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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16日，经清华大学校长工

作会议通过，并于9月29日在全系大会上

由清华大学校长张孝文宣布，我校“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以下简称“材料系”）

正式成立。在材料系成立之初，最主要的

工作就是需要制订材料系本科生教学培养

计划，有幸的是，我作为材料系第一任

教务科科长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

尽管时过境迁，但当时材料系成立过程及

教学计划制订工作的讨论等，依然历历在

目。在纪念我们1970届毕业五十周年之

际，重温当年参与的有关材料系成立前后

以及教学改革过程，借此表达对清华大学

材料学科老前辈们的崇敬之心，对后辈也

许有所启发和裨益。

一、材料系的成立是材料学科
发展的必然

1957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成功发射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尤其是1961年4月

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完成世界上首次载人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成立与教学改革
○邓海金（1970 届冶金）

宙飞行之后，美国政府及科技界大为震

惊，并认识到材料科学和技术研究方面的

薄弱和人才的缺乏是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于

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凸显了先进材

料对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自20世

纪60年代中末期开始，美国各大学纷纷在

原有的冶金系、化工系或机械系，甚至矿

冶系的基础上成立材料系或冶金与材料、

化工与材料、材料与矿冶等院系，并且在

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方面转向先进材料。

为此美国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的发

展及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美国20世

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航空航天领域取

得突破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时

期，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更

谈不上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的变革。但幸

运的是，打倒“四人帮”后中国很快就迎

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囿于

国家当年百废待兴，高校虽已开始招收恢

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高校的教学

仍然是按“文革”前的专业模式进行，在

人才培养模式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时期，工程物理系李恒德教授、

机械工程系陈南平教授和化学工程系江作

昭教授等老一辈材料科学家，早就发现和

关注到了发达国家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

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发展与进步，率先

在1979年成立了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李

恒德教授任所长，陈南平教授和江作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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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任副所长。材料研究所的成立实际上为九

年后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80年底，教育部也曾派出材料科学

访问团前往美国考察材料学领域教育。访

问团有清华张孝文等3人（李恒德教授带

队），考察团回国后除向教育部递交考察

报告和对国内材料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

建议外，1981年在清华大学一次专门会议

上也正式向学校领导提出在我校成立材料

系的建议。 

实际上，当时国内已有不少院校纷纷

开始在机械、冶金、矿冶等相关系的基础

之上组建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而那时清华

大学与材料学相关的专业分别分布在机械

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土木建筑系和工程

物理系等。例如化学工程系专业设置就有

高分子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机械工程

系专业则有金属材料及铸、压、焊等材料

工程专业。材料系的建立就需要多个院系

的相关专业达成共识。然而当时学校有学

校的重点要务，各系有各系的发展规划，

进行整合的实际操作困难比较大。成立材

料科学与工程系虽势在必行，但也只能蓄

势待发。

二、材料系成立之初

材料系的成立也印证了中国一句老

话：好事多磨。从1979年材料研究所成

立，特别是到1981年向学校领导提出筹办

材料系，直至1988年6月校长工作会议决

定，按照张孝文校长说法是“七年磨一

剑”。实际上除李恒德先生、陈南平先生

和江作昭先生外，张孝文校长一直是清华

大学材料系的发起和筹备人之一。

1988年成立的材料系是在原工程物理

系材料物理专业（教研组）、机械工程系

金属材料专业（教研组）和化学工程系无

机非金属专业（教研组）的基础上组建

的。遗憾的是，与材料学科相关的化学工

程系的高分子专业（教研组）、机械工程

系的材料工程相关的铸压焊专业（教研

组）和金属学教研组等，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被囊括在内。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

底，机械工程系的铸压焊中有关材料工程的

部分与材料系共同组成了材料学院。

“万事开头难”，其实一个新系的建

立，并不是简简单单把几个教研组组合在

一起就可以，需要搭建党政班子，需要

成立一个能为全系教职工和学生服务的

班子，即系机关。“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系机关除包括系党委的办事机构

外，还有行政工作班子，诸如本科生、研

究生教学管理，人事、科研、财务及行政

办公室等。首届系党委书记为顾守仁，副

书记马春来。首任系主任吴建銧教授，本

科教学副主任白新桂，科研兼研究生教学

副主任柳百新，主管人事、财务及行政副

主任王林。而教务、人事、财务及行政等

机关人员则由其他各系“支援”调配而

来，如教务科周桂蟾老师、财务科石达业

和行政办公室费润生分别由力学系、附小

和后勤调入。

还有当时材料系的办公地点问题，即

使是系机关人员配备整齐，还应该有个所

谓的“系馆”吧，很遗憾，没有。当时组

成材料系的三个教研组都在原来各系所在

的地方原地不动。系机关的办公地点则

是利用金属材料教研组一个生产实验基

地——“东跨”的原材料库，通过改造重

新建成一个仅有十来个房间的简易平房作

为“系馆”，安排了教务科、研究生科、

科研科、财务科、行政科与系办公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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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与人事、会议室等，每个房间也仅有十

