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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 年于中

科院上海有机所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德

州农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4 年入职武汉理工大学，主

要从事氟化新技术和含氟药物的合成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论文 70 余篇，被引用 2500 多次。申请发明专利 18 项，

其中已授权 9 项。主持国家、省部级和企业横向课题 10 余

项。入选湖北省各类省级人才和武汉理工大学“15551 人才工

程”青年拔尖人才（第一层次）。2019 国际化学元素周期表年

（IYPT 2019）为锿元素代言。相关研究成果在药学学科评估

和制药工程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申报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

用。 

1、思想政治 

陶行知先生说过：“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张成潘教

授深知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首先应该拥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养：他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贯彻落

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思想积极进步，有坚定的信念和正确

的政治方向，政治觉悟高，思想素质过硬；与此同时，他在

工作中以高尚的德行引领人，以端正的作风影响人，奉行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准绳，以优良的思想政治作风为表率，

潜移默化地教化学生于无形；工作中自觉坚持教育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自觉承担时代责任和历史



使命，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融合，起到了良好的正面

引领效应。 

2、教学育人 

教书育人是一名人民教师的天职与本分。为切实提高教

学效果，扎实推进育人成果，张老师立足本职工作、扎实履

职尽责，做出的工作主要有： 

1）注重课前备课。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对于研究

生课程的讲授，张老师自始至终坚持善思谨行的治学风范，

多方搜集教学资料，精心编制教学方案，细心开展教学演练。

借助精心的筹备、精巧的设计以及精妙的构思，着力打造精

致的教学，呈现课堂的精彩。 

2）讲求课堂实效。在课堂的讲授方面，张老师力求旁

征博引、深入浅出，善于结合不同的课程特征安排不同的教

学环节，来打造活跃的良性互动性的课堂氛围。比如《药物

波谱学》这门课，他注重抽问抽答、案例分析和应用练习；

而《专业英语》这门课，则注重专业词汇讲解、以翻译促进

理解、放声朗读、场景教学和短视频听力训练等教学手段帮

助学生提高专业英语水平。在知识讲解到位的基础上，他还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发散思维、举一反三，努力变授人以鱼

为授人以渔。 

3）重视课后巩固。靡不有初，善始善终。对学生知识

的灌输不能以课堂的结束为终结。为此，张老师会为学生精



心布置一些富有启迪性的课后作业，并逐一认真批改、批注，

形成良性反馈机制，确保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

获。 

3、科研育人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在带领团队前行的过程中，张成

潘教授奉行科研育人的理念，切实提高学术水平，助推学生

稳步成长。 

1）严格的时间管理。高效的时间管理成就高效的人生。

在团队的管理中，他将时间管理作为第一要务，在设定时间

规范的基础上，狠抓贯彻落实。他深知为人师表是一种无声

的教育，因此，在规范及要求学生之前，他身先士卒，以身

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比如，为保证

学生科研、学业的成效，课题组设定了每周工作 6 天、每天

8:10-22:00 的工作时间。实践中，他总是会在 8:00 点前抵达

实验室，于 22:00 点后离开。细微之处见精神，上述措施的

扎实推进，助推团队在前行途中一步一个脚印，确保科研工

作保质保量地进行。 

2）严密的科学素养。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张老师着

力于培养并锻造学生严密的科学素养。首先，科学研究的开

展必须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实践中，他时刻教导

并督促学生合规合范、安全地开展各项实验：实验操作必须

遵循操作规范，严格在通风橱中进行；为确保人身安全，他



的课题组不吝啬于各安全防护设备的配备；对潜在的危险操

作，操作者必须将每一步操作细节向他作具体汇报，在确保

具备详细可操作指导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实验进程。其次，

他致力于引导学生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揭示科学。比如，对

于各项科研数据，要力求客观、真实、完整，记录完备；要

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再次，他深知科学研

究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通过启发式引导，启迪学生用正

确的学术思维创造性地做科研：一方面要形成正确的成败

观，允许失败，但绝不重复同样的失败；另一方面，他鼓励

学生积极思考，不做简单操作工，善于対实验现象进行总结

和思考，让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3）严谨的学术规范。张老师认为严谨求实是学术研究

的基本规范。为此，他要求学生严谨治学，谨遵学术规范，

恪守学术道德。比如，对于学术论文的撰写，他会要求每位

同学务必客观谨慎、严格对待，实验数据一定要真实、可靠。

在撰写论文之前要梳理清楚论文的逻辑，遵循科学依据，免

于数据堆砌；其次，语言文字是科学揭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论文成稿以后，他会要求研究生对论文语句进行推敲：借

助于多次默读、朗读或者相互阅读，检查语言文字是否通顺，

检验科学表达是否贴切；最后，学生将论文初稿交给他后，

他还会逐字逐句地进行批注修改，确保每位同学都能再上层

楼。 



4、服务育人 

在做好教学育人、科研育人工作的基础上，张成潘教授

也秉承服务学生的理念，切实推行服务育人。 

1）同僚互助服务。他秉承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

念，关心学生生活，关爱学生互助成长。比如，他会时常关

注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如果谁有感冒发烧等症状，一方面，

会担当起医务急先锋的角色，督促学生及时就诊，时刻跟进

学生恢复情况；与此同时，会充分发挥同僚的互助效应，为

学生的生活、成长搭建起友好、互助的桥梁。 

2）心灵枢纽服务。当今时代，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日益

被广大教师和社会所关注，张老师也非常注重学生的心理健

康，乐于担当学生心灵的枢纽。在发现学生具有潜在的心理

问题时，他会耐心细致地加以疏导和引导，必要时联系校心

理中心进行适当的干预。比如，庚子之春新冠疫情爆发时，

他第一时间在工作群内对每一位成员进行了慰问，告诉学

生：“一定要遵从政府和社区的指挥，进行严格居家隔离。”

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医护人员，我们一定可以度过难关！”，

借助于一项项干预措施，成功地在学生中间传播了正能量

（ 相 关 事 迹 也 被 学 院 的 网 站 报 道

http://sccels.whut.edu.cn/jxdt/202003/t20200330_437045.shtml

）。 



3）平台建设服务。为助推学生成长，张成潘老师在课

题组内创设了一周一次的常规组会制度（疫情期间为一月一

次）。一方面，同学们可以聚在一起拉拉家常聊聊八卦吐吐

槽，另一方面，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科研进程，互为助益学术

成长。此外，他还鼓励研究生多参加志愿者活动，争做对社

会卓有贡献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武汉理工大学任教的这段时间里，张老师主讲了 3 门

课程，教学成效突出。指导的研究生还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

学术论文。更令人高兴的是，他指导的研究生不仅思想政治

素质好、而且学术创新能力及实践创新能力强，毕业后有去

高校任职的、有去大型制药企业工作的、有继续读博深造的。

其中，指导的研究生韩家斌、施进、田泽宇曾独立主持和承

担自主创新项目；指导的研究生赵成龙和韩秋燕获得过校级

优秀学位论文；指导的研究生董涛和宋海霞还获得了研究生

优秀学位论文培育项目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