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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学习笔记分享
会上，学员们正在讨论海流

方程公式。

图②③④：学员们的各
种学习笔记。 倪浩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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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某国防重大项目终于快完
成了，这是童创明近 3 年来最“轻
松”的一次住院体验。

8月下旬，在唐都医院肾脏内科
病房里，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
教授童创明静静地坐着。宽大的病服
里包裹着瘦弱的身躯，左手插着输液
针头的他，右手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
着什么。

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
着童创明所主持的某项目思路和技术
难点。有些是文字，也有些天书似的
符号，大多是他在病床上猛然间突现
的灵感。

由于工作压力大，近几年童创明
身体“警报”频起，高血压、高血糖
以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告
诫他，如果再不注意，病情会很严
重。但他还是谢绝了长期疗养治疗安
排，坚持每三个月短期住一次院，“项
目早一天完成，部队战斗力会早一日
得到提升”。

住院前，童创明给参与项目的博
士研究生学员布置任务，并要求大家
有问题马上联系。
“电话中，我们给老师汇报项目进

展情况、缺陷以及数据连接调试等各
种状况。老师问得很细，有时一个电
话就是一个多小时。”前来看望的学生
孙华龙说。

说到住院，童创明有些尴尬地笑
了 笑 。 2018 年 ， 项 目 处 在 攻 坚 阶
段，童创明每天泡在实验室，睡觉
常常都是把简易行军床就地支开凑
合一晚，住院的事也是一拖再拖。
等他再去医院时，主治医师看到他
几项指标升得很高，“命令”他以后
必须按时住院。
“总算有人替我管着他了。”童创

明的爱人徐璐无奈地说：“今年，他从
大年初一就去加班，到现在，只有躺
在医院时才能歇一下。”
“这个项目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

大需求，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把
每一分钟利用好、把任务完成好。”病
床上的童创明说。
“这些年，老师几乎把心血全部

放在了项目上。”学生彭鹏记得“有
一次，学院晚上 12 点突然停电，正
在加班的我收到老师消息，问我实
验室电脑是不是又‘崩’了？得知
数据被损坏后，他立即开车赶到学
校，趁着一点隐约的记忆帮我重新
计算。”

听到师兄弟的讲述，学员邹高翔
也想起一件事。刚加入导师团队时，
面对集七八个学科专业于一体的项
目，他不由疑惑：“童教授平时主攻的
也不过一两个学科，又是怎么打通学
科专业壁垒、耦合系统各功能模块推
进这个项目的呢？”

邹高翔第一次走进导师家，看

到家里一面 10 多米长、3 米高的墙
书架上，满满当当堆满了专业书籍
时，不由惊呆了。“我又想起实验室
里，一字排开、约 15 米长的柜子里
也是书，而且书上大多有眉批和小
注，瞬间就明白了。”邹高翔说，
“这些专业书籍大都是 2013 年准备申
报项目后陆续购买的。7年间，也不
知老师怎么‘啃’下了这些晦涩的
大部头。”

闲聊中，不知不觉已到查房时
间。面对刚刚走进门的主治医师蒙军
平，童创明带着几分“哀求”的语气
说：“蒙医生，我又得和你‘请假’
了，这两天我就得出院，后面还有很
多工作等着我呢。”

他的话音未落，四周的人都笑
了：“这个童教授，真是一位拼命三郎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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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最美军校人

“笔记不仅记录了知

识，也记录着我奋斗的青

春”

洪昱珺的“奋斗史”要从她画的第
一张光路图说起。

打开她的书柜，满满一层都是大学
2年来记的笔记。“这里不仅承载着我的
‘奋斗史’，也记录了我的‘血泪史’。”洪
昱珺随手抽出一本笔记调侃地说。
《应用光学》是她大学期间接触的

第一门专业课，这门课程专业术语多，
单纯靠记忆很容易混淆。于是，洪昱珺
选择画光路图来加深理解。没想到，只
占笔记本五行字的一张小图，她硬生生
画了半个小时。

原来，光路图里涉及各种光的折
射、反射、汇聚等，一不小心就会画偏，
需要边测量边画。刚画好一条入射光
线，就因为透镜的变化需要重新调整位
置。于是，她把透镜先摆好，量好每个
透镜的厚度以及相互之间的距离，再根
据光学定理将折射出的光线精确地画
上去。

虽然绘图“初体验”并不完美，却让
洪昱珺打开了笔记“新世界”的大门。
她发现之前在脑子里“乱成一锅粥”的
专业术语，变成图形后立马生动立体
了，在笔记本上画图制表成了她学习道
路上的“神助攻”。

别看洪昱珺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
“学霸”，初中时的她一次数学考试却在
班级“垫了底”，自尊心非常受打击。为
了提高学习成绩，她开始做笔记。

