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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鸿福院士获评全国最美教师、李德威教授获评全国优秀教师、龚

一鸣入选“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和全国模范教师等学院教师教书育人的

先进事例被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湖北电视台等多次报道，在

国内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王奉宇、挑战杯国家二等奖获

得者谬璐漪、揭秘最早武汉鱼类的李四光优秀学生奖获得者刘一龙等本

科生潜心求学、勇于创新的事迹登上人民网、科学网、光明网等媒体，

成为大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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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CTV：[2018 寻找最美教师]2018 最美教师获奖人——殷鸿福 

 

2 CCTV：殷鸿福院士讲述“我的学生时代” 

 

3 湖北电视台：湖北首档大学生成长纪实节目-《大学之道》·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 

 

http://tv.cctv.com/2018/09/10/VIDE5DLfzg1Ug720wp1CXukI180910.shtml
http://tv.cctv.com/2020/09/12/VIDEa8ETiJwbeD255dBXFCIh200912.shtml
https://70.cug.edu.cn/info/1022/1844.htm
https://70.cug.edu.cn/info/1022/1844.htm
http://tv.cctv.com/2018/09/10/VIDE5DLfzg1Ug720wp1CXukI180910.shtml
http://tv.cctv.com/2020/09/12/VIDEa8ETiJwbeD255dBXFCIh200912.shtml
https://70.cug.edu.cn/info/1022/18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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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日报：孜孜以求，勇攀高峰——追记构造地质学家李德威 

 

  

https://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tzy2019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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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华网：在传承中绽放光芒——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教师

团队 

 

新华网北京 4 月 21 日电 说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教师团队，当今中

国地质学界无人不晓。这样一个“团队”， 首批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领衔的是龚一鸣，他是全国模范教师、湖北省教学名师、师德标兵和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龚一鸣的周围凝聚着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带领的教学团队被

学界公认是一个团结的、富有朝气的、有凝聚力的集体。童金南，谢树成作为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是学术梯队的中坚力量；冯庆来、王永标、江海水等都能独

当一面，硕果累累，该群体的教师 5 年来发表 Nature 等 SCI 论文一百余篇。 

率先垂范精心育人 

 “爱”是上好一门课的基因。龚一鸣在《高校教师如何上好一门课》一文中说道:

爱教师职业、爱学生、爱自己、爱课堂教学是上好一门课的基本要素，战术上，用

心的课前准备、丰富的课堂过程、及时的课后总结和反思是上好一门课的关键。30

多年来，他用自己的语言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1985 年元月，龚一鸣以优异的成绩在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龚一鸣用了整整一

个学期的时间准备，几乎查遍了学校图书馆与世界地质课有关的所有图件和书刊，

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北京租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鸿祯等在北京讲授《世界地质》课的

讲课录音磁带，反复播放，创造性地模仿老教授的讲课风格和讲课艺术，做了近 200

张读书、备课卡片。第一次上讲台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名称职的大学

教师必须有对学生高度的责任感和渊博的知识；博采众家之长，舍得花时间投入和

认真备课是上好每一节课的基本保证。 

一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不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而一名优秀的大学教

师必须具有丰厚的科学知识积累和优良的科学研究素养。正因为长期以来龚一鸣坚

持教学科研并重，他的课堂教学和野外教学实习深受学生的欢迎。《地史学》是地

质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龚一鸣讲授该课程已有 30 年的历史，但每次上

课他总要以最近的一次教案（包括电子教案）为基础重新备课，用他和他所领导的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02/zt1802_mtbd/201804/t20180423_333972.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02/zt1802_mtbd/201804/t20180423_3339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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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团队的最新教学、科研成果和地球科学的新进展优化、调整、充实新内容，让

学生和同行有常听常新的感觉。 

 

龚一鸣（前一）在北戴河老虎石与 X11164 班同学们在一起 

  倡导优良学风 培养人才梯队 

  龚一鸣团队中最年长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现在，82 岁的殷鸿福依然乐

此不疲地带着全校两个研究生和本科生班级的课程。教学于他而言，依然是一种享

受。从 1957 年兼做助教至今，殷鸿福的教龄已有 60 年，单是门下的博士和硕士生

就有 60 余人。 

  殷鸿福创建的科研团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创新研究群体，并以此为基础

创建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他和学生不仅仅是简单的师生关系，更

是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科学需要传承。一个科学家如果想要追求长远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成就，

