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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十年前的阳春三月，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的发展迎来了它的绽

放———由上海交通大学俞勇教授担任总教练，本科学生林晨曦、陆靖、周健

组成的参赛队伍站在了ＡＣＭ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冠军的领奖

台。从那时起，ＡＣＭ世界冠军开始属于亚洲人，开始属于中国人，开始属于

交大人。时隔两年，交大队又一次登峰折挂，戴文渊、赵爽、杨博海捧起了总

冠军的金杯。２０１０年，由郑曌、吴卓杰、金斌组成的交大队再创辉煌，第三次

获得ＡＣＭ的全球冠军。十年来，全球冠军的荣耀三次聚焦到同一个优秀的

群体———上海交通大学ＡＣＭ班。

这是一群同龄人中的精英，从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一起走

进这个大家庭，代代传承，续写着一个又一个传奇。除了三次问鼎ＡＣＭ 全

球总冠军，他们在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两次荣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在这些荣誉的光环背后，在那些闪光的名字背后，他们

经历了多少坎坷中的拼搏奋进，困境中的互助团结，挫败后的梦想坚守……

对于这个班级，他们经历过赛场上形势瞬息万变的惊心动魄，顶住压力在最

后关头升起答对题目的气球；他们体验过学业上快马加鞭仍面临被淘汰的

危险，在低潮来临时擦干眼泪大声给同学和自己加油。他们的故事有很多，

在ＡＣＭ班创办十周年之际，历届的老师、同学们将心情诉诸笔端，娓娓道

来，以抵达内心深处的力量带给我们一些感动和反思。翻阅着这些故事，我

感受到这十年的点滴透露出青春的张力，跳动着奋进的脉搏，澎湃着拼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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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凸现出一个个有志、有识、有恒、有为的年轻人和一个温馨暖人而又充

满活力的大家庭。

新的梦想之旅，续写新的辉煌。从２０１１年起，ＡＣＭ 班已作为“上海交

通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中的计算机科学班纳入致远学院，

并由图灵奖获得者、康奈尔大学教授Ｊｏｈｎ　Ｈｏｐｃｒｏｆｔ领衔的国际知名教授组

成讲席教授团共同执教与指导，全面实施“上海交通大学—微软亚洲研究

院—海外一流大学”联合培养。致远学院以“培养热爱科学研究，具有扎实

数理基础、创新意识和批判性质疑精神，以及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未来科学大

师”为宗旨，目前已形成了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四个方向。

扎根于新的土壤，焕发出勃勃生机的ＡＣＭ班也将凭借致远学院得天独厚的

学科优势和浓厚的国际化氛围，为同学们打下更加宽厚扎实的数学、物理基

础，同时，以计算机科学支撑生物信息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

究背景，也为同学们今后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为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科学

进步做出卓越贡献铺设了道路。

书名《携手》，取自ＡＣＭ班建班时的班训“携手·超越”，它记录了这群

卓越而可爱的年轻人，因为相同的梦想相识相知、共同奋斗的美好时光，铭

刻下这些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们共同成长的心路历程。回首一路走来的艰

辛和荣誉，展望前方新的征程，希望ＡＣＭ 班的师生能坚守自己当初以科学

事业振兴中华的信念，共同携手，不断超越，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居何职，

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创造新的传奇，在人类的计算机科学史上书写新的

篇章！也希望本书的读者能从这些故事里，学习ＡＣＭ班师生刻苦、坚韧、团

结、不懈追求的精神，收获一份感悟和心得，对自己的未来有所帮助！

是为序。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２０１２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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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俞　勇

　　十年前的校庆前夕，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交大人兴奋

不已的喜讯：上海交通大学夺得了第２６届ＡＣＭ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世界冠军！

当时，这一成绩不仅中国史无前例，就连亚洲也无先例。为了这个奖

杯，凝聚了我们多少届队员的智慧与汗水，其背后的故事足以拍一部电视连

续剧。

但是，我们并没有沉浸在这一成绩所给我们带来的兴奋、喜悦中，而是

出于一种责任，决心进行新的尝试。于是，我向学校申请创建ＡＣＭ 班，旨在

培养计算机科学家。今年恰逢ＡＣＭ 班成立十周年，在此记录一些所思所

为，以作纪念。

“有形”说教，“有效”教育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叹息：现在的学生没有追求，缺乏理想，更缺少激

