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心培养人才的力学大师

——钱学森先生1)

刘俊丽 *,2)　王柏懿 †,3)

*(《力学学报》期刊社，北京 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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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 年 12 月 11 日是钱学森先生诞辰 111 周年，本文回顾钱学森先生对近代力学教育事业所做的

贡献。钱学森先生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培养了一批批新型专业人才，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造就了中坚力量。

基于钱学森先生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1956—1982 年）和主持中国力学学会工作期间

（1957—1982 年）开展的人才培养实践，包括推进力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与《力学学报》的出版工作、工程控

制论学习班、工程力学研究班、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科学技术学校、物理训练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等，对钱学森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模式给予了细致的阐述。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办学

方针和人才培养方略，与他的科学成就同样具有极高的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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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QIAN XUESEN, A GIANT OF MECHANICS DEDICATED TO

CULTIVATING TALEN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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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ical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e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Beijing 10019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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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cember 11, 2022 is the 111th birthday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Qian Xuesen.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view Professor Qian’s contributions to the education of modern mechanics. Following his

technical-science education philosophy, Professor Qian educated a batch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specializing in
mechanics, who formed the backbone of the modern mechanics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Professor Qian’ s education philosophy based on his talent training practices during his

presidency of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1956—1982) and his presidenc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1957—1982).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Professor Qian’s
activities included supporting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promoting the Chine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and organizing study classes

on Engineering Cybernetics and Engineering Physics within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ofessor Qian’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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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re of high inheritance values, the same as hi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Qian Xuesen, technical science, talent-training, Institute of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inese Society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作为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先生对

人才培养极其重视。他认为，无论是发展科技还

是巩固国防，培养人才都是第一位的任务。1955

年 10 月 8 日，钱学森先生几经波折终于回到久别

的祖国，回国后第一任务就是与钱伟长先生准备

创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力学所）

的筹备工作。1956 年 1 月 16 日，力学所正式成

立，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此后力学

所成为全国力学研究的中心。当时科研人员的数

量和质量与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求还存在很

大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在钱学森先生的倡

议和长时间的筹备下，中国力学学会在 1957 年 2

月 5−10 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力学学术报告会上

宣布成立，钱学森先生任理事长，学会便成为一

个开展学术交流，为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学者

创造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的平台，国内力学人才

得以迅速成长起来[1]。

钱学森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56−1982 年）和中国力学学会工作期间

（1957−1982 年）开展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实践，

本文通过总结和研究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下的人

才培养模式，以期为新时代的一流创新人才培养

提供借鉴。

 1    打造国家级力学研究基地:以人才队伍

建设为重要环节

人才队伍建设是力学所的主要工作之一。

1956 年 1 月 16 日，在宣布力学所正式成立的全

体人员会议上，钱学森先生作了题为《关于力学

研究方法》的报告，教导青年研究人员如何从事

力学研究工作。他明确指出“要注意实际生产过

程中发生什么问题，要耐心考虑并从中发现共同

之点，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类似的若干问

题。……在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很快弄清哪些是

主要之点，这样可以暂时忽略其中非重要之

点。……研究工作一定要注意一般性原则，要有

判断能力，哪些问题是有可能的，哪些问题是不

可能的。……要开诚布公讨论”等，这些思想使

青年人从进入力学领域伊始就懂得力学研究的要

义。他重视学术讨论，在力学所创办伊始，定于

每周三在力学所举办“学术沙龙”研讨活动，所有

研究人员可自由参加，各位主讲人可自选报告主

题，然后大家自由讨论[2]。

钱学森先生将培养科学干部作为学科发展的

基本环节来抓，通过培养研究实习员、招收研究

生、选派留学生和加强在职教育等途径来推进科

研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对于年轻科研

人员，采用了讨论班、培训班、学术演讲、工作

报告、文献综述等各种方式进行，钱学森等高级

研究人员都以身作则、垂范后学[2]。他提倡构建

科研梯队：先生（高研）带大徒弟，大徒弟带小

徒弟，并强调教学相长。钱学森亲自撰写教材、

讲授课程给年轻学子传递最新的学科知识。类似

地，力学所的其他高级研究人员也举办了各个专

业的学术活动。在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指导下，

力学所逐步发展成长为国家级力学研究基地，从

建所初期的 6 个研究组、20 名人员，经过 8 年的

发展，到 1964 年，全所各类人员共计 700 余人，

分布在 15 个研究室和 29 个实验室[3]。

1957 年 2 月，钱学森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力学

学术报告会上，做了《论技术科学》的学术报告。

这个报告对力学学科作了全面的论述，并为力学

工作者指出了力学研究的科学方向。明确提出

“为了不断地改进生产，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技

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部门同时并进。……在任

何一个时代，这三个部门的分工是必须的，我们

肯定地要有自然科学家，要有技术科学家，也要

有工程师。”[4] 之后便将“技术科学”思想融入人

才培养的实践中。为了促进中国力学工作队伍很

快地成长起来，使他们能负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责任，钱学森先生创办了中国力学学会的会刊−