平米左右。“系馆”一直服务到材料系

1999年中搬入逸夫技术科学楼，现在已完

成使命的“系馆”所在地也早已成为六教

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材料系成立之初，“系

馆”尚未改建之前，系机关的办事机构集

中在工物馆西边二楼的一个大教室开展工

作，直至新系馆建成。

三、“新”系教学与课程体系改革
是当务之急

前面已提及，虽然国内已有不少高等

院校在20世纪80年代初早于清华大学开始

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但其仍然是在保

留原有的各专业（这可以从当时的招生目

录证实）基础上实际运行的，教学与人才

培养模式以及相应的课程教学计划并没有

实质性改变。

相比而言，清华大学材料系的建立虽

起步晚，但教学改革的步子较大。为了适

应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

对材料类人才的需求，老一辈材料科学家

们在规划成立清华大学材料系时就提出，

材料系成立后全系只设立一个专业，即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而这个按照一

级学科培养人才的专业在我国是最早提出

的。因此，我校材料系成立后如何建立材

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与课程体系就成

为当务之急。有幸，我参与了新的“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教学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但当时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白新桂老

师要我担任材料系教务科科长时，我还是

很意外。这主要是因为我自1970年毕业留

校以来，先是在绵阳分校搞基建，后在

1972年初回到本校机械系，开始是从事金

属材料生产实验基地（东跨）建设，接着

就是参与科研开发等工作，并在1985－

1987年担任金属材料实验室主任。除带工

农兵学员“开门办学”、讲课和指导毕业

生论文外，从来没有接触过教学管理工

作，对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也不甚了解。

我心里明白，如参与此项工作需

要克服不少困难，但工作需要就

是命令，临“急”受命，即使赶鸭

子上架也得上，用现在的一句话就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另外，当时我还有两个特

殊情况。其一是，在1988年8月

初，我母亲因年事已高，加之当

年高温天气，患老年性肺炎正在

住院；其二是我在1987年通过了

教育部访问学者外语考试，经报

批教育部同意在1988年内可以联

系出国进修半年。

当时我赶回了家乡，在南昌

江纺医院住院部老母亲的病榻

李恒德（前排右1）、江作昭（前排左1）、张孝文（后

排左 2）、周其庠（后排左 1）和柳百新（后排右 3）及田

民波（后排右 1）等在材料系原系馆前合影（材料学院唐

西南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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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尽心尽力侍候了近20天，在新生报到