洪昱珺至今还记得，那是一本红色
牛皮纸封皮的本子。笔记本第一页是
她列的一张计划表，上面工工整整地记
录着每个阶段的学习计划和阶段性目
标，每天要对完成进度进行自我评价，
绝不允许在执行力上“打折扣”。

毕业那天，初中班主任把洪昱珺那
本已经磨得卷边儿的笔记本留存下来，
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下游学生逆袭成为
班级第一名的励志故事，她想传给更多
的学生看。

虽然本子被老师拿走了，但是记笔
记好习惯留下来了。从大一到现在，洪
昱珺写满了 30本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文
字，见证了她每一个挑灯夜读后的晨曦
和每一次攻克难题后的喜悦。

“读一本书要越读越

薄，记笔记是把书读薄的

通关密钥”

“如何让知识入脑入心？”这是王奕
清读军校后常思考的问题。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她在笔记上可是下了不少功
夫。

大一学期结束，王奕清的高数和线

性代数都拿到了 95分以上的好成绩，可
是，大二一堂专业课，让她认清了现实
的“骨感”。

那堂专业课，教员在讲台上行云流
水般地解微积分方程，而王奕清记不起
微积分方程的求解方法。过去拿了高
分，今天惨遭“翻车”，这让她意识到学
习方法出了问题。

翻开王奕清大一时的笔记本发现，
每一节课她都能记四五页纸。她说那
时记笔记就是“一顿猛抄”，导致经常无
暇理解和思考课堂内容。虽然笔记内
容很全面，考试成绩也很高，但“考完就
忘了”。

现在，王奕清的笔记本已经“升级
换代”。她将笔记分为两栏，右侧主栏
记录课堂重点，左侧副栏记录课后的补
充说明，页面下方的空白区域用来解答
疑问。
“调整记录方式后，感觉条理更清

晰了，对知识的掌握不再停留在死记硬
背上，而是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课堂
上，王奕清再也没有出现大脑“短路”的
窘况。

对学员陈尚宇来说，针对不同课程
的学科特点分类做笔记，是他保持学习
“不掉线”的秘籍。“数学家华罗庚说，
‘读一本书要越读越薄’，记笔记是把书
读薄的‘通关密钥’。”陈尚宇的笔记本
主要分为三大类：错题本、记整体知识
框架的本子和记具体内容的本子。笔
记的字数很多，每一本都是“厚积薄发”
的成果。

就拿陈尚宇的英语错题本来说吧，
里面密密麻麻记录最多的是语法错
误。陈尚宇所学专业需要通过英语专
业四级考试，而“专四”中的语法选择题
是他的“软肋”。针对这个薄弱项，陈尚
宇发起了“猛攻”。他把语法知识点的
大框架全罗列出来，然后再一点点填充

小知识点。在笔记上每填充一个知识
点，都会刷对应的真题，如果答错了，便
记录到错题本上，不放过任何出错的可
能。短短一个月，陈尚宇写满了一本笔
记本，语法题的正确率由 50%上升到了
90%。

同班的刘安泽跟陈尚宇有相似的
经历，他也经常在语法题上“卡壳”。陈
尚宇观察后发现，每次做错题刘安泽都
没有进行梳理总结。陈尚宇便把自己
的错题本拿出来“共享”，并耐心讲解记
录错题的重点和方法。
“同学们都笑称他是错题本‘推广

大使’。”开始梳理错题后，刘安泽语法
题的正确率也快速提升。

“它是一种落在纸上

有形的力量，让我成为更

优秀的自己”

翻开学员李湘源的笔记本，一股
“工科男”的即视感扑面而来。没有太
多文字，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像树枝一
样散开的线条和简短的关键字。

李湘源介绍道，思维导图是以中心
词为起点画出主要分支线，然后画出二
级分支线、三级分支线……这样整理笔
记后发现，以前难以理解的理论，一画
到纸上，便像鱼儿遇见了水一样，活灵
活现了起来。
《光通信导论》是李湘源的专业必

修课。在对每一章节做思维导图后，他
发现整本书其实主要在阐述两个问题：
信号功率和信息速率受限的原因及解
决办法。以这两个问题为切入口，李湘
源仿佛一下子打开了光纤通信的“快速

通道”，他把细碎的知识点像树枝一样
串联起来，几百页的教材“瘦身”成了几
页薄薄的“知识树”，重点内容一目了
然。

有了这些思维导图，李湘源的学习
效率成倍提升。上学期，他取得了专业
第一的好成绩。

对李湘源来说，记笔记的好习惯不
仅让他在学业上收获颇丰，在担任学员
队骨干时也受益很多。

李湘源所在学员队虽然人数不多，
却包含了 5个专业，一学期要开设 50余
门课程。学员大队要求，每门课考试前
学员队要先自测，然后对自测成绩不理
想的学员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
“课程考试都集中在学期末，有时