《力学学报》，通过力学期刊的出版更加积极地

推动我国力学事业发展和力学人才培养[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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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程控制论讲习班：注重理与工兼备

1948 年美国数学家维纳（N. Wiener）在其

《控制论》中创立控制论学说后，钱学森敏锐地

认识到控制论的重要性，并结合自己在航空航天

领域的科研实践，将控制论进行了创新，使其发

展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1954 年，钱学森的论著

《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在美

国出版后，迅速引起美国及世界科技界的关注，

相继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出版：俄文版（1956 年），

德文版（1957 年），中文版（1958 年）以及捷

文版（1960 年）。一位美国专栏作家曾这样评价：

“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数学家擅

长理论分析，不善于从一般到具体，去解决实际

问题。钱学森集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个

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轧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

新途径。”

为了在中国学术界广泛传播工程控制论这一

新兴领域，培养更多控制论的人才，1956 年 1 月，

钱学森亲自举办了“工程控制论讲习班”，为来自

北京和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 200 多名

学员讲授《工程控制论》，传授最新的科学知识。

讲学班每周日举办一次，一些外地的学员会在周

六晚上坐火车来北京，为的是听钱学森先生讲课。

时为天津大学教师的周恒院士就是每周都从天津

赶来听课，并从第一堂课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堂课。

据当时为钱先生助手的戴汝为院士回忆：钱

先生开始《工程控制论》的讲座时，要求戴汝为

参加听课并负责整理听课笔记。每次讲座结束后，

戴汝为把整理好的听课笔记送给钱先生，钱先生

都是仔细审阅，并在一些笔记不准确的地方做出

修改。“钱先生是在教我思考问题的方法！……

我深深感悟到自己在科研思路及科研方法上明白

了很多，这使我在科研道路上终身受益！”[6]

当时，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专门成立了一般

力学班，这个班的 15 名学生最先的任务就是参

加讲习班的学习。黄琳院士回忆起这段学习时，

表示“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员，能亲身聆听钱先生

讲课是十分幸运的，这一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7]。

可以说，这个讲习班的举办也促进了北京大学数

学力学系一般力学专业的成立。

为了进一步引导青年学者投身控制论这一研

究领域，1961 年，钱学森还建议关肇直与宋健等

组织现代控制理论讨论班；1962 年，在中国科学

院数学研究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现代控

制理论的机构−控制理论研究室。在钱学森

先生的推动和带领下，众多科技人才投身于我国

工程控制论的相关研究中。

 3    工程力学研究班：夯实工程技术中的力

学理论

钱学森先生作为一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在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

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他担任由 12 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

长，介入所有项目的采集、选择、评价和推荐工

作，并负责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十

二年科技规划”确认力学是一级学科，指出“力学

是一切工程技术的基础”“近代的航空、火箭技术

的发展中，力学研究是先导”[8]。显然，实现“十

二年科技规划”急需科技人才，特别是力学领域

的人才。因为在旧中国，高等院校没有设置力学

专业，也没有专设的力学研究机构[9]。钱学森回

国后创建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 1956 年 1 月

刚刚成立，是一间仅仅有数十人的小所。面临这

一困境，以钱学森任组长、郭永怀、张维任副组

长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力学学科发展领导小组建

议：从 1956 年开始从重点工程院校的毕业生中，

挑选优秀者，由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在清

华大学举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国务院根据科学规

划委员会关于力学学科规划的建议，责成高等教

育部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清华大学附设两年制的

工程力学研究班。这就是工程力学研究班（以下

简称“力学研究班”）创立的背景。[10]

根据《工程力学研究班简则草案》，力学研

究班的宗旨是：对具有某一方面工程技术知识的

人员施以力学的基础训练；培养目标为高层次师

资和研究人员。力学研究班拟定：每年招生

120 名，暂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两个专业；研

究班结业成绩优秀者，经原单位同意，继续进行

副博士论文工作约一年半到二年。1957 年 2 月，

力学研究班正式成立，首任班主任是钱伟长，副

主任是郭永怀与杜庆华。力学研究班的教师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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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来

自力学所的教师及其讲授课程为：钱学森讲授

水动力学和宇航工程概论（讲座），郭永怀讲授

流体力学概论和边界层理论，李敏华讲授塑性力

学，郑哲敏讲授分析力学、非线性动力学和应力

波，胡海昌讲授弹性力学，卞荫贵讲授流体力学、

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黏性流体力学和机翼理论，

潘良儒讲授理论流体力学，黄茂光讲授板壳理论。

此外，学员毕业专题研究课题也有多位力学所高

级研究人员作为导师，包括郭永怀、胡海昌、林

同骥、郑哲敏、程世祜和潘良儒等[2]。

从 1957 年 2 月到 1962 年的 2 月，力学研究

班培养了三届毕业生共 309 名[11]。1958 年，他们

之中的许多人在学习期间就参与了力学所的研制

人造卫星“581”任务 [2]，为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贡献了力量。这些毕业生后来大都成为我国力学

