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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鹏：沉浸在科研 醉心于教学
本报记者 张涵韵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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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鹏，1980年2月出生，陕西渭南人，理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物理与
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光电功能材料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一流专业（物理学）负责人，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英才计
划-创新领军人才，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
监事，重庆市青联常委，重庆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从事非晶态合金、先进金
属材料、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力学、磁性和光电功能特性的研究工作，主持科
研项目2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4项；发表SCI检索论文80余篇；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11项。

物理学是以自然现象和物质结构
及其运动为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界发展
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大至宇宙，小至基
本粒子，所以物理学也是所有自然科学
领域的基础学科。正如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德国科学家玻恩所说：“与其说
是因为我发表的工作里包含了一个自
然现象的发现，倒不如说是因为那里包
含了一个关于自然现象的科学思想方
法基础。”

说到物理学，重庆师范大学物理与
电子工程学院物理系主任余鹏教授便
眼中有光。这位年轻的学者，在30岁
时就评上了教授，他一面沉浸在物理学
的科研工作中，钻坚研微；一面醉心于
教书育人之道，诲人不倦。

一生注定与物理结缘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
科，自然现象是所有物质运动规律的显
现，如果在学习时只是不断刷题、硬背
公式，那并不容易学懂、学通，它需要的
是结合科学实践和日常生活，多观察
多思考，把物理规律的理解融
入对自然和实践的探索。
因为在中学学习中很难
做到这些，所以大多数
人在才开始接触物理
学时，会认为没有比
这更难的学科了。”
余鹏谈道，自己从初
中第一次接触物理
学时，就很幸运地感
受到了学习物理的
乐趣，并在不断学习
中越来越享受这个过
程。在大部分同学都抱
怨物理学晦涩难懂时，他
却能轻松考出数一数二的
好成绩。这份优异的物理成绩，
更是让他充满了喜悦，并带给了他
更大的学习动力。

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一帆风顺。
余鹏在高考时并没有发挥出正常

水准，导致他未能如愿进入第一志愿院
校，但由于物理成绩几乎满分，他被调
剂到了重庆大学应用物理专业，这对于
本身就喜欢物理的余鹏来说，也算得上
是十分幸运。

“虽然是偶然，但这也让我更加接
近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说是因祸得
福。”余鹏说，自己少年时期的愿望就是
成为教育家，而如今，他正走在实现目
标的道路上。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诸葛
亮一生经历的总结，即不把眼前的名利
看得轻淡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不能平
静地学习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这
句从初中课本中学到的名言，让余鹏铭
刻于心，也一路伴随他至今。

本科毕业后，余鹏顺利考取了公费
研究生；读研第二年，被导师推荐到中
科院物理所；2008年，获得中科院物理
所博士学位，并在读博期间三次获得中
科院物理所的表彰；博士毕业，进入香
港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年
末，来到重庆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任教，同年被破格评为教授……余
鹏不断学习、进步，至今已主持科研项
目2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4项，发表
SCI检索论文8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11项。

面对着一摞摞的荣誉证书，余鹏却
说：“过去的成绩已是明日黄花，而科学
探索永无止境。”

勇挑重担赴科研之行

自2003年起，余鹏及其团队就开
始着手研究非晶态合金（金属玻璃）和

先进金属功能材料的制备
合成、物理性能

及其运用。

“金属玻璃材料的强度是其对应的
传统金属材料的10倍以上，目前主要应
用在精密仪器、体育器材、医疗器械、电
力设备等领域。这些用金属玻璃材料
加工而成的器具，具有高强度、高耐磨
性、高耐腐蚀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余鹏进一步说道，“在进行科研时，团队
人员会设计一种非晶态合金或者一种
相关的复合材料，并将它制备出来，研
究这种材料的物理性能，关注其对社会
生产有何优势、能转化成什么应用。”

“我们的团队一直希望能发现一些
新性能可以为人类所用，并能转化为生
产力的材料。”余鹏说，将这些基础的材
料加工成零件，再加工成器件，最后组
装成机器，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过程，“这
个过程虽然艰苦，但我们既学习了新的
知识，又创造了新的知识，甚至带来了
新的应用，这就是值得的。”

