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帮他实现了梦想
时间回到 6 年前的 2013 年，当时林

晓滨还是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的一
名学生， 代表学校去参加砌筑项目的选
拔赛。竞争是残酷且激烈的，到了全国选
拔赛的 2 进 1 的环节时，林晓滨失败了，
只能以全国第二名的身份作为备选选手
到国外去观摩世界技能大赛。 两年后的
2015 年，相似的剧情再次上演，林晓滨
再次遗憾陪跑。

同年， 林晓滨留校成为了同学们的
实习指导教师和竞赛班教练。而 44 届世
界技能大赛砌砖冠军梁智滨就是他带的
第一名竞赛选手。“我在带的第一届孩子
身上确实投入很多，希望他能争口气，能
拿个世界冠军。”而当自己的学生真的拿
到世界冠军的那瞬间，林晓滨非常兴奋，

“他帮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
从选手到教练的转变是艰难的，“选

手自己训练好就可以了， 但是教练要考

虑很多。 ”不仅要总结经验，帮助选手提
高技术， 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保障工作包
括准备图纸，布置场地，准备材料等等。
作为教练的林晓滨也一直在总结经验，
根据同学们的状态来调整训练方法，比
如为了提高速度， 让两个人在训练的时
候对着砌，制造紧张感。比如在训练的时
候， 以最高的标准要求学生，“我们在平
时教学生的时候很严格， 一定要他做到
100 分为止”，训练的难度和题目量都会
比世界技能大赛大，就是这样，林晓滨带
出了两届世界冠军。

“我好像没什么课余时间”
点进林晓滨的朋友圈， 能看到一行

字，“天道酬勤”。 他说这是他的座右铭。
“我是潮汕人，爸爸妈妈都很勤奋，我从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做事， 比如摘
果子、种菜等等。 ”他也一直受着家庭中
“勤奋”的影响。

“您平常课余时间会做什么？”，听到
这个问题， 林晓滨思考了一下，“我好像
没什么课余时间。”林晓滨的工作时间从
早上 8 点持续到晚上 10 点，学生们训练
时，他也一直都在。 集训基地没有空调，
地面上也堆满了砖头、 砂浆和训练砌筑
的墙体，一到夏天，在蚊子的干扰下，环
境就显得更加恶劣。 45 届世赛冠军陈子
烽说：“夏天砂浆会被晒得格外烫手，砌
砖时手还会被烫破”。林晓滨就一直陪着
他们。在这里工作完之后，林晓滨还要对
选手的状态进行总结。 每个选手的训练
期是两年，选拔赛之前，每个选手要到国
家集训队训练两三个月， 而林晓滨在两
年时间里， 只有两三个月是没有和同学
们在一起的。

“我现在的目标是能培养更多的技
能冠军， 还要尽快把实训的东西就是转
化为教学，希望有更多学生参与进来，学
习这个技能。 ”林晓滨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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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第 35 个教师节，
35 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取得

长足发展。 全国现有各级各类专
任教师 1673.83 万人， 比 1985
年的 931.9 万人增长 79%。 这
1673 万多的中国教师中，每一个
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广东各类学校中，冠军、明
星学生层出不穷， 他们每一个人
的成才成名背后， 都离不开老师
们的辛勤培育。 今天，我们走近这
几位明星学生背后默默耕耘的师
者，通过他们的故事，去更深入地
了解这些师者们的匠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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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学生”背后的师者们：

亦师亦友的他们，一步一步带领 学生成长为那个最优秀的自己

首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战队队员

张东与机器人大赛的渊源， 要从
2001 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大学生机器
人电视大赛（(Robocon）”说起，当时组
队参赛的任务， 落在了中国第一代机
器人专家 ， 张东的硕士生导师老
师———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谢存禧教
授身上。 也是那一年，学校首个机器人
实验室应运而生。 而张东，也被选拔为
第一届参赛队员，从此，便与机器人结
下了不解之缘。

张东回忆，第一届 15 个参赛组员
经过 7 个多月的日夜奋战， 打造出了
寓意为“龟鹤延年”的“吉祥号”机器
人。 他们被评选为“首届全国大学生机
器人电视大赛”的种子队。 自此之后的
17 年， 无论是在读硕博时还是留校任
教后， 他都一直在指导基地的学弟学
妹们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并在 2010 年
谢存禧教授退休后负责机器人实验
室，一路与实验室同成长。

梦想打造 “中国的波士顿
动力实验室”

大型机器人大赛， 除了需要长时
间的备战，还需要技术过硬的队伍、足
以支撑的费用、 训练场地等等各类条
件。单单就费用一项，就无法估量。“这
就像个无底洞，多少钱，都烧不完。 ”张
东说。