或相关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或领军人物。例如，

张涵信，1957 年入力学研究班学习，1991 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友柏，1959 年入力学研

究班学习，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

声，1957 年入力学研究班学习兼任辅导教师，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1957 年入力

学研究班学习，200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力学研究班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培养力学

人才的创举，对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正如张维所说：“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成立

对我国力学学科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

培养力学人才的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又如钱伟

长所言：“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的历史功绩

是不可磨灭的，将载入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发展史

的史册”[12]。

 4    力学所力学科学技术学校：培养高级实

验技术人员

钱学森作为一名火箭技术专家，在他主持下，

有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参与完成了 “十二年科

学规划”中的第 37 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的撰写。他们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

了国家长远规划，规划了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

图，对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们

在规划的说明书中指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

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飞

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项技术，就没有现

代的航空，就没有现在的国防，建立喷气、核导

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技术也就不难解决了”，

说明书给出了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建立并发展喷

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 12 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

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的先进

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2]

1958 年秋，力学所为了火箭喷气技术的发展，

需要一批能与高级研究人员相匹配的业务辅助人

员，要求他们既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又要有

较强的实验动手能力。但是在当时，在社会上很

难找到这类人才，而其他部委所培养的中技生亦

无法满足力学所的需要，此外，在“大跃进”形势

下，国家提倡全民办科学并下放了教育管理权。

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决定要办一所“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力学科学技术学校”，校址选在位

于西苑的一座旧楼内，学制三年。当时，中等学

校的招生时间已过，于是力学所便从未进入高中

学习的初中毕业生中选择了质量较好的学生 193

名入校学习。当时，该校还承担了调入力学所工

作的复员义务兵的培养任务，结业时从中选取了

20 名留下来，作为工厂的业务骨干和技工师傅[2]。

钱学森亲自制定学校的培养目标、方向以及

课程的设置，并派自己的秘书参加建校工作，派

自己的俄文翻译去当俄语教员，指派有相当水平

的研究人员去担负教学工作。为了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力学所还专门拨款 46 万元建设了教学

工厂，派一名工程师帮助订购机床设备。该校的

首任校长是由力学所书记、副所长杨刚毅兼任，

副校长是毛振涛和崔亚修[2]。

1959 年 5 月，力学所的力学科学技术学校和

电子所的科学技术学校合并，并由中国科学院干

部局接管，改名为“北京科学技术学校”，为全院

培养技术人才。

北京科学技术学校是中国科学院创办的 15 所

中专学校中规模较大、成效较好的一个。它先后

培养了 1700 多名从事实验技术工作的辅助人员，

分配到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由于专业对口，

在高级人员的指导下，他们迅速融入相应的领域

展开工作，为完成各所的科研任务做出了积极贡

献，由于他们的到来，使科学院科技队伍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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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合理，更加配套[2]。以力学所十一室三组为

例，在吴承康院士领导下，从 1962 年起承担了

中远程导弹的热防护实验研究项目。他们建设了

920 千瓦电弧加热器，研制了 10 套高温测试系统，

对十余种烧蚀材料进行了大量试验，获得了我国

第一批弹头材料的有效烧蚀热数据，为东风 3 号

导弹研制成功提供了科学支撑。当时这个组里就

有 5 名来自科技校的毕业生，完成了大量的试验

辅助工作。这点对于研究所没有大量招收研究生

的 20 世纪 60 年代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5    物理训练班:培训工程技术人才

1960 年秋，高教部与中科院拟定在北京成立

星际航行学院，因此从全国 30 所大学抽调三、

四年级学生 1000 多名。10 月下旬，学员陆续到

达北京，并在清华大学集中，当时清华大学校址

内尚有原中科院数学所遗留下的空房。但是，由

于 1960 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原要成立的

星际航行学院决定撤销，这一千多名学员便分配

到中科院几个大所进行培养。其中有 128 名学员

来到力学所，参加“物理训练班”的学习[2]。

物理训练班是由郭永怀命名的，他还兼任班

主任。在钱先生的安排下，李毓昌负责教务工作，

闫高云任副主任，闫风高任支部书记，胡新野任

副支部书记，冯力源任行政秘书。物理训练班的

教师（及所授课程）分别为：郑哲敏（固体力

学），徐复（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法），吴嵩

毓（热力学），康寿万（电磁流体动力学），崔季平

（量子力学），李毓昌（分子动力论，统计力

学），钱乔年（无线电电子学），陈致英（物质

结构），范良藻（光学）。其中，力学所安排徐

复和吴嵩毓脱产（不再承担科研任务）从事教学

工作。物理训练班基础课的教学方式是大班上课，

共两个学期。1961 年秋季，开始分专业，分别是

物理力学专业和物理测量专业。其中物理力学专

业有 30 余名学生，被安排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物理系与该系 5803 级同学一起上课。其他