情。我的回答：错！他们恰恰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代，只是我们读不懂他们，

更少有人去研究如何读懂他们。

由于我们的前辈经历了太长年代的挣扎与期待，寄希望于下一代的东

西太多、太沉重，于是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抢逼围”的教育现象，“抢”指

的是过早、过多地让他们面对超出其年龄的学习，“逼”指的是往往把大人的

意愿和兴趣强加于他们，“围”指的是来自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的管教

和压力，他们很少自由，更少自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学习的目的只

是为了完成长辈的意愿，而长辈的意愿往往只要求孩子考上一所理想的大

学，于是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了对孩子的品行教育和人格教育，最

终导致孩子虽然考上“理想”的大学，却没有远大的“理想”。

在大学这样一个没有老师和长辈成天“呵护”的环境中，那些缺乏自控

能力的学生就像从笼子里释放出来的鸟儿一样没有了任何的束缚。外面世

界很精彩，他们很快便迷失方向；当碰到困难和受到挫折时，消极、萎靡、自

闭、怨天尤人、不敢面对，甚至自暴自弃，表现出心理脆弱；从小习惯于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凡事以我为中心，总认为得到的是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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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懂得尊重别人，缺乏感激和感恩之心。

可以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叛逆，只是在告诉我们他们是受害者，

并强烈地希望我们能理解他们，盼望着有人解救他们。这一切不是他们的

错，是时代留下的烙印，关键看我们如何去改变。

一切从头开始，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一次往往会给人

留下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用空洞的说教方式，只告诉他们“不能做什

么”，而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于是，在ＡＣＭ 班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

我以“黄埔军校”作为载体，介绍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

国的危亡。把ＡＣＭ班比作“新黄埔”，它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我们只有

培养出自己的科学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老黄埔的校训是“亲密精

诚”，寓意革命同志要相亲相爱，做事要精益求精，做人要诚心诚意，造就“顶

天立地”和“继往开来”的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

神。ＡＣＭ班的班训是“携手·超越”，要求每一位学子每天把自己变得更强

些，手拉手一起勇往直前，一同改变世界，体现“有志、有识、有恒、有为”的

ＡＣＭ班精神。

从这第一堂课起，让每一位学子从其熟知的“具象”中获得持久的动力、

激情和决心。从而，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不再是张扬而是张力，不再是浮

躁而是努力，不再是自私而是热心，不再是消极而是激情。

主角，使“被动”变“主动”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这是已经被大家认可的观念，但是在很多人看来，

这句话太形式、太口号了。主体可能仅仅因为学生人多，如果不是主体，台

上的教师讲给谁听？其实这句话的含义远比我们可以理解的要更深刻，原

意是希望学生更多的参与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不应该只是讲者与听者的

关系，否则怎么能调动与激发所有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如果把教师

和学生看作是一个团队（不仅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在团队中的每个人都

会有明确的分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就意味着为了统一的目标，团队中每

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一个人只有当其担当了一份责任

之时，才会变得主动、积极，做事才会更有激情，因为没有一个人从开始就不

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出色，这是人“自我实现需要”的本能。

在ＡＣＭ班有一门“学子讲坛”（以前叫“基础实践”）课程，这是一门自编

自导自演的课程，至于所讲的内容只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即可，我倒是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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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一些人文的话题，甚至不鼓励学生讲计算机学科的话题（因为已经有太

多的专业课了），让学生经历“构思—设计—实施—交流”全过程：选择题

材→内容收集与组织→上台演讲→提问讨论→教师点评→互评成绩。设置

这门课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理解老师，平时总是学生评价老师，对老

师比较挑剔。而现在是自己被别人评价，看到别人对自己欣赏，不仅收获了

一份自信，还收获了一份对别人的尊重。一位学生这样评价这门课：“在这

个班级的课表里，你会发现一样神奇的课程，它的名字叫《学子讲坛》。这个

课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门课是真正属于大家的。在这里，我可以听到各

种各样的话题，感受到大家思维的跳动。在学子讲坛这个平台上，大家是不

受限制的。即使是成天在屏幕前敲敲键盘的我们也能说出比文科生更美丽

的语言。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发生在一间小小的教室，但讲的人也好，听的

人也好，大家都早已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就是这门课和这个班级吸引我的

地方。”

