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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我在美国呆了快 2 个月了，参加了他们的本科上课，研究生小组讨论，还有

学术大组讨论。发现教学/培养无非就是一点，要动手做。在这里，从本科生开始，就在老

师的引导下做软件开发。当然，他们的软件开发不是我们的学生想象的网站开发，或者说 M

IS 系统开发，可能是应用数据分析，算法的实现，或者是某个领域的功能模块实现。因此，

从本科生开始，个个都要做软件开发，结果毕业时找工作很抢手，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在这

里，老师与学生的交流有 2 种方式，一是开汇报讨论会，另外就是一对一交谈（我也是采取

这种方式），2种方式每周各有一次。在小组汇报讨论会，学生将这个星期的进展情况汇报，

对没达到老师意想要求的，老师很严厉，持续不满意的，就会被遗弃。这里老师招收学生要

求 hard-working and self-motivated。老师从本科开始就考察学生，对想来读研究生，

读博士的，也都是有个考察阶段（通常是一个学期），老师根据你做软件的表现情况，来决

定是否收留。收留有档次，优秀的全额奖学金，直接读博士，好一点的一半奖学金，没底的

一分钱也没有，还要自己交学费，差的就直接不要。每个老师都把学生做成的软件项目放在

自己的主页中， 每个老师的主页中都有好多已经做成的项目，可以到网上看看他们的情形，

还可下载。参加他们的小组讨论会，学生讲解的清晰，条例，认真，厚实基础确实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这里的学生，对自己所做的领域方向，简直是熟悉透顶了；对别人的提问，几

乎所有问题，学生自己都事先考虑了；对实验，也做得非常细致；写论文时，反复掂量着选

择那些实验数据来突出主题；对表述的角度，方式也是左掂量，右调整，尽量完美。这才叫

学校，这才叫培养，这里的学生毕业后自然就成了专业领域的行家，评审论文时要在他们那

里蒙混过关简直是做梦。一对一的交谈每个星期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平均到一个学生，通常

是 15分钟，当对学生写的论文进行点评和指导时，时间会长一些。

我把在美国看到的情形和自己所带学生进行对比，这所学校在美国的排名应该还赶不上

湖大在中国的排名，但是差距却特别大（当然，我们也有好学生，只是比例太小）。这里的

学生几乎都是来自中国，我所在的实验室，有好几个学生还是来自国内的软件学院，如重庆

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师大。为什么在美国，精神风貌和表现就完全不同了呢？

我觉得主要是风气问题。大学有校园文化，什么是校园文化，就是学习，研究，交流，探讨，

讲勤奋，讲规矩，讲规范，讲标准，讲公正，讲人性。现在国内的大学文化已经完全变味了，

急功近利之风盛行，打着改革与创新的幌子，讲漂亮，讲时髦（如动不动就是大数据，云计



算），讲不劳而获，讲走捷径。典型的例子就是一门课下来，最低分都是 86。这种风气，就

如贪腐风气一样，外表金玉其外：歌舞升平，繁荣昌盛，和谐太平，实则败絮其中：邪念横

行，尔虞我诈，民不聊生。歪风邪气的另一表现就是践踏制度。在美国，淘汰率相当高，刚

课程就要淘汰 20%多，再就是在导师那里淘汰。美国的系统管用，不像中国的，开有权力的

后门口子，可以人为修改。权力后门把大家都卷进了绞肉机，弄得疲惫不堪，左右为难。

我来美国之后，估计大家都放羊了，原来要求大家交周报，现在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

交了。原来交周报，好些学生也是来应付我。周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就是你达到毕业要

求的一个轨迹，放大/细分到以时间单元为一个星期的过程记录。你的周报，就是将来的文

档，说明书，研究报告，论文的基本素材，汇聚整理之后就是文档，说明书，研究报告，毕

业论文。好了，学院的管理也开始到位了，笼子也开始扎紧了，凭我的判断，软件工程专业

的学生今年至少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 7月份不能如期毕业。

国内叫喊得太厉害，说什么企业和社会需求什么，就要教什么，学什么。这些声音把大

家都搅浑了。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形是，凡是做软件做得深入的，他的感悟能力就明显不同，