还要看他带出来的是不是一支优秀的团队，能否把毕生所学发扬光大。”殷鸿福总结

说。现在，让他最骄傲的就是有一批好学生。谢树成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 

  在距今约 2.5 亿年前，地球上发生了有生命以来最大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是什

么原因导致了此次生物大灭绝？谢树成教授在国际权威杂志《Nature》上发表的一篇

论文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地球上的生物大灭绝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至少分

成两个阶段进行的。外星体撞击说的可能性很小，更有可能的是火山爆发等来自地

球内部的原因，这一成果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

谢树成的三次毕业论文全都是殷鸿福指导的。谢树成这样说：“在研究上，他对我最

大的影响是思路开阔，勇于开创新领域。团队开辟的新领域，甚至是他自己以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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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触过的新方向，他都愿意让我去尝试。他鼓励我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去探索，鼓

励我出国学习深造、开阔眼界，与世界一流科学家合作。” 

  在他硕士论文完成以后，殷老师希望和他一起再去川西北看看。而当时谢树成

正在另一处野外工作，通信不发达，等他收到消息时已是 20 天之后。等谢树成到达

约定的地点后，殷老师已经离开去另一处野外了。后来才得知，殷老师和他约定的

那天，县城里面下了瓢泼大雨，殷老师不知道谢树成没收到信息，自己撑着雨伞在

县城的各个宾馆一直在寻找他，这让他特别感动。 

  雪山铭志草地留痕 

  科考过程中，他们曾经历许多危险。 

  1997 年 7 月至 9 月，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等五国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青藏

高原，到海拔 7000 米的希夏邦马峰考察。谢树成当时 30 岁，有一天，他早早一个

人从 5800 米的考察队营地向 7000 米高处进发，路上他突然一脚踏空，人往一个冰

裂隙中掉了下去。所幸的是，当时他背着一个装雪的桶，卡在冰裂隙中，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到达海拔 7000 米的雪山后，他一开始不适应，还有些头痛。当时他们在山上的

主要任务是取冰芯，一共取了 100 多米长的冰芯。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与他们在一

起考察的一位美国队员，因高原反应太严重，在送往美国抢救的途中不幸以身殉职。

在他们离开希夏邦马峰不久，几名北京大学登山队员也在那里不幸遇险。 

 

6 人民网：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候选人王奉宇事迹 

 

http://edu.people.com.cn/GB/n1/2018/0420/c8216-299403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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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奉宇，男，汉族，共青团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 2014 级本科生。 

 

他是大家眼中的石头迷，在他的寝室里，几百公斤的石头，是他过去 3 年多的

时间里出野外“捡回来的”。他是湖北省第十一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特等奖和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的获得者。

基于 6 个省份 30 多条剖面调研和近 1000 个日夜的研究，他发现了早三叠世（2.5 亿

年前）腕足动物的新物种，并做首次报道，填补了生物大灭绝后腕足动物的演化空

白，也对腕足动物迟缓复苏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将腕足动物的复苏时间提前了约

300 万年。2017 年以第一作者在全球古生物领域权威期刊《Papers in Paleontology》

上发表学术论文，受到国际知名古生物专家 Maurizio Gaetani 正面评论。 

求学问道，坚守地质初心 

王奉宇出生在青海，自家屋后有个河滩，他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河滩

“捡石头”。“就是爱，没有理由”，王奉宇自己也说不出迷上石头的原因。基于热爱，

他报考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入学不久就选定宋海军教授作为导师，

选定早三叠世的腕足动物作为研究方向，之后便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为了能够鉴

定采集到的早三叠世的腕足动物化石，他先后阅读了国内外数百篇文献和专注，其

中不乏德文和俄文的文献。他将这些论文和专著中所描述的腕足动物化石一一提取

出来，以国际上公认的分类体系为基础，仔细甄别，去伪留真，共整理出了 207 个

属 416 个种，最终建立了自己的三叠纪腕足动物数据库。 



7 

“我对这个学生最深的印象就是对化石的由衷热爱，在野外一旦发现化石，就走

不动路，他永远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永远都会有问题要问。永远是最晚从山上下来

的那个人”，宋海军对这个学生赞不绝口，“他做事踏实认真，有股子一丝不苟地钻

研劲儿，静得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入学以来，他几乎所有的寒暑假不是在实

验室就是在野外，他以超乎常人的热情投入到文献整理、野外工作和化石鉴定中去。” 