在ＡＣＭ班，让学生唱主角的绝非“学子讲坛”一门课程，所有的实验及

课程设计全部由学生自主管理，甚至其内容和要求也是靠着学生们多年的

积累而逐步完善的，可以说目前这些实验及课程设计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了（起初都是参照国外知名大学）。

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

如果大学课程有五分之一（或以上）的内容“扔”给学生，他们一定会比想象

的做得更好。

这样，“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了，更不是一句需要天

天喊的口号了。

“能量守恒”定律，为人处事之“道”

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具有能量，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而只能从

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在能量转换和

传递过程中能量的总量恒定不变———这就是著名的能量守恒定律。

世界万物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不断地自适应着，经历从一种平衡到

另一种平衡的“和谐”过程。从平衡到不平衡，称为“突破”，从不平衡到平

衡，称为“重组”，自然界就是在“突破”与“重组”中不断地进化、发展。

其实，平时的“为人处事”之道也一样，应该追求“为人”与“处事”的和谐

与平衡。如果“为人”高调，你会成为众矢之的，变得孤立无助，一不小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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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身败名裂；如果“处事”低调，你会被认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没有责任

感，这样你会失去很多应该属于你的机会。下面介绍四种典型的“为人处

事”之道：

之道一：高调“处事”、高调“为人”这样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很

高，也能看得较远，同时表现得又很张扬，很盛气凌人，有时甚至会得理不饶

人，不给别人任何台阶下，并以此为快。其实，这样的“为人处事”之道与其

说不给别人机会，倒不如说把自己的后路全断了，只得有去无回。这样的

人，如果能成功，那他一定能成为“政治家”。

之道二：高调“处事”、低调“为人”这样的人目标很明确，胸怀大志，对自

己要求很高，但不会张扬，为人谦虚好学，无论在事成之前还是在事成之后

都一样。显然，这样的“为人处事”之道容易得到众人的帮助，也就更容易成

功，这样的人被称为“实干家”（科学家也在此类中）。

之道三：低调“处事”、高调“为人”这样的人就是光说不做，基本上都能

把死的说成活的，有一定的蛊惑性。当然，如果上不了台面的，那叫“吹牛”，

如果上得了台面的，就是“演说家”了。

之道四：低调“处事”、低调“为人”这样的人基本是只为了生存而学习、

工作的，他们享受着一种低调的快乐，那就是“老百姓”。

ＡＣＭ班推崇的是“先做人、后做学问，在做学问中学做人”的教育理念，

所以我欣赏之道二，希望 ＡＣＭ 班的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夹着尾巴

做人。

但是，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之道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

随着社会环境、个人经历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然，更多的改变应该是在自我

“适应”与自身“和谐”中，如当一个人因高调“为人”而受挫时，只要他是一个

聪明的人，一定会自我“平衡”的，否则带给他的一定是重蹈覆辙。

十年的探索，从无到有，直到收获点滴成功———

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又两次夺得ＡＣＭ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世界冠军，

成为全球该赛事第三个“三冠王”；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ＮＩＰＳ、ＷＷＷ、ＳＩＧＩＲ、

ＳＩＧＭＯＤ、ＳＩＧＫＤＤ、ＩＣＭＬ、ＡＡＡＩ等重要的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了４０余

篇学术论文，并获得国际会议各类最佳论文６篇；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两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十年的前行，从摸着石子过河到如今展望第二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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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ＡＣＭ班已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

划”中的计算机科学班纳入致远学院。该班将由图灵奖获得者、康奈尔大学

教授Ｊｏｈｎ　Ｈｏｐｃｒｏｆｔ领衔的国际知名教授组成讲席教授团共同执教与指导，

全面实施“上海交通大学—国际知名大学—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

计算机科学班（ＡＣＭ班）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新征程、新挑战，我

们共同预祝其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简介：俞勇，男，ＡＣＭ 班创始人。１９８６年７月毕业于

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获得硕士学位。现任上海交

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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