候刚学完课程，紧接着就要考试，哪有
时间自测啊，更何况还要预留出加强培
训的时间。”队里的几个课代表找到副
连长李湘源“诉苦”。
“没事，交给我！”李湘源自信地

拍了拍胸脯。其实，光弄清楚这 50 多
门课的安排就不容易。整整一周时
间，李湘源一有空闲就把自己关进宿
舍画思维导图，当 50 多个节点终于汇
聚到 5 个起点时，李湘源的脸上挂满
了笑容。
“我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方案，计划

每 10周分 5个专业方向组织一次测试，
实时跟踪每位同学的学习状况。”李湘
源用思维导图做的大队学习计划，获得
了各专业负责人的一致点赞。李湘源
也通过这件事惊喜地发现，记笔记对他
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记录方式，而
是内化成了他的思维模式。
“记笔记帮我养成了逻辑思维习

惯，也帮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对我
而言，它是一种落在纸上有形的力量，
让我成为更优秀的自己。”面对未来的
挑战，李湘源信心满满。

“学霸”笔记的N种打开方式
■许 鑫 丁玉辉

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题词是——

“第二生命”。

人人都知道生命的重要，人人都在追求生

命的价值。但对军人来说，生命，还有另一个

“引申含义”。

“我宣誓，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

武器装备……”近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隆

重举行2020级新学员授枪仪式，将象征着军

人“第二生命”的钢枪庄严地交付到新学员

们手中。

这是一场军人特有的典礼。钢枪为伴，

我们接过的不仅仅是一件武器，更是军人的

使命和责任。

“枪为兵之形，兵为枪之魂。”手中的

钢枪既是杀敌之刃，亦是生命之盾。战场

之上，武器是无声的战友，是军人的“第

二生命”。有它为伴，冲锋便无所畏惧，杀

敌便所向披靡。

新学员王镕家：军人选择了戎装，青春
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接过钢枪那一刻，
我的内心热血沸腾，我将它紧紧地靠在我的
胸膛，用心去感触它的炽热。我将把我的青
春压进枪膛，刻苦训练，尽快实现由地方青
年到合格军校学员的转变。

新学员刘念：我有了一支镌刻着独一无
二枪号的钢枪，也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悟
和启迪。军人与枪，就像剑客与剑一样不可
分割。我将把生命交付于它，感知它的心
跳、感触它的呼吸。

左图：新学员接过钢枪。

黎明宇摄

“第二生命”
■竺 晖

校园特别关注

清晨的雾霭还未散去，洪昱珺便早早坐在了书桌前。

打开绘图工具包，拿出铅笔、三角板和圆规，洪昱珺

开始在笔记本上画一幅“皮带轮”的零件图。画轮廓定

形、标凹槽深度、在图上一一标注数值，她仔细地用铅笔

一笔一笔描摹，对每一个数据反复进行比对，因为她知道

图纸上哪怕一毫米的细微误差，都会给实际的装配工作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洪昱珺是国防科技大学2018级学员。翻开她的笔记

本，最常见的是各种电路图、力学分析图和零器件的装配

图等。她对画图情有独钟：“再晦涩难懂的理论，通过绘

图都变得立体直观、便于理解记忆。”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纵然记忆力再好、理

解力再强，哪一个“学霸”的身边没有几本“压箱底”的笔

记本呢？

小小笔记本，承载大乾坤。对于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几位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学霸”来说，那些落在纸上深

深浅浅的字迹、错落有致的图表背后，不光有知识点，也

有方法论；不光有闪光的智慧，更有闪光的汗珠；它们不

仅仅代表着成就感，还是记录着青春奋斗征程的“成长

册”……

“咱们俩比一下！”烈日下400米

障碍场上，学员苏朗乾向战友发起挑

战。

跨越壕沟、跃进卧倒、低姿匍

匐……苏朗乾抿着嘴，咬紧牙，憋

足劲，在训练场上左突右闪，一串战

术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随着一

声呐喊，他携裹着尘烟冲过终点，周

围战友一片喝彩。

新学期开学，空军勤务学院学

员二大队迎来了88名像苏朗乾这样

的“新学员”——在空军工程大学

完成两年基础课程学习的转隶学员。

从军校大门走进军校大门，标准只能

更严。强化军事体能、严守规章制

度、学习院史、学唱院歌……一系列

“强化新训”接踵而至，激励“新学

员”们奋勇争先。

“我们要开启一段新征程，只有

不断挑战自我，才能力争上游。”苏

朗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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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新训”
■韩奇志 欧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