2014 年，RoboMaster 全国机器
人大赛诞生了。 几名热爱机器人的华
工学子，与张东一起凑了不到 5 万元，
有人甚至拿出了在大学近一万元的奖

学金，期望让华工机器人重新出征！ 然
而，这些钱用起来捉襟见肘。“我们把
钱花在设计和优化机器人上面， 其他
地方能省就省。 ”当时的副队长蔡德铮
说，为了省钱，队员当时连一个电钻都
舍不得买， 一台机器上的上百个螺丝
都是手工拧上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 年 5 月，这
帮年轻人组成的“华南虎”和“赤刃虎”战
队，代表华工参赛，一举闯进总决赛十六
强。看着学生们的激情和努力，张东也默
默开启了“拼命三郎拉赞助模式”。

2016 年，“华南虎” 捧回了全国赛
的季军奖杯。 2017 年，“华南虎”历史性
夺得了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总冠
军。 这是过去十多年来，广东省高校第
一次在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上捧走
冠军奖杯。 次年，“华南虎”再次蝉联全
国总冠军。

如今，华南虎已有正式队员 78 人。
庞大的团队， 以及一年要参加的各类
比赛，使得实验室的费用也与日俱增。

“学校给的资金不足比赛总费用的一
半，剩下的资金就需要找企业赞助了。
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拉赞助。 ”张
东笑着告诉记者，今年 3 月至 4 月，他
一个月就写了 6 本资金申请书，“自己
都觉得自己牛了，哈哈！ ”

而正是有张东在背后的支撑，基
地的队员们才一路勇往直前。 华南虎
现任队长邹旭书就说：“有张老师在，
我们就能安心打比赛。 就能在这个平
台上，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

作为老师的张东也有自己的梦
想，那就是打造“中国的波士顿动力实

验室（全世界最顶尖的机器人技术实
验室）”，“我希望我们的实验室有一天
能成为‘中国的波士顿动力’，在此之
前需要一点一点把人才培养好。 ”

“允许我们犯错（不能超过
2 次）”

“温和的”“可以怼的（有理的）”
“爱开车却从不翻车”“允许我们犯错
（不能超过 2 次）”……在学生眼中，张
东是团队里最没脾气的那个“灵魂人
物”。 张东也自认为，自己是个大部分
时间都是属于温和派的师兄。

邹旭书对张东允许队员犯错的理
念，是支持的。“他（张东）常说犯错也
是成长的过程，成长就是需要代价的，
可以犯错，但不能一错再错。 ”邹旭书
说，事实的确是这样，大家这样成长起
来更快。

说到这些， 头发有些花白的张东
笑着吐槽：“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
一届都有人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我们
实验室的无人机，年年都有人玩坏了，
一台 5 万多元呢！ 但话说回来，实验室
这些设备，就是给他们用的嘛。 ”

“这个实验室就是一个全方位培
养人的地方，通过比赛、通过犯错，可
以让他们成长得更快些， 这能培养他
们的团队精神、坚持梦想的韧性、抗挫
折的能力。 ”张东说，他一直都放手让
队员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大胆去
闯。 这，就是张东践行的因材施教，“提
供一片条件最好的土壤， 让师兄师弟
们去‘用手思考’，成长为那个最优秀
的自己，也成就最优秀的团队！ ”

从幼儿时代开启的“篮球人生”
刘炜浩的人生， 与篮球密不可分。

“我从两三岁就开始在篮球场摸爬滚打
了。 ”刘炜浩笑着说，也正是因为幼时的
萌芽，让他爱上了篮球，一发不可收拾。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对篮球的兴趣
越来越浓。大学毕业时，刘炜浩进入一所
学校当体育老师，但并未从事对口专业。
直到 1997 年年底开始担任广工的校篮
球队教练， 开始了一心一意只干一行的
篮球教练生涯。

刘炜浩从不主张照搬别人的训练方
式，他觉得每一个团队、每一个队员，都应
该有对应的训练方法。所以，执教学校篮球
队的 22年， 刘炜浩一边跟着团队成长，一
边更努力地学习和钻研新的方法。

这些年， 这位功勋教练曾带领学校
篮球队三次登顶大超杯冠军、 两次摘得
亚军、一次季军。2012 年深圳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带领中国男篮为中国夺得第 9 块
金牌。 为表彰他对十三届全运会做出的
贡献，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他记大功一次。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上， 中国男篮以七

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三人篮球比赛男子组
冠军……

要打好球先要做好人读好书
刘炜浩认为，篮球这项集体运动，队员

们要有“极强的团队意识，队员间必须互相
信任，所以队员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好”。

近年来， 刘炜浩带的大部分是 90
后、95 后的队员，这些队员大部分是独生
子女，“有性格， 遇事考虑自己的比较
多”。 要带领这样一帮年轻人打好球，刘
炜浩坦言“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日常，
他会反复提醒和要求队员们遇事“不允
许相互指责， 有问题先想想是不是自己
的错，而不是先责怪同伴”。