前夕赶回了学校。最终老母亲在8月底因

病去世，此时正值材料系成立之时，我无

法再返回南昌为她老人家办理丧事，至今

引以为终身遗憾。而出国一事，当时正在

联系接受我在“材料摩擦学”方向进修的

西德高校，暂且可以缓一缓。最后在建系

后第二个学期前的1989年2月，我赴波鸿

鲁尔大学材料研究所进修，继任我的是

田民波老师，此为后话。

前面提到，我如果参与此项工作的困

难不少：首先是要按一级学科“材料科学

与工程”培养，就必须将过去各系教学计

划整合和过渡到目前的全系统一课程体系

中来，最重要的是需要解放思想、统一思

路；其次是新建的材料系是由三个系的三

个专业教研组所组成，我对许多教师都不

熟悉也不了解，更不清楚诸位老师对各门

课程内容的熟悉程度；再次，对新的教学

体系和课程设置（包括课程大纲）我同样

不了解不熟悉，但我又必须尽快去了解和

熟悉，毕竟这是我需要马上上手参与进行

的工作。

在了解和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

养计划以及落实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陈南

平先生和白新桂副主任的鼓励和指导，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南平先生。陈先生“文

革”前是冶金系教学副系主任，并且一直

是金属材料教研组主任。我与陈先生结缘

始于“文革”中工宣队时期“清理阶级队

伍”和“斗私批修”运动，后来还与他一

起带工农兵学员去北京特殊钢厂进行“开

门办学”。特别是在“开门办学”过程中

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增进和加

深了我对陈先生的了解，同时也让陈先生

了解了我。我猜想，也许是这段简短的共

事，材料系建系时可能是他推荐了我来任

教务科科长。在我感到对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教学和课程不熟悉之时，专门请教于

他，他鼓励我说：“不用担心，在战斗里

成长嘛！”同时给我详细介绍了为什么要

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为什么新的材料

系所设置的专业要以一级学科来设置，以

及各门专业基础课程相互之间的关系，等

等。这加深了我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

养计划的初步认识、了解和理解，对我后

来参与材料系教学与课程改革工作具有明

确而又具体的指导作用。

四、材料系的培养模式与
课程体系改革

从上述陈先生对我的指导中可以看

出，其实在建系之前几位老前辈早就深入

分析和讨论了当年国内外在材料学科人才

培养模式方面的利弊得失。

过去国内在材料领域人才培养的模式

上，基本是“学苏”，即按照具体材料来

设置专业，如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料、高分子材料等，甚至按制备或加工方

式来设置专业，如电冶金、粉末冶金、铸

压焊等。很明显，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容

易局限于某一类材料或某一专业的学科方

向，并且各材料之间或各学科方向相互之

间联系也比较少。

要想在材料学科人才培养上适应当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能走老路，必须拓

宽专业面，加强专业共性基础课程的建

设，也就是说需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和

适应这一模式的课程体系改革。为此我校

材料系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以“材料科学与

工程”一级学科来设置专业的人才培养模

式。当年建议设立材料系的几位老前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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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也是这一培养模式和课程改革的总设

计师。

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中，无论是哪

一类材料学科方向，均包括材料的“结

构”“性能”“加工”及“应用”这四

方面（也称之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四要

素”）。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就是研究四

要素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同时这四要素

也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课程改革的

基础。只有抓住了四要素的共性理论、方

法、性能表征等特点去设置课程，使学生

掌握较宽厚的材料科学基础知识，才能培

养出能面对不断加快的科学技术更新速

度、学科方向不断交叉、新学科对新材料

需求不断涌现等局面的跨世纪新材料创新

人才。

但由于材料系成立时是由三个系三个

专业（教研组）所组成，因此在统一为一

级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模式和课

程改革落实上，还是存在不少困难，如原

有的各专业教学计划会不会被打乱、教师

思想观念如何转变、新课程体系改革应设

置哪些课程、其内容（课程大纲）应如

何整合以及由哪位教师来讲授，等等。

为此，首先由系主任吴建銧、副系主

任白新桂以及陈南平先生在全系召开了各

种类型的教学研讨会，详细介绍了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培养模式和课程改革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这些研讨会对全系教师统

一教学改革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其次，为了不打乱原有各系各专业的

教学培养计划，改革分成两步走，原有各

系的班级仍然按照原有的教学计划执行，

只从1988级新生入学后开始执行体现新的

培养模式和课程改革的新教学计划。除此

之外，在新的教学计划中也设计安排了各

个专业方向的限选课，作为过渡措施。再

次，在统一教师思想认识后，多次召集相

关课程的教师有针对性地讨论课程改革具

体内容及拟定课程大纲。举例来说，经

多次讨论和争论，统一将当年三个系三

个专业方向的多门专业基础课，如“物

理冶金”“金属学（原理）”“陶瓷物

化”“固体材料结构基础”以及“材料科

学引论”等课程，合并、精简、优化

为“材料科学基础”一门课，并作为

材料系主干专业基础课，改革的力度

还是相当大。最后经过系教学指导委

员会聘请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潘金

生老师担任课程负责人，负责该课

程的教学和相应的教材编写。该课

程最后确定由潘金生老师、仝健民

老师和田民波老师担任主讲教师。

五、结语与感触

当时，我参与的主要工作有：全

程参与各种类型教学研讨会和具体课

2013 年 4 月 26 日，张孝文老校长（左 4）与陈

吉宁（左2）、胡和平（右2）等校领导为材料学院揭牌。

左 1为首任院党委书记潘伟，右 1为首任院长张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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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讨论会等，制订和落实1988级新入

学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以及教务科的日常工

作。与老师们（许多还是第一次认识和接

触）一起探讨、落实和接触的过程中，以

及在各门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讨论

中，受教于许多老教师，如潘金生老师、

陶琨老师、李龙土老师、唐祥云老师等，

他们材料学科的渊博知识和对专业基础理论

的深刻理解，使我受益匪浅。

基层的教务管理工作是平凡的、具体

的、繁琐的，但身体力行参与和见证了材

料系建立后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

初期过程，这也给我后来担任金属材料教

研组教学副主任和材料系主管教学副主任

为全系师生服好务打下坚实基础，回想起

来，仍然很有成就感。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材料系开始有

了新的系馆，即逸夫技术科学楼。2012年
底材料学院正式组建，我校材料学科的发

展已今非昔比。现在材料学院大楼也有

了，材料研究的各种现代化分析与表征设

备也基本一应俱全，材料学科更是得到了

长足的进步，并在世界上材料科学与工程

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与国际上顶级的一

流大学相比较还存在不少差距，任重而道

远。相信不久的将来，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材料学科）必将会再创更大辉煌。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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