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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林同骥与中科大高速空气动力学

  科学时报  2008-08-26

  今年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林同骥先生诞辰90周年。在缅怀林先生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的

重要贡献的同时，我们作为当时的工作参与者和第一届学生，还要深切纪念他作为一位教

育家，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历史

性贡献。 

 

  组织落实基础课教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年创建。钱学森先生亲自参与了学校筹建，并亲自担任了近代力

学系系主任。在钱学森先生的科学思想中，“技术科学”的概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他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技术部门最高的层次是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实际

应用的是工程技术；在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是技术科学。” 

 

  因此，从近代力学系成立之日起, 钱先生就把培养技术科学研究人才作为培养目标，根据当

时发展尖端科学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需要，钱先生为近代力学系设置了高速空气动力

学、高温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和土及岩石力学等4个专业，林同骥先生作为力学所11室

主任，被聘为高速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主任，童秉纲曾担任副主任协助他工作。 

 

  如果把近代力学系的创办看成是钱学森先生培养“技术科学”人才办学思想的一次科学实

验，那么，林同骥先生就是在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具体落实这一办学思想的组织者和执行

者。钱学森先生为近代力学系设计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要求是非常高的，在前三年的基

础课教学中，要求学生具备深厚的相关基础知识。因此，近代力学系不但高等数学和普通

物理要求是“甲型”的，还开设了一般大学力学系不开设的普通化学，且也为“甲型”

的。 

 

  进而，钱学森先生还聘请了最好的教授讲授这些课程，如严济慈、钱临照先生讲普通物

理，吴文俊先生讲高等数学，蒋丽金先生讲普通化学等。钱先生曾幽默地对第一届学生

说，这是我为你们搬来的几门“重型大炮”。 

 

  更让人荣幸的是，钱先生还亲自为我系的头两届学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当年的学生们都

能回忆起在二三百人的教室里，济济一堂，聆听钱先生讲课时的动人情景。 

 

  教学体现“两个结合”  

 

  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学生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有关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员聘

任以及最后半年学生毕业论文的安排等等，都是由林同骥先生负责并委托卞荫贵先生协助

组织，因此，林先生和卞先生都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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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教学体系由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专题课等3个教学层次以及毕业论文组成。同基础课

教学一样，对于专业教学，林先生聘请了最好的专家教授来讲授，阵容之强大，一时堪称

为最。 

 

  时任化学物理系主任的郭永怀先生亲自编著了边界层理论的讲义，林先生还动员了几乎全

研究室和相关的力量编写其他讲义，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共编写各种教材讲义11种。到

1962年第一届学生上专业课时，各种铅印的教材已经发到学生手中。 

 

  经过两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充实和提高，到1965年，中科大已经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培养高

速空气动力学人才的、有科大特色的专业教学体系和一套特色教材。这些教材代表了当时

国内的最高水平，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 

 

  钱先生很重视学生的毕业论文, 把做毕业论文看成是学生在专家指导下参加早期研究活动、

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第一届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50多名学生面临毕业

时，有关确定这些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和选题、实施情况检查以及组织答辩等事宜，

都是在林先生的领导和精心组织安排下完成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教学环节，使空气动力学的教学在强调加强基础课教学的基础上，直

接把同学带进了高速飞行面临的科学领域的前沿。当时人们将这种培养方式比喻为“旗

杆”（基础+尖端）模式，它体现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和“理工结合”的鲜明特色。50

年来，科大正是依靠这两个“结合”，形成了办学特色，使英才辈出。 

 

  林先生一贯严谨的治学精神还表现在教学上。他在讲授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课程时，除讲

义外，他还特意编写了一本学习提纲发给每一个学生。授课时，先由助教将提纲写在黑板

上或漆布上，然后把所要阐明的问题的背景、要点、重点和难点，提纲挈领，一 一娓娓道

来。这种授课方式很适合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 

 

  按照钱学森先生培养技术科学研究人才的要求，以林先生为首的11室和相关团队创建了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专业教学体系，这是一个全新的、巨大

的系统教育工程，留下了永远为后人铭记的、不朽的重大业绩和遗产。 

 

  辉煌成就告慰先驱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于林先生的是，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现称流体

力学博士点），在经历了一系列困难之后，早已浴火重生。尽管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

展，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有了不少的更新和改革，但总体框架一如既往，

一直遵循把“技术科学”研究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坚持“理工结合”和“教学与科研结

合”的办学方针直到现在。 

 

  流体力学专业于1981年就成为全国首批博士点，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先后拥有教

授18名(博士生导师14名)。更可喜的是，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研究领域除保持传统

的高速空气动力学外，已拓宽到生物运动力学、非定常流和涡运动、渗流力学、流动稳定

性和湍流等多个领域，正如林先生所期望的，呈现出“流体力学各分支学科百家争鸣”的

局面。近年来，在流体力学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居国内同行前列。 

 

  该博士点培养出的学生已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外均受到好评，有的已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科院百人计划等，在各自的单位发挥着骨干作

用。在“211工程”、“985工程”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重点支持下，博士点的整体

教学与科研的软硬件条件上了一个大台阶。 

 



  如果说，因为有一流的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一

流的学生素质，造就了科大早期的辉煌，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

办学模式和科大精神，继续前进。 

 

  （本文作者童秉纲1983-1987担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本文作者尹协远系中国科

技大学58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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