道数学不只是计算，有很多抽象文字表

述和严密推理的理论，需要下功夫思考、判断才

能掌握的。提高这种学习理解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也为进入抽象性强的极限理论教学作铺垫准备。

往后，在教学过程中增加：连续函数黎曼可

积的严格证明；ｎ维欧几里得空间中，ｎ维球的体
积公式等。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员抽象能力、逻

辑能力、创新思维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性。

３“四会”要求：定义要会说，定理要会证，
公式要会推，习题要会做。这一要求是针对过去

学员的不良习惯，即，在学期末，学员往往提出

要求，请老师指出考试重点和考试不作要求的内

容等。在学习一开始，学校就向学员宣布的总体

要求：凡是教学要求的都应掌握，无论是理论或

计算，繁或难……。

４《极限理论》的训练。
何谓充分条件？何谓必要条件？何谓充要

条件？

肯定一个命题，必须严格证明；否定一个命

题，只需举出一个反例。

定义的正面理解。以 Ａ是数列 ｛ａｎ｝的极限
为例：正面怎样叙述；极限定义中个别字眼稍作

变动，可行否？列举几种变动后不行的叙述请学

员思考，加深学员对定义中每个词或字的重要性

的认识，达到要咬文嚼字的地步。已知数列 ｛ａｎ｝
的极限是Ａ，论证时相当于已知了什么？求证数列
｛ａｎ｝的极限是 Ａ，论证时相当于要求证什么？以
此反复训练达到使学员掌握如何正确理解定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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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目的。

定义的反面说法。Ａ不是数列 ｛ａｎ｝的极限，
如果要下定义，文字如何叙述？这是教学小组创

新性的训练措施。这个问题叙述起来很挠头的，

正确地叙述可以考验学员的严格逻辑性。经过一

番训练，说起话来，回答问题，就不会随意和马

虎，更不会信口开河。

５作业和试卷书写要求：字迹工整；卷面清
洁；文字算式符合规范；标点符号正确运用，逗

号和句号，省略号用三点或六点，不能随意增减；

坐标轴要用直尺画，且必须标明原点和轴名，并

冠以箭头；作图美观，不允许随手画来；作业不

准随意涂抹，用涂改液修正或整段删去。不符合

要求者，返回要求重做。目的都是为了养成良好

习惯，也都属基本功训练的严格要求。

６考试评分是４级记分制：优秀 （５分）、良
好 （４分）、合格 （３分）、不及格 （２分）。主考
是有评分权的唯一人，院长也不能干涉，这是苏

联先进经验。我们采用的是 “吹毛求疵”评分法，

而不是通常运用的 “论功行赏”评分法，这是一

种严格要求。卷面答案全部正确５分；有小的计算
性差错４分；有小的概念性疏漏或计算有错３分；
概念有误或计算有重大错误，即得２分，必需补
考。６２级王东木，答卷上正整数 Ｎ漏写了一个
“整”字，其他全部正确，最后只得了４分！几十
年以后我们见面时，东木说：“当时我还感到很神

