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年 41岁的教授周磊是
复旦大学物理系五位长江学
者之一。学术的象牙塔之外，
他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是每
学年“我心中的好老师”评选
的常客。早在 2007年，他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对
青年科学家的最高奖励，以及
满分的课程评教结果，这是他
在复旦执教近十年的一个缩
影。

复旦青年记者王诗韵 周航 刘一凡 徐桑 报道

周磊：把学生吸附在课堂上的迷人“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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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影响青年

周磊：把学生吸附在课堂上的迷人“青椒”

9月末，《东方早报》副刊《上海经济评论》整版刊登了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教师包刚升的一次政治学课堂
实录。在这份课堂实录的文字间，包老师以荒岛求生设置情景，
引导学生们讨论政治秩序的应然与可能，深入浅出。《东方早报》
编辑部赞叹：“我们结识了很多青年学者，如包博士这样，志存高
远又脚踏实地，写作字斟句酌，教研用心。每每遇到这样的学者，

编辑部都会讨论开来。”
这样的讨论也发生在《复旦青年》，这启发了我们，登上校园

新闻的人物并不需要轰轰烈烈，他们的传奇可能就在平常的课
堂上，或与学生的交谈间。他们可能并非已然盛名在外的大师，
却是复旦这所学校绵延百年“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滚滚潜流。
《复旦青年》希望寻找、发现这些老师，记录他们的课堂内

外，与你分享。系列第一篇，我们找到了物理系的周磊老师。今年
41岁的他，在复旦执教近十年，在许多学生眼中是物理系最受
好评的老师。我们从教务处得知，周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除
了连年在教师评教中获得高分，总会有不少同学在打完分后，留
言对周磊表示赞赏与感谢。

最令我钦佩的是他对教学
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他常
教授我们一些科学思想。

周老师授课认真，问题具
有启发性，还有意培养我们的
科研态度，作业批改认真。

感谢周老师这一学期对我
们的教导。周老师是我进入大
学以来见过的最好的教授，不
仅课讲得好,备课认真,而且课
件也是做的超过一般老师不
知多少倍。周老师上课会讲很
多关于物理学习，关于从业，
等等各方面的知识，坚定了我
学习物理并想认真学好的信
念。

周老师讲课认真细致，事
无巨细，还经常将课程所授知
识与当前前沿研究联系在一
起。

周老师上课认真负责，严
谨有度。他上课气氛活跃，同
学们可以参与讨论，提出自己
的想法。他课下又能与同学多
作交流。他不仅强调教会学生
知识，更强调教会学生方法，
启迪学生思维。

Prof.Zhou 不仅拥有大多
数物理教授所具备的严谨的
教学态度，而且善于激发同学
们的积极性。在知识授予的同
时，还能穿插一些小笑话来调
节课堂气氛。当然，他上课时
依旧有他的个性，每堂课前几
分钟的 review 为我们回顾上
堂课的概要，使我们能够更快
地进入状态。记得课堂上他对
自己人生简历的介绍，依旧令
人记忆犹新，给予我们不少启
迪。对于他这样的优秀教授，
我认为他的教育模式可以被
我全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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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级物理系的李昕蔚被周磊的
第一节课迷住了，他清楚地记得课后给
周磊发邮件的第一句话：“我会用实际行
动，证明我对物理的兴趣和热情。”以后
的每次电动力学课，他都会坐在前两排，
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每个公式，逐字
逐句地记到笔记本上。李昕蔚说这是“舍
不得”，甚至舍不得错过周磊说过的每一
句话，“哪怕是他的 joke，都有值得推敲
的地方。”

只做一个认真做笔记的“好学生”满
足不了李昕蔚，他开始挑战具有难度的
“课间小报告”。这是周磊从 2009年春季
学期开始设计的环节，学生被鼓励在相
关的国际前沿领域自主探索，撰写课程
报告或以其他的方式呈现自己的成果，
成熟的成果将会获得 10到 15分钟的成
果展示机会。

从简单的公式推导证明，到自学编
程演示“偏振”现象，最终站在台上做成
果展示的李昕蔚成功接受到了周磊的
“挑战”———挑战是指周磊或是事先准备
或是临时想到的问题，有些问题周磊也
没有答案。接到挑战的那天，李昕蔚兴奋
得彻夜难眠，全身每个细胞都“非常非常
非常”振奋，脑海里一直在构思周磊要求
的效果。

与此同时，李昕蔚的好友，2010级
物理系的任天航也在准备自己的“课间
小报告”。从李昕蔚那里听说了周磊给了
他很多“挑战”，任天航也向周磊发邮件
大胆的要“挑战”。