学员则分到物理测量专业[2]。

1963 年 2 月，物理训练班学员结业，由中科

大颁发毕业证书，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全国统一

分配。分配到力学所就有：李楠，赵建荣，仲肇

广，李学文，熊应东，郑培斌，邢维复，潘世善，

韩文昭，黎其修等 10 名毕业生，主要从事试验

工作。其余学员则分配到三机部、冶金部、建材

部、工程兵等[2]。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形成“理

工结合”的技术科学人才培养体系

钱学森是最早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

型大学、培养尖端科学人才的倡议者。据《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志》[2] 记载：1958 年春，时

任力学所党政领导的钱学森、郭永怀和杨刚毅确

定了力学所的研究方向是“上天、入地、下海，

为工农业生产服务”。钱学森认为，这样重大的

研究任务不能只靠研究所里刚回国的几位专家，

必须办一个学校培养大批年轻人才。于是，他向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由力学所负责

成立一所培养尖端科学人才的大学。中国科学院

召开院务会议讨论这个提议时，许多研究所的负

责人都表达了急需青年人才的强烈愿望。讨论结

果是科学院建立一所多学科的新型大学。5 月

9 日，党组书记张劲夫代表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

副总理呈交请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一所

大学，主要培养当前世界上最新的尖端学科的科

学研究工作干部，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

导，并建议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副

部长黄松龄和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

杜润生、郁文、赵守攻等 10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

立即进行建校工作。6 月 2 日，邓小平代表中央

书记处同意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随即，郭沫

若院长主持召开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了建校方案和 1958 年招生简章。9 月 20 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钱学森出席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成立及开学典礼[2]。

为适应当年国家研制“两弹一星”人才的需要，

结合力学所承担的科研任务，钱学森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创办了力学和力学工程系（1961 年易名

为近代力学系），并担任系主任，他还与郭永怀

一起创办了化学物理系，由郭永怀担任系主任。

钱先生提出在力学系设立如下四个专业：（1）高

速空气动力学；（2）高温固体力学；(3) 岩石力

学及土力学；(4) 化学流体力学[13]。

钱学森以技术科学人才培养思想来制定力学

系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教学计划，形成了一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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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代力学教学体系（如图 1 所示）[14]。其中包

括了公共基础课、基础课和专业课等几个层次，

他要求中科大的学生具备宽阔的知识贮备、深入

的专业技能和解决技术科学问题的能力。

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他聘请一流的科学家

（如严济慈、吴文俊、蒋丽金、钱临照）为学生

教授基础课；此外他几乎动员了全力学所的高级

专家进行专业基础课的讲授工作，如郭永怀、林

同骥、郑哲敏、李敏华、卞荫贵、吴承康、胡海

昌、钟万勰等等；至于专业课的讲授，则安排了

各研究室基础好的中级研究人员（包括许多力学

研究班的毕业生）来提供。钱学森说道：“这些

教师们在学术方面都是有成就的，知识面也广，

因此他们对学科都有比较成熟和特有的看法；学

生能和他们经常接触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当然，

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很重的，再要抽出时

间来讲课并不容易。” 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分别

为两个系的学生讲授了火箭技术概论和物理力学

两门课程。他认为：“但是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

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15]

 
 

课
程
设
置

毕业论文

专题课

专业课

专业基础

基础技术

机械制图、机械设计

电工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 电子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化学

物理

数学

体育

外语

政治

基础理论

专业课

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

图 1　近代力学系课程设置表[14]

 

正是在钱先生这一教学理念的引导下，中科

大力学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

统计，力学系的前三届学生中，一共产生了 8 位

院士：1958 级的白以龙（1991 年当选科学院院

士），徐建中（1995 年当选科学院院士），王自

强（2009 年当选科学院院士）；1959 级的吴有

生（1994 年当选工程院院士），杜善义（1999

年当选工程院院士）；1960 级的杨秀敏（1995 年

当选工程院院士），范维澄（2001 年当选工程院

院士），刘连元（2011 年当选工程院院士）。

 7    结束语

钱学森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其

战略思想与实践也体现在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

度重视与身体力行上。他将“技术科学”思想融入

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各个环节

中，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方

面的人才都不可或缺，强调理工结合、科学与技

术相结合，在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形成了

“理工结合”的技术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培

养了大批的技术科学人才。钱学森的教育思想、

教育实践、办学和人才培养方略，与他的科学成

就同样极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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