气的！” （不是生气）意思是说，他为哈军工教学

的极度严格而感到骄傲。

７戴遗山编写 《极限理论》讲义，精选解析

几何１３５道难题：汪浩编写 《ｎ阶行列式》讲义，
经过多人三校三清，力争讲义无勘误。经过教学

实践后，由汪浩编写正式教材：《分析引论》、《一

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多元函数

微分学》（己脱稿，因故毁稿）；还有 《重积分》、

《级数与含参数积分》等。“文革”后又汇编成教

科书，沿用数十年。

８暑期中，６２级教学小组全体集中在办公室，
各人独立完成解析几何１３５道难题演算。组长戴遗
山定期召开练习课教员教学准备会，戴遗山主持，

真刀真枪，先在教员内演练一遍；然后各自到班

上指导学员。凡是要求学员做到的，教员自己首

先做到。

９批改作业的要求：见卷如见人，改题如
改文。

１０对拔尖的优异生，戴遗山、汪浩还分别组
织成立两个读书小组，课后给予特别指导。

五、哈军工数学霸王课的命运

１９６２年９月１日哈军工开学，６２级新生上了
高等数学革新的第一课。

解析几何１３５道难题，ｎ阶行列式理论，这是
６２级教学小组为６２级新生设计的两道门槛：一道
是训练复杂的综合运算能力；另一道是学习文字

为主的逻辑推理的能力。学习遇到了拦路虎，学

习艰苦爬坡。从另一角度看，则反映学员在综合

运算能力和逻辑推理上开始有所长进。

一个月过去了，进行阶段性测验，大批量学

员成绩不及格，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金质奖获

得者，测验得了零分 （测验评分采用的是百分

制）。这就震动了军工大院。刘居英院长调侃地批

评说：“国内招来的最好的新生，学习弄不动，那

只有到外国去招生了！”院领导忖度，是否两位年

轻副教授学问很高了，讲的课学员听不懂了？咨

询数学教研室主任卢庆骏教授，卢主任答曰：“什

么很高了？半瓶子醋晃荡！”意思是说，别看他们

自以为是，好像不得了了，实际上只是半瓶子醋，

在瓶子里晃荡起来好像很响似的。

测验过后，进入 《极限理论》教学，有了开

学头一个月的接触磨合，教学双方互相有了了解，

也吸取了经验教训：学员学习越加认真，更加刻

苦；教员则更加卖力，千方百计诱导学员，同时

又严格要求，毫不松懈。学员开始适应 “高标准、

严要求”的训练，教学逐步进入平稳阶段。教学

质量出现明显提高，先后得到国防科委、院、部

各级领导的肯定和赞许。

当时全国正掀起 “全国学解放军”的热潮，

地方高校联袂组团来哈军工学习取经。数学教研

室６２级教学小组被推为先进典型，由吴克裘同志
向高校代表介绍小组经验，获得一致好评。

事情进展到 １９６４年，一次重要 “谈话”，点

名批评了哈军工：没有抓好阶级斗争这一门主课。

考试以学生为敌人，要实行开卷考试，抄一遍也

有好处。

数学霸王课这一朵红花，被 《谈话》的重拳

一击，戛然倒下，一下子变为 “多、重、死”的

黑典型，在 “文革”期间贬入冷宫。

随着时间消逝，这段革新史渐渐淡化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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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校史中失去了它的踪影。值得回味的是：６２
级出台的各种数学讲义，“文革”后整理成教科书

正式出版，在国防科大继续沿用了二、三十年；

“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思想，教员认真负责的

教学风气仍然保留了下来。

我认为：６２级数学教学革新虽好，也存在了
许多缺点和不足，完全可以通过教学实践总结经

验教训，发扬成绩，改正缺点，修正错误，使革

新大业能够健康发展。切忌一棍子打死，把小孩

与洗澡水从盆中一起泼掉！有人说，教员考学员，

把学员当成敌人。严格考试是对学生的真正爱护，

严师才能出高徒嘛！社会科学考试抄一遍，抄者

联系实际，可能有所收益。自然科学，特别是数

学科学，逻辑推理十分严谨，差一丝一毫都不行；

不通过大脑反复深入思考，是很难有所得益的。

对数学考试来说，如果未经过认真的独立思考，

彻底弄清道理，那么抄一遍，抄十遍，甚至抄一

百遍，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责任编辑：胡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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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重视改善本科学员人际关系。相当部

分学员把同学关系作为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同学

之间交往最经常、最纯真。人际交往中的融洽，

能够投射成为对学校归属的积极感受。

二是要努力提高学员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兴趣。

不同类型学员归属感的差异，主要由学习动力和

专业兴趣的差异导致。如技术类的归属感更强，

主要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学习动力普遍更强，可以

直接考研。应完善激励制度机制，营造争先创优

的环境氛围，采取专业宣讲、新生研讨班等多种

形式提升学员专业兴趣。

三是要持续强化科学管理、弘扬先进文化。

有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较强的学生在学校的违

纪行为明显较少”［９］，说明良好的文化熏陶能够形

成良性的管理循环。应积极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

全面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人文关怀，努力用科学

的管理培育未来领导者。特别是对于高年级学员

和合训学员，要根据其在院校阅历和学习训练特

点，实施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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