在学习方面， 刘炜浩也有自己的看
法，因为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大都今后不
会从事职业比赛，因此他并不认同他们只
需要打球训练， 不需要上文化课的趋势。
就算平时训练很累，刘炜浩都像个“啰嗦
的老爸”， 一遍遍地跟队员们说要上好文
化课，要学好知识，因为“大学里所学的专
业背景，就是他们以后的生存技能”。

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队员张贵川通
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四川大学体育教育
专业的研究生； 吕彦佩 2015年毕业后在
广汽研究院，目前参与了汽车项目的配置
表和整车 BOM表等方面工作……

做一个父亲该做的能做的
如今， 来找刘炜浩训练的学生日渐

多了。而他这些年，都是把队员们当成自
己的孩子，从生活小事入手，教他们如何
为人处世。因此，训练场上，他是严父，生
活中，他又是慈父。“这是一个父亲该教
的，也是父亲可以影响他们的”。

他希望球队“有家的感觉———队员
们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出成绩，也在这里
找到归属感”。 刘炜浩的努力，得到了队
员们的认同， 曾担任国家男篮队长的周
鹏及任俊威、任骏飞等球员，即使毕业很
多年，依旧会和刘炜浩无话不谈。

“训练生活样样都要操心，更多地在
扮演父亲的角色， 而这个父亲最好能懂
点心理学。 ”在校队执教的第 22 个年头
的刘炜浩如是说。

新快报：您当初为什么选
择教师这个职业？

张东：我是哈工大来华工
读硕博，觉得这个学校很有底
蕴， 而我的家也就在广州，留
校离家也近。我也想做点自己
喜欢的事———看着师弟师妹
们成长。

刘炜浩： 一开始当老师
的父母是不希望我当老师
的， 但机缘巧合下我还是成
了一名老师，更幸运的是，最
终成为了自己喜爱的篮球老
师，并小有成就，父母为此也
略感欣慰。

林晓滨：刚开始我是这个
学校的学生，后来发现国内关
于这个项目的教练很少，我就
留校当教练了。

新快报：作为老师，你最
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时候？

张东：他们的快速成长就
是最好的回馈，因此当他们学
会感恩， 学会致谢所有人，就
是走向成熟的标志。

刘炜浩：看到学生一次次
取得成绩， 一次次为学校、为
广东省、 为国家获得荣誉时，
就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林晓滨：看着我的学生通
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
想。

新快报：作为明星学生背
后的老师，您有压力吗？

张东：没有，现在的荣誉
和奖杯根本不算什么，这都只
是成长的附属品。

林晓滨： 压力肯定是有
的，自己，学校，外界都会对自
己和学生有期待。但是学生自
己的压力也很大，我能做的就
是开导他。

同题问答

“年轻的时候经历痛苦挫折是幸运的，也是生命给予的宝贵礼物。 ”连续两年夺得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总冠军的华南理工大学华南虎战队今年失利了，曾在夺冠
现场偷偷抹泪的带队老师张东，这一次却没有哭，反而称这届参赛队员是“幸运的一届队员”。

在张东看来，各种比赛赢来的奖杯奖牌都是副产品，只有学生的成长，才是真的王道。 为此，
他从来都允许学生们犯错，甚至鼓励他们去犯错，因为“犯错，也是成长的过程”。

温和派教师张东：

“犯错也是成长的过程，
可以犯错，但不能一错再错”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男篮以七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三人篮球比赛男子组冠军。 而这
3 名队员，全都是来自广东的草根球员。 其中，队员曾冰强和主帅刘炜浩，都来自广东同一所高
校———广东工业大学。

带着毫无职业篮球经历的团队问鼎亚运会冠军，这位在广工校篮球队执教 22 年的主教练刘
炜浩功不可没。 这 22 年来，他还曾带领学校篮球队三次登顶大超杯冠军、两次摘得亚军、一次季
军等多项令人骄傲的成绩。 而这一切的成绩，都和刘炜浩从小对篮球的挚爱以及与队员亦师亦父
般的培养密不可分。

父亲般主帅刘炜浩：

“训练生活样样都要操心，
自己更多地在扮演父亲的角色”

砌砖世界冠军教练林晓滨：

“勤奋是生存的基础，
学生帮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中国连续八年参加了四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比赛，42 届没有获奖，43 届获得优胜奖，
44 届一举摘得金牌，45 届蝉联冠军。 两届冠军都师从同一个教练林晓滨。

“砌砖项目一直是欧美的强项，他们有几十年的参赛经验，”林晓滨介绍，而中国只参加了四
次技术项目，就能拿下两届冠军，靠的是什么呢？ 没别的，就像林晓滨朋友圈中的个性签名一样
“天道酬勤，勤奋是生存的基础，也是生活的根本。 ”

想了解张东和名震全国
的“华南虎”的日常吗？
更多精彩，请扫二维码

■华南理工大学教师张东与学生们一起在研发机器人。

■在刘炜浩的带领下，广工学校篮球队的队员们夺
得了比赛的冠军。 受访者供图

■林晓滨和 45 届世赛冠军陈子烽在训练。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