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学科首席教授彭永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10年前， 教育部提出 “教授上讲
台” 理念， 要求高校把为本科生授课
作为教授、 副教授的基本要求。 10年
后的今天， 教育部再次提出， 要大力
推动院士、 “千人” “万人” 计划专
家、 “长江学者” 等高层次人才走上
本科教学一线， 实现教授全员给本科
生上课。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中国工程
院院士 、 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国家级教学名
师……一位位在专业领域里做出杰出
贡献的教授们， 同时也扎根一线讲台，
常年孜孜不倦坚持为本科生授课， 走
在了教育部 “教授上讲台” 要求的前
头， 用行动履行着为人师表的光荣使
命和职责 。 在2018年教师节的前夕 ，
劳动午报记者走近首都高校大师、 名
师群体中的代表， 寻找他们情系一线
教学的心路历程， 记录他们不忘初心
培育桃李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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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要先做学生的朋友， 再做学生的老师！” 今
年69岁的彭永臻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工学博士 、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学科首席教授， 还是城镇污水
深度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污水生物处理及其自动控制
与智能控制、 污水脱氮除磷的新工艺与新技术。
凭借优异成就先后获得了2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技
进步奖和优秀教学奖， 其中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3项， 省部级科技一等奖6项。

获评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彭永臻教授于1981年作为我国首批硕士研究
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
授， 1996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2000年调入北京工
业大学任教。 多年来， 彭永臻教授一直在一线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 他领导的教学团队更是于2007
年被评为首批 “国家级教学团队”。

“或者可以说， 只有先成为学生的朋友， 才
能更好成为学生的老师！ 先跟学生做朋友， 才能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比如对科研的理解， 以及
对职业前途的规划， 这样无论是教学、 科学研究，
还是人才培养， 都能有的放矢， 效率更高些。” 说
到多年来的教学经验， 彭教授感慨地对记者说。

在学校里， 彭永臻教授负责的 《水质工程学》
和主讲的 《环境保护概论》 先后获国家精品课程，
深受学生的喜爱。 说到讲课的经验， 彭教授滔滔
不绝， 娓娓道来： 他在上课时会把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 特别是和中国的实际结合， 比如中国的污
水处理现状等， 让学生知道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
的用处在哪里； 此外， 在编写教材和制作PPT的
过程中， 彭教授还会把学科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
果———包括中国的和全世界范围内的， 融入教学
中， 那么学生就会非常感兴趣， 并对学科本身生
出崇敬之心。

“有了兴趣， 有了崇敬之心， 学生听课的时
候， 才会更用心， 当然课件一定要综合运用动画、
图片、 视频等多种手段， 让教学的过程变得丰富
有趣。” 彭教授说。

多年来坚持给本科生上课

虽然早已是著作等身的知名教授， 也是行业
内的权威专家， 平时的科研任务非常重， 但是，
多年来， 彭永臻教授扎根三尺讲台， 坚持给本科
生上课， 深受学生的爱戴。

“通过本科教学， 让学生对这个学科有新的
了解， 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深刻理解他所从事的
专业， 理解学科在全世界，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以及职业前景， 这对激发学生对学科
的科研兴趣， 是非常好的推动。”

彭教授说， 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占据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说， 大多数高校都是非常
重视本科生教学的， 国外也如此， 像在美国， 越
高水平的大学， 越重视本科教育。

“本科、研究生、博士其实是具有连贯性的，相
辅相成又相互促进。 本科教学做得好，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科兴趣，从而更好地投身科研，而科研做得

好，反过来能促进本科生有更好的学习动力。 ”
不过， 相对于传统的灌输知识的课堂式教学，

彭教授认为 ，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 ， 人们对于
“教学” 的认知， 应该更宽泛些， 他认为教学的方
式是多元化的， 除了课堂教学， 带学生做科研，
在这个过程中的学术交流、 研讨， 也是教学， 而
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始终努力去渗透教书育人和
人才培养的理念。

“不管理念怎么变， 在大学， 学知识学技术
绝对不能偏废， 但我也赞成一些国外著名高校的
做法， 学习方法是更重要的， 通过教学， 通过学
习专业知识， 让学生掌握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
能力， 能够举一反三， 解决实际中的难题， 这会
让学生受益终身。”

最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

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 彭教授获第一发明人
发明专利131项并转让55项， 出版专著7本 （其中3
本为第一或独立作者），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200余篇、 其中IF >5.0的80余篇。 培养工
学博士71人， 有2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
人获提名奖。

“‘要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的提法
特别好， 我认为科技论文要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
很重要的。 此外， 我尤其对学生强调要诚实， 要
坚决杜绝学术造假， 每过一段时间， 我就把这个
问题强调一下， 让学生始终紧绷着 ‘学术真诚’
的弦儿。”

谈到 “教书育人”， 彭教授认为做人教育非常
重要。

“说到教学， 多年来， 我不仅想教给学生怎
样更好完成学业， 更重要的， 是教学生做人， 我
认为这是更重要的。 在做人这方面， 真诚、 诚实、
奉献、 感恩、 孝道都是我特别看重的。”

在平时的教学科研过程中， 彭教授一直看重
“吃亏是福” 的做人理念，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 比
如实验室的卫生， 比如仪器坏了、 下水道堵了等
等， 这些小事， 彭教授的学生都会抢着去干， 而
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 也常常因为出色的做
人、 工作表现， 受到用人单位的称赞。

多年来， 由于在教学、 科研领域里的出色表
现， 彭永臻教授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 国家教
学名师、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市人民教师等荣誉称号。 2015年12月7日， 还
当选中国工程院土木、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2016年， 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成为
北京工业大学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

对于获得的诸多荣誉， 彭永臻院士说， 他最
看重的， 还是 “优秀教师” 这一类荣誉， “做一
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这是让他最自豪的。

“这么多年教学、 科研， 我最大的成就感是
培养的学生改行的非常少， 他们很多人在自己的
岗位上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就， 为国家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到各地出差， 经常有学生给我汇报
他们的工作成绩， 这是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成就
感。” 彭教授质朴的语言里饱含着深情。

讲台是阵地 育人是根本
—
——
走
近
坚
守
三
尺
讲
台
的
高
校
名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