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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京旭，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

大工程院院士。1977 年考入清华大学化

工系，1982 年毕业。1984 年至 1988 年在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毕业后先在荷兰壳牌公司总部工作，1993

年起在西安大略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工程

系任教职。科研主要集中在固体流态化及

颗粒学领域的研究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

其中数项技术已经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

曾获加拿大化工学会的三大奖项：1999

年获杰出青年化学工程师奖、2007 年获

最佳工业设计及应用奖、2013 年获终身

成就奖。

“我从来不像很多北美教授那样整天

‘盯着’自己的学生们，即怕他们不努力

又怕他们做错事。我管学生是‘放羊式’的，

因为我觉得学生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所

以我对新来的研究生，只是给他们指导一

个大致的方向，让他们自己去独立地思考，

去计划，不急于开始科研工作。这样让他

们‘浪费’一些时间去‘发散思维’的好

处，就是学生反而会做得更好更快。”2016

年 9 月 24 日，清华大学化工系建系 70 周

年庆祝活动期间，祝京旭学长接受了校友

总会的采访。

5 岁就学会看地图：
善于联想的思维方式

祝京旭从小就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5 岁多的时候，叔叔因病在家休养半年，

带他逛遍了北京城。与大多数同龄孩子不

同的是，他在玩的同时还学会了看地图，

记住了玩的地方，后来竟然把北京市的公

交线路全都背下来了，这为他之后的思维

方式埋下了伏笔。“从那以后，每到一个

地方，就习惯于先看地图，虽然记不了非

常细，但很快就能了解该城市的大致态势

及主要街道的方位。”通过看地图，祝京

旭也养成了联想的习惯，“把北京市的地

图搞熟了，到了上海与天津，无非就是有

一些变化，大体的东西是有路可循的，所

以很快就能抓住重点。这样脑海里的不再

是地图的印记，而是联想的思维了。”

善于联想的思维方式使祝京旭在学习

加拿大两院院士祝京旭：
我是这样指导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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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比同龄人轻松许多。上中学的时候，他

用半个月就能自学完本学期的新知识，然

后就是看课外书，也从来不复习，但他的

成绩却永远是第一名。“其实我的诀窍是

代替老师主持所有的自习课，回答同学的

问题就成了自己独特的复习方式。”“当

时是‘文革’时期，不像现在有各种规定，

看着我将自习课管得很好，班主任老师就

不来了。”讲到这里，祝京旭的嘴角略微

有些上扬，“为帮助同学理解，一个问题

常常要几种思路来讲解，这其实是很大的

挑战，非常锻炼人，但也增加了我的激情。”

据他描述，如果没有人来问他问题，他会

很难受。“所以从那时开始就立志长大做

一名教师。”

独特的授课方式：
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1977 年，高一还没毕业的祝京旭就

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并且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84 年他又到

加拿大深造，之后取得教职，多年来为化

工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

已经毕业的 108 名研究生中出了十几位教

授，其中有 8 位在北美任终身教授，两位

还当选为院士。如此惊人的成就是与他独

特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其第一个特点就

是他独特的授课方式——让学生学会自主

学习。

祝京旭常年讲授一门研究生专业课

“流态化工程”。不同于传统的授课方式，

祝京旭采取的是他讲授综述部分，让学生

自主学习并讲授分支章节的方法。“比如

这个课的内容有 20 章，我就收 16 个学生，

我讲前 4 章的基础部分，剩下的 16 章专

题让每个学生讲 1 章。”在学生讲课之前，

他会把每一章的内容、要点、提纲以及前

几届学生的讲稿发给学生们，并在课前与

讲演者讨论 PPT 讲稿，然后在他们讲课

时，同步考核他们的讲课质量及回答同学

问题的情况——他会同时要求其他学生也

必须提问题，并会根据提问的数量和质量

来计分。“因为所涉及的都是科技最前沿

的内容，没有人敢说一切都懂，明天一篇

新论文可能就会改变我们的认识，所以我

不要求你全懂，每章的讲演者仅需要知道

本章的 50% 的内容，而其他学生只需了

解 20% 的基本知识。”课程的期末考试

也是口试形式，每个学生的题目都不一样，

他即兴来提问。“中国的学生总是怕自己

的问题会被认为很傻，我说没有傻问题，

常常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是难以回答。自己

或者其他同学都说不清的问题，学生们就

会去思考。”

这门课在学生中的反响非常好，这样

的反馈也让祝京旭更加坚信自己的初衷。

他说他的指导思想是锻炼学生们自学知识

并融会贯通的能力，所以并不以掌握多

少课程内容为目的。“每次在课程要结束

的时候，都有学生会说，怎么这课就结束

了？”祝京旭说，“开始学生们都战战兢

兢的，到最后好像还没过瘾，因为有些学

生刚刚被激发出积极参与讨论的热情，特

别是一些性格内向的同学，问问题放不开，

好不容易有点感觉了，这个课就结束了。”

他还把这种授课方式带到了清华大学、石

油大学和天津大学，学生们同样觉得受益

匪浅，觉得不仅学习到了知识，更重要的

是学会了独立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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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研究生其实可以很轻松