“不知道您能不能也给我提一些挑
战，如果说我努力的话或许也能有课堂
展示的机会。”2012年 12月 3日，任天
航做了一个关于负折射的小课件之后，

即给周磊发了一封邮件。之后的一段时
间，任天航的小课件在与周磊的邮件往
来中最后升级到了“V5-终极版”———修
改、调试了 5、6次的成品在课间向所有
同学展示。

今年 5月，周磊在崇明做了一次关
于教学的演讲，演讲题目是“学生向我要
挑战”。演讲中，他直言自己反思的教学
难点：传统课程过于枯燥，学生失去对物
理的兴趣。他相信多形式的授课是这门
课的应有之义。

最初设计这个环节，周磊只是考虑
到“只有老师来上课的话就比较被动。”
后来，课堂的交流形成了良好的自我循
环。

任天航没有止步于课间展示。大三
下，他在赴英国交流期间重新整理、研究
了这个课题，最后撰写了一篇小论文，回
国时交给了周磊。周磊随即找了自己的
“大弟子”、刚回到复旦授课的孙树林老
师帮任天航打磨论文，一个月之内把论
文改了十几遍。“一点也没有觉得厌烦。
果然是一个课题组里出来的，做人都非
常 nice。”提到两位老师，任天航语态谦
尊，有很多东西想表达。

两个月后的全国第十四届电动力学
研讨会, 周磊替任天航把这篇论文作为
征文交了上去，并不是因为论文触及到
了未知领域，而是因为这篇论文含有的
教学意义。任天航说，本科生递交这样的
论文并不常见。

周磊在日本仙台做博士后时期认识
了访问教授王鼎盛，这位现中科院院士
是他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和王老师接触
长了时间，你会发现，他教学生的话，有
种孔老夫子的有教无类的感觉”。周磊把
“有教无类”四个念的格外重，他说这也
是自己教学的基本理念。

去年的“电动力学”课程的期末评教
中，74名物理系本科生给周磊打出了满
分。在周磊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对青年科学家的最高奖励那一年，他也
得到 92名同学的满分评价。“这只是个
意外。”满分不易，周磊却一直用这样简
单的句子带过。

2008年春，周磊开始进行自己的教
学改革，物理系大三必修课“电动力学”
的第一节课是教学改革的首环。

课上，周磊要求每个学生发一封邮
件给他，邮件的内容被要求为详细的自
我介绍———包括个人的人生规划和对此
课程的目标———然后等着 100多封邮件
飘进他的邮箱，逐一回复。

邮件沟通贯穿整个授课过程，这其
中每一封学生邮件几乎都会得到高效的

回复，“每次给周磊老师发邮件，几乎无
论何时，都能在 10分钟内得到回复，几
乎就是秒回。”对于周磊的第一封邮件，
林淼记忆犹新，“我收到了 200多字的点
评，可想全班的工作量有多大。”

周磊觉得如果不回复这些邮件，学
生将不会再写邮件给他，而学生都是富
有热情的，“哪怕你简单的回一句，礼貌
性的（也好）。”他笑称“秒回”是因为自己
“年纪大了”，如果不即刻回怕后来忘了。
在“电动力学”第一次课中，他“恳请”学
生及时与他沟通，“我的办公室大门随时
向你们开放！”这句话直接就投在了讲台

的屏幕上。
更多的时候，邮件交流的内容无关

学术，诸如出国、找工作等等与学生生涯
相连的话题，周磊都不吝言辞。这个近乎
“知心大哥”的角色，是周磊在一个电动
力学研讨会上学来的，“当时有个南京师
范学院的老师介绍了这样一个方法，我
觉得非常好，”他回忆说，“因为一个专业
课老师，和做学生工作的老师，作用不一
样。”有学生给他写过一小段话，他回
道：“你不放弃我，我不抛弃你。”

周磊将之称为对学生的“人文关
怀”。

执教十年，参与周磊课堂讨论的同
学一届比一届多。“是之前的同学比 10
级的同学笨吗？并不是。事实上是我当时
不会教。”

他相信自己还有很多要做，“怎么样
把前沿的东西降到本科的水平传授给学
生，这对我其实是一种挑战。”对“上座率
很高”的物理系专业基础课，周磊显然有
着更大的抱负和期许。

每个秋季学期，周磊一周会给物理
系三年级本科生授两次课，习题课也时
常被穿插在教学中。有课的早晨，他起个
大早，送完孩子，15分钟的车程后，7点
40到达学校。到了办公室，用第一、二节
课的时间备课，“没有什么可以打扰这
个”。加上之前一晚上的备课，现在每次
的备课都会花上他 2到 3小时，比最早
的时候已经少了一半时间。
“我一般备完课，上课前 3、5分钟到