对别人做的软件，尽管隔行隔山，但一听就能知道好坏，就能说到点上，发表的意见也很中

肯，得要领。我们自己的情形则是，开会时没人吱声，吱声也是不得要领。这里的学生的学

习强度不是我们能相比的，一个星期做的工作量，有些叫我吃惊。老师会叫你了解某个领域

的当前情况，做软件要达到什么要求（自然是和别人发表的论文相对照），下次汇报时就得

回答，就得有根有据。因此，结合学院的培养要求，对我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从 2013

级开始，提出如下要求：必须一进来就做软件项目，否则你就趁早换导师。我也知道，万事

开头难，怎么起步，那就从开源软件入手，对 2013 级，2014 级的研究生，大家都来做开源

软件“Scalable Checkpoint / Restart (SCR) Library”,开源软件的好处是有 Tuto

rial，一步一步地叫你动手做，资料也很全。以后周报，不允许还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定要

讲清你的进步在那里，就是你弄懂了什么，不要再给我一个笼统的名词，例如“我学了 MPI”。

你做了什么？ 做的目的是什么？收获是什么？别再给我来抽象，来泛泛而谈。在美国，不

接受任何理由来推脱，推诿。学分问题一定来个大扭转，否则枉为老师了。

我对大家的要求是：从 2015 年 2月 3日开始执行，大家都来做开源软件“Scalable C

heckpoint / Restart (SCR) Library”，先了解，安装，运行，再就是搞懂原理，包

括 MPI，检查点，软件层次，再就是确定做什么，做，结果。 我关注的是： 你的进步在哪

里，弄懂了什么，做了什么？ 收获是什么？ 人有智力的高低之分，但没有懒勤之分。你



可以做简单的，比如搭建系统，运行应用程序，统计应用程序的特征，测性能，基于统计的

数据对应用程序分类等等。

我知道，就是做开源软件，对新进来的研究生，也会有很大的难度，肯定会出现挺不

住，受不了，想打退堂鼓的情形，但是你必须跟我咬紧牙关顶住，坚持，熬过去。没艰难苦

楚，肯定就没收获。熬过去了，就会登上新的高度，见到另一番新的风景，心境也会完全不

同。

我还想严肃申明的是：一个星期，花在正经学习上的时间如果不能达到 40小时（即

正常的学习强度为 40小时/周），你可以趁早换导师，免得到时闹得你和我都不愉快，我知

道有些学生现在的学习强度连 20小时/周都没有。在带学生上面，我这些年来确实感到有些

别扭和窝囊。什么叫别扭和窝囊？那就是三年下来，有的学生到毕业时都还是两手空空，一

无所有，却吵着我要毕业。甚至还来句歪理：“别人比我还差些，都已经过了，你为什么不

让我过呢”，对我投以怨恨的眼光。遇到这种情形，我就感到特别地羞愧，觉得自己配不上

老师这个称呼。希望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导师，当遇到这种情形时，有何感慨。放

任了懒散和搞歪门邪道的学生，校园学习氛围就会被这帮少数学生搅坏，公平公正就得不到

弘扬，老师就等于失职。因此，我准备拿出习大大的手腕来，整治学风问题。

2014 级的同学，请注意：做开源软件，是从 2015 年 2月 3日开始执行。院里说实践是

培养的一个环节，在我这里，不是一个环节，而是 2年半时间，是全程，从今天开始。

在 3月 1日，我对所带的学生点名，看是否到校，结果没有一个到校。不过几个好的

学生反映很快，马上动身来学校了，分别在 3月 2日和 3号向我报到了。反倒是那些专业基

础/技能/素质差的学生，对我的点名不闻不问，置若罔闻，至今都没给个回应。好的越好，

差的越差，这也许是个基本规律。以我点名为例，好的，到校早，响应快；那些差的，不但

做事不行，就连做人也欠缺，对老师的点名理都不理。我对这些差生说，待人平等，你怎么

待人，人家也怎么待你。在学习强度，效率，检查环节上没达要求的，毕业时不要来找我，

不要到时不讲理，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和别扭。

2015 年 3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