祝京旭独特的教育方法的第二个特点

体现在带研究生上。他每年都会指导二十

几个研究生，这个数字从教授所拥有的项

目、投入的经费以及花费的精力来讲是很

大的。但是祝京旭却觉得很轻松，那秘诀

又是什么呢？

“我的科研可以粗粗地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基础科研，一部分是应用研究。

学生来了以后，我会跟他们聊，看他们对

哪部分更有兴趣，就让他做哪部分。然后

就给他们指导个大致方向，让他们去‘发

散思维’，允许他们有 3 ～ 6 个月的‘迷

茫期’，给他们以‘自己找到感觉’的机

会。在形成自己的科研思路后，下边的科

研就会进步很快。这样我也不累，学生们

也感到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方式也

能激发学生们的创意，反过来对我自己也

有所帮助。”

祝京旭还用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证明

自己方法的有效：他曾经招收过一个女生，

觉得女孩子应该能“坐得住”，没跟她商

量就把她分到了基础科研组，但是一年半

以后发现她的科研进展很慢。后来有一次

在家中和学生们聚餐，学生们试着体验维

护花园时，他发现这个女生不仅手脚麻利

而且非常享受这种工作，“我马上就明白

症结所在，于是第二天就与她商量换去做

应用研究。”结果这个女生在实验室里特

别能“站得住”，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站

一天都不累”，干得特带劲。通过这件事，

祝京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要帮学生选

对了方向，他们就能把后面的路走好。

除了帮助学生指导科研方向，祝京旭

付出更多的是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他认

为理顺学生的思想很重要，因此他关注学

生的成长环境，格外留意学生们的情绪，

随时发现并帮助他们解开思想上的“结”。

他还注重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生活技能，

经常和他们漫谈科研以外的事情，比如文

史哲、社会科学、心理学等领域，有时候

还和他们切磋做饭的技巧，因为烧饭显然

是个化工过程。“我自己总结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要真诚地去对待学生，在他的课题

之外为他设想，比如帮他设计职业规划，

谈谈今后专业怎么发展。总之，要真正地

关心学生，真诚地与他们交流并做他们的

朋友。”他认为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与学

生在科研上是“并肩作战”，所以作为导

师先要摆正这个关系，放下架子，凡事与

学生们一起做。

融入骨髓的清华精神：
从小事做起

祝京旭在科研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

先后荣膺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和加拿大

皇家学会院士。目前，他在加拿大领导着

一个大型科研组，有着世界一流的实验

装置，研究工作处于世界前沿，并在流化

1979 年化 72 同学在图书馆，前左 1 为祝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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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反应器及颗粒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

献。诸多研究成果应用于喷涂、医药、污

水处理等产业。而祝京旭之所以能有如此

卓越的成就，是与深入骨髓的清华精神分

不开的。

1977 年，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

国百废待兴。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清华

大学 1977 级的学生围绕着“我们怎么才

能把国家建设好”这个主题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最终由祝京旭所在的班级提出“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个口

号完全体现了清华的精神，就是从具体的

小事、实事做起。”

2011 年清华百年校庆时，南安省清

华校友会组织了一场庆祝晚会，校友们踊

跃参与，整场演出精彩纷呈，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以区区几百校友，举办一场正

式的大型演出，成功的重要因素是清华人

的实干。比如一位老资格的清华校友那时

候已经是一家公司的主任工程师，但是在

演出那个晚上他就负责打灯光，干得非常

认真；而祝京旭就负责搬道具。演出结束

时化工系的校友合影传到了校友们圈中，

当大家发现院士的任务是搬凳子时，“没

有一个人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也没有人说

因为院士搬凳子就要特别赞扬一下，一切

都是很平常的。我觉得这是清华人该有的

反应；所以要说清华精神，也许就是通过

类似的一些小事体现出来的。”祝京旭说。

成功，从明确目标开始

毋容置疑，祝京旭是一位成功人士。

谈起对成功的看法，祝京旭认为首先要有

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要有独立的思考，

还要在科研中不断积累经验。同时他也谈

到，科研的“做好”和“做大”是两个不

同的层面。“只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比

如基础扎实，思路清晰，不怕吃苦，科研

就能做得很好。但是做好和做大是有很大

区别的，现在很多教授科研都做得很好，

但是你如果想同时做大，就需要融会贯通，

就更需要一些专业以外的‘内功’，比如

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了。”

对于在校的清华学子，祝京旭建议他

们首先要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如果目前

还不知道的话，那就先把手边的事情做好，

脚踏实地地做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明

确目标。他还在给清华学生的一堂关于培

养理想情操的课上，把人生比作一个多链

节的花环，花环的每一节代表一种能力，

并称之为人的“生命之环”。“在大学之

前，你是在‘长节’，这个时候是比谁的

节多，谁的节长得快；而上大学之后，则

是比谁的弱节多，现在叫短板，你哪个环

节比较缺失，就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大问

题，就会阻碍你的发展。”因此，他建议

学生在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要找出自己

的弱节，然后把能做的事情做精，就有可

能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时光飞逝，明年就是 1977 级入学 40

周年。回首往昔，祝京旭不禁感叹道：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同时又是有责任的

一代。”因此，他一手推动了全加拿大的

华人教授协会的成立，每年的年会都给大

家提供了相聚与互相学习的机会；他还准

备从中找出一些优秀的教授、院士，让他

们亲笔记述下自己的经历，给后人留下一

笔精神的财富。                   

 2016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