教室，和学生聊聊，擦擦黑板什么的。现
在还好，安排学生和我一块儿擦。”周磊
笑道。不过任天航说，他们都是抢着帮周
磊擦黑板。课程之前，周磊首先会花几分
钟温习上一次课的内容：一方面从不同
的角度回顾学过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防
止学生一开始走神没有跟上。

蓝底白字的课件和一支粉笔，构成

了他上课的全部。
周磊的课件条理清楚，用斜体标识

重点。他显然对课程的节奏有着自己的
理解，因此并不提倡学生上课一直记笔
记，要“多留些时间思考”。课后他会提供
详细的 PPT和 PDF文件，那些需要记忆
的东西被他特意放到 PDF上。每学期的
课件都会有所修订，在逻辑上和内容上
精益求精的同时，还会增加科学前沿的
最新认识。

周磊一直坚持写板书，书满四面黑
板的板书毫不含糊，笔触清晰有力。碰到
繁琐的公式推导，周磊不需要看备课材
料，就能在黑板上非常流畅地进行。这让

2010 级物理系的李超然印象深刻：“板
书写的工整美观，学生就会跟着老师的
肢体语言的节奏走。”

有时候周磊会设下天衣无缝的“圈
套”：用一系列“完美”的推断，故意推导
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直到周磊自我问诘，
学生们才会猛然发现已经走入“死胡
同”。“这能让学生们注意力集中，也能让
他们学会怀疑。上我的课，得时刻保持紧
张才行。”说到这里，周磊笑了起来，笑意
抵不住他得意的神色，他说每次的圈套
都很成功。

周磊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第二次握
手”的故事———一位女物理学家的爱情
故事，带着浓重的时代色彩，最终投身于
物理科研，这让他印象深刻。当 16岁的
高三面临未来道路选择，他遵从了自己
内心的声音：选择物理系。

1988年到 1997年，周磊在复旦依
序完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
之后辗转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和香港科技
大学，从事过渡金属材料磁性、电磁波特
异介质等方面的研究。2004年通过“复
旦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加盟母校，
任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就在那年，他成立了“周磊老师课题
组”，如今课题组成员涵盖博士后、博士
生、硕士生、本科生。李昕蔚和任天航现
在便是课题组的成员。每周五晚上课题
组会召开组会，每位研究生会在组上报
告自己的研究进度。而对本科生组会并
没有这个要求，“想上去讲也很（受）欢
迎”，任天航说。采访当天，周磊正在东主
楼 2415办公室忙着准备当晚的组会，他
要对每个研究生的工作给出各项建议、
意见，有时候还会介绍最前沿的相关研
究。

课题组在学术上取得颇多成绩，主
办国际研讨会，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现在，课题组在它的第九

年朝着第 100篇论文前进。
周磊将在学术上的努力归因为“纯

粹的喜欢”，对于在教学上的努力他更多
的称之为责任。“你好好教也是要一个半
小时站在讲台上，你不好好教还照样站
在讲台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教？”周磊
相信理念的传递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我能影响一百个，每个学生影响十个八
个，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书育人的功能远
超过做研究。”

在他看来，教学并非是件多么困难
的事情，“你只要怀着一颗爱他们的心，
然后你给他们挑战让他们去做就好
了。”他说，最好的学生是清楚自己要干
嘛并为之努力的学生。

近 20年的科研与教学，周磊依旧如
同 16岁做出选择那样，热爱着深邃奥妙
的物理世界，好奇那些蕴涵着的自然真
理，他为自己正在的事情感到骄傲。“所
以就是有一批人，就像我们一样，就是热
爱物理，对神秘的规律背后的感兴趣。”
李欣蔚说，“从他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
对物理学的这个分支非常热爱。”

在他科研与教学生涯中，教学相长
得到了具体的表现———有些学生做出的
课题报告比他之前的讲义更好，他直接
拿来用以教学，有时候学生的成果甚至
会影响他的科研。

办公室的衣架上，挂着两件运动服。
他之前经常和研究生打篮球，“现在老
了，膝盖不行了。但偶尔还是会运动一
下，就在新闻学院那个篮球场上。”

课题组网站上，还贴着很多他和学
生一起打篮球的照片。

周磊就站在学生中间，精气神十足。

周磊的挑战

“人文关怀”

“我当时不会教” 纯粹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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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磊和课题组成员合影，后排右四为周磊。

图为周磊和学生合影，右四为周磊。

图为周磊在“大家沙龙”与学生座谈。

渊以上信息来源于复旦大学教务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