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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光环境人因工程学理

论方面的成就以及在飞机、列车

和汽车领域的贡献，日前，复旦

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林燕丹获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

工程领域杰出女性奖。

“我在做我热爱的事情”

接受学校融媒体中心记者

采访时，林燕丹刚结束一个近三

小时的会议。永远在忙，是身边

人对她的评价。而她，也很享受

这种忙的状态。“我在做我热爱

的事情”，林燕丹笑着说。

1995 年，林燕丹考入复旦

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随后，

硕博连读。期间，她获得德国学

术交流中心奖学金，作为中德联

合培养博士，赴德国达姆斯塔特

技术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照

明技术研究所学习。2005 年，

博士毕业的她，放弃国外诸多选

择，回到复旦任职。

刚入学时，林燕丹对电光

源专业不甚了解，真正学了这

个专业之后，她就再没离开这

个领域。转眼，那个刚考入复

旦大学电光源专业“完全不知

道这是干嘛”的潮汕女孩，成为

坚守在光健康领域一线 20 多

年的领军者。

2022 年，国产 C919 大型客

机完成全部适航审定工作后，获

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

格证。这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

研制世界一流大型客机能力。

这架国产大飞机的背后有“复旦

光”的照亮。

此时，距离林燕丹承担大飞

机照明系统相关课题研发的任

务已过去14年。

2008 年至 2013 年期间，林

燕丹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大

客飞机客舱情景照明机理研

究”“大客飞机驾驶舱照明人机

工效研究”等重大专项，探索大

客飞机基于人机工效的驾驶舱

安全照明与基于乘客舒适的情

景照明。

在此之前，没有单独针对

中国飞行员操作和驾驶特点的

大型客机的光学视效指标和设

计体系，而国际上已有的资料

是秘而不宣的科技专利。如何

在国人自主研发的大飞机上，

建立一套能让以中国人群为主

的乘客达到最舒适状态的照明

系统，通过科研工作为创新赋

能，一切从零开始。

“我很高兴的是，从一无所

知到逐渐摸出门道，再到将项目

全部完成，我们对客机客舱、驾

驶舱的照明采用‘中国创造’的

人性化情景照明设计，为给乘客

和机组人员提供安全舒适飞行

环境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013 年，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国中车）找

到林燕丹，希望可以研究出轨道

交通驾驶室内照明的光学参数

标准，解决驾驶过程的光污染隐

患，而这也是长期被垄断的技

术，“我们只能从工程上大概了

解别人是怎么设置，但内在机理

还是不清楚。”

林燕丹带领团队研究不舒

适眩光数学模型，建立高动态

显示调光模型及复杂应用场景

下基于视觉安全的多目标优化

算法，为飞机和列车等复杂场

景提供视觉光环境，保障行驶

安全。最终成果应用在中国中

车出口的美国波士顿橙线地

铁、美国波士顿红线地铁、以色

列特拉维夫红线有轨电车以及

美国洛杉矶地铁等多个型号列

车重点舱室的研发和生产中。

通过保障光的安全、健康和舒

适，调节长期人工光环境服役

人员的视觉安全、情绪和心理

健康。

在飞机、列车和汽车等重

要的支柱制造业领域，林燕丹

带领团队常年攻克光领域的

基础科学问题，解决驾乘光安

全、光健康的共性机理问题，

攻坚影响安全驾驶的关键技

术，也因此受到 WFEO 工程领

域的青睐。

“把复旦照明发扬光大”