求真务实，踏遍群山找寻真知 

早三叠世早期研究报道的腕足动物化石十分稀少，全球范围内仅找到了 6个种，

并且化石数量十分稀少，探究这一时代的腕足动物演化规律和当时生态系统的恢复

成为学界的一个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王奉宇将大学期间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用

来出野外，寻找腕足动物化石。三年来，他的足迹踏遍西藏、湖北、广西、贵州、

安徽、湖南 6 个省市自治区，对共计 30 多条地质剖面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

本的野外记录，上万公里的野外考察找寻，终于在湖北采集到珍贵的 306 枚腕足动

物化石标本，在大灭绝后早期阶段，化石标本如此丰富的腕足动物群绝对是一个罕

见的发现。 

为了鉴定所发现的腕足动物化石的种属，他所有课余时间都在博物馆里处理研

究化石。他对所发现的 306 枚腕足动物外部轮廓和外部结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获得了腕足动物从幼体至成体外部形态的成长规律。豌豆大的腕足化石，他 0.01mm、

0.01mm 的切片，通过 2000 多个切面的精心磨制和系统观察，成功复原了所发现腕

足动物化石的内部构造。为了弄清发现的化石的前世今生，他系统的收集整理资料，

经常通宵看文献，查资料，通过上百篇文献和专著中关于腕足动物研究结果的整合

集成，他对这一时期的腕足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 

大胆质疑，填补生物演化空白 

经过反复比对和论证，他在 306 枚标本中共鉴定出 3 属 3 种其中 1 新属 1 新种。

他将新种其命名为“利川诺贝尔”，这一发现填补了大灭绝后早期腕足动物演化的空

白。且这些腕足动物化石都属于大灭绝后的新类型。对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的腕足

动物迟缓复苏的观点提出质疑，将腕足动物的复苏时间提前了约 300 万年。在宋海

军老师和陈晶老师的耐心指导下，2017 年，他经历了投稿拒稿，改后再投的反复折

磨，最终这一成果被发表在全球古生物领域权威期刊之一《Papers in Paleontology》

上，受到国际知名古生物专家 Maurizio Gaetani 的正面评论。以此成果为基础他参加

了 2017 年的挑战杯竞赛，获得湖北省第十一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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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特等奖和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而在研究

过程中，他尝试创新研究方法，其中用于化石研究的“饰白化石的氧化镁喷涂装置”

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16211313555）。 

志向崇高，做新时代地质青年 

青山不改，激情依旧，创造缤纷，不留遗憾，是他的座右铭。心中永远充满对

知识的渴望，脚下永远充满去探索的力量。不忘地质人的初心，用知识和行动去探

寻更多的地学奥秘，牢记青年人的使命，把小小的地质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他痴

迷于化石，不断探索寻求真知的优秀事迹，在海内外校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

时也被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湖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多

家媒体报道。生活中的他是个热爱摄影，热心公益的腼腆男孩儿。2017 年，王奉宇

获评“青春地标-2017 地球科学学院年度人物”，因科研成绩突出获得殷鸿福与金钉子

奖学金（1/15000）），而他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拿来做公益。在广大师生中还充当

着“化石猎人”和“化石医生”的角色，时刻以憨厚淳朴的性格去感染身边的人，把兴趣

爱好和求知的热情转化成为大家服务的暖心力量。 

 

(责编：张梦(实习生)、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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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学网：谬璐漪：地学之路的挑战者 

 

 

  

https://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9/7/348062.shtm


10 

8 光明网：他把武汉鱼类历史提前了约 200 万年（刘一龙） 

 

 

 

https://m.gmw.cn/baijia/2021-03/29/13021958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