余鹏团队曾在经历无数次推倒重
来、一步一步将难题“剥茧抽丝”后，通
过物理模型的构建和反复的实验探索，
合成出了多种性能优异的非晶态合金
体系。

据介绍，余鹏及其团队研发的这类
新型合金拥有优异的力学性能，成本更

为低廉，玻璃形成能力优异，成为了研
究非晶态结构的模型材料。目前，以余
鹏及其团队所制备的非晶态合金体系
为研究对象的科研论文已有数百篇，相
关专利几十项。

“将自身的科研探索、学术发展与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是我
身为一名党员和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责
任。”余鹏表示，今后团队的科研目标是
进一步研究非晶态合金材料，并将其应
用于能源转换领域。同时，也将努力研
发出更多能为人类社会所用的新材料，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
力量。

以梦为马引教育之道

在余鹏的家庭环境中，许多人都是
教育工作者，潜移默化，少年时期的余
鹏就十分尊敬教育工作者，并敬重老师
这个职业。在余鹏看来，老师传授给他
人知识、给予他人智慧、教导他人人生

道理，是十分高尚与神圣的职业。
在高中时，余

鹏特别喜欢读
《论语》，就是这样
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
言行而编成的经典语录文集，打动、激
励和引导了余鹏。每当他感到困惑、压
力大、情绪低落时，都会翻开《论语》，领
其中之理，悟其中之道，久而久之就更
加崇敬老师这个职业。

“我很幸运，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
了自己喜欢怎样的职业，所以能够更早
地为之奋斗。”余鹏说，在大学任教期
间，他也会“三省吾身”，只求无愧于老
师这个职业。

余鹏告诉记者，他与学生们的相处
模式既宽松又自由。余鹏团队有4名
老师、10余名研究生，在每周一次的汇
报工作时间中，大家的讨论都十分自
由，或关于实验，或关于学科，或关于职
业和生活，有时候老师会即刻给学生做
出解答，有时候老师也无法解答，就会
在会后去查文献、思考之后再去给学生
解答。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会尽
量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去引
导他们，希望学生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余鹏说，他每天都会与学生们交流，只

有更多的沟通才能加深对学生的了解，
才能知晓学生在学习或实验中遇到的
困难，才能更好地为他们答疑解惑。“老
师就是学生的引路人，唯有以身作则才
能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每当学生问到余鹏学习物理的方
法时，余鹏常说：“学习物理需要很强
的逻辑思维能力，也需要形象的思考
和细致的观察。比如看见汽车跑动就
要想到物理学的知识和运动规律；看
到地震活动、火山运动等自然界的变
化，就要往物理学上联想。当你体会
到物理学时，就会更深刻地理解自然、
宇宙，就会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欣赏整
个世界的奥妙。”

而当学生做实验遇到困难时，余鹏
总会告诉学生不要惧怕反常的实验，因
为越反常就越有可能发现新现象和新
事物。

“科研本身就是探索未知的东西，
当中的每一步几乎都会有困难，但每往
前走一步，就是一个小创新。如果学生
们能学会享受这个过程，那么科研对于

他们而言就将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余鹏说。

不负于人也无愧于心

余鹏既是永远积极
向上的教育工作者，又是
沉下心稳住气的科研工
作者。

在教育工作中，余鹏从
教10年，一直为地方和国家

培养合格的科研人才和技术骨
干努力着。作为一名老师，他在

教学上事必躬亲，带领学生参加创新创
业项目及各类竞赛、指导本科生和研究
生发表论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他
说：“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做老师一
定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这样才能言传
身教，做好学生的榜样。”

在科研工作中，余鹏心怀梦想，面
对困境安之若素，面对苦难甘之如
饴。“学无止境，其实当科研做到一定
阶段，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大
的空间去提升进步。”余鹏感叹道，“年
轻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有一个甘于坐冷
板凳的心态。因为科研的事情，运气
好可能马上就会有新的发现，运气不
好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新的发
现，或者没有什么进步，然而越是这个
时候，就要越沉住气，坚持、再坚持，只
要持续下去，终究有一天你会有所发
现、有所突破。”

“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做了教育事
业，就要把学生教好，力争成为一名品
格高尚的教育工作者；既然做了科研事
业，就要有献身精神，力争成为一名有
学术追求的科研工作者。”余鹏说。

◀▶余鹏在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