基于长年研究实验，林燕

丹形成光环境人因工程学的

基础方法论及光健康评估的

综 合 体 系 ，应 用 于 民 用 飞 机

和多个型号出口列车重点舱

室 的 研 发 和 生 产 中 。 同 时 ，

她 将 基 础 研 究 的 方 法 论 ，应

用 到 学 生 培 养 中 ，让 学 生 也

掌握方法。

“我不是一个会直接给学生

答案的老师，我更愿意教会学生

科研的方法论，培养他们的思考

能力。”谈起自己对学生的培养，

林燕丹这样说。

林燕丹的德国博士生导师

汉斯-乔勤·施密特-克劳森在

1995年创办世界第一个汽车照

明论坛——汽车照明学术研讨

会（PAL）。“我也要在中国办一

个这样的论坛。”2012 年，已经

归国在复旦工作的林燕丹负责

中国照明学会交通照明与光信

号委员会的工作。几个月后，

由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和中

国照明学会交通运输照明和光

信号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

一届中国国际汽车照明论坛

（IFAL）正式举行，这也是中国

首个国际汽车照明的学术论坛。

如今，每年 IFAL 研讨主题

和 热 点 研 究 课 题 的 发 布 ，为

产、学、研各界提供了新的科

学研究方向。

谈及未来，林燕丹笑着说：

“我希望在光对人体功能影响的

深入内涵上，基于光的人因工程

学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把复旦照

明继续发扬光大，保持全球领

先，焕发学科新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赵天润

坚守光健康领域一线20多年的领军者

9月9日，在第三十九个教
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是我们党探索教师队伍建设实
践的独特升华，进一步回答了
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教师队伍
的重大问题，从精神层面把我
们党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认识
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又一
次丰富拓展。

强 国 先 强 教 ，强 教 先 强
师。古往今来，人类文明丰富
多彩，发展图景各有不同，但重
视教育、尊崇教师的理念则是
相近的。教育家是从教师队伍
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他们
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是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
先生”，是被社会尊重的楷模和
世人效法的榜样。教育家精神
是教育家这一群体所秉持和具
有的信念、道德、价值、素质的
综合体现，具有鲜明的道德感
召力、价值引领力、实践驱动
力。诚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都能产生自己的教育家。中国
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由中国教
育的发展道路、文明形态、时代
使命所共同决定的。

教育家精神遵循着特
有的发展道路

一种精神的产生总是因为现
实实践的展开而遵循着一定的前
进道路，这是精神演变形成的道
路辩证法。“中国特有”的根本前
提和建构基础关涉中国实际、中
国特色、中国道路等各方面，其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道路。因
此，教育家精神是从我国教育事
业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
产生出来的，是新时代教育强国
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
事业走过了由旧到新、由小到大
的非凡历程，实现了从文盲大国
向教育大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
资源大国的转变。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
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
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
正确的。沿着这条发展道路，我
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
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

育的权利，极大提高了全民族素
质，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为孕育产生、推进拓展教育家精
神奠定了坚实基础。

教育家精神有着特有
的文明内核和实践主体

教育家精神是在对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特别是
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传承创新
中产生出来的。自古以来，中华
民族就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
优良传统，正所谓“国将兴，必贵
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
存。”《礼记·曲礼》有云，“从于先
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
道，趋而进，正立拱手。”

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形成了
一套独具特色的良师标准。中
国人历来以“师者，人之模范”的
标准来要求教师。古人讲：“欲
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质之不
美，患夫师学之不明也。师学不
明，虽有美质，无由成之矣。”近
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
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表达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

深入剖析教育家精神的内
涵实质，我们可以体悟到教育
家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
共同价值观念有众多契合相通
之处，同时又结合历史条件和
时代特点进行了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同时，教师群体中涌现出的
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是中国
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创造者、践
行者、展现者。从人民教育家于
漪到张桂梅等，好老师没有统一
的模式，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
可少的特质。

教育家精神正是由以于漪、
张桂梅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和优
秀教师在长期立德树人的生动
实践中展现出的共同特质凝聚
起来的精神结晶。

教育家精神昭示着特
有的时代使命

纵观人类历史，教育兴则国
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世界强
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
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
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源源不
断的人才资源是我国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
后发优势。教育家精神昭示着

新时代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引领广大教
师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
教育事业，增强成为人民教育家
的志气和底气。

历史发展的一条铁律是：一
个既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又
能够创造丰富精神财富的民族，
才能获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准入资格。中国特有的教育
家精神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
在丰富和充实自身精神世界上
的与时俱进，为提升教师岗位幸
福感、事业成就感、职业尊崇感，
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
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提供了
强大精神指引和价值支撑。

当然，中国特有不等于中国
独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优
秀教育理念精神同样值得交流
互鉴。但毫无疑问的是，立足教
书育人岗位、高扬教育家精神旗
帜的中国教师队伍必将在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不断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 / 李冉（复旦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原文刊登

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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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扬 中 国 特 有 的 教 育 家 精 神

弘扬教育家精神

▲林燕丹在光学实验室与相关人员开展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