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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浩:

求求学学问问药药无无止止境境
教教书书育育人人满满天天下下

求学药科

只因最初的热爱

春天的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的校园
里，花红柳绿，散发着别样的生机，初见方
浩便是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上午。他刚
下课不久，回到办公室许多人找他，有学
生、有老师，一刻也不得闲。

说起和药学结缘，方浩说很大程度上
是从小感兴趣。小时候生病发烧，家人带
他到医院打针、服药。看着花花绿绿的药
品标签，方浩感觉这些东西真是挺神秘
的。本来烧得很烫，没想到打针吃药后，再
睡上一觉，病就好了。尽管现在他已熟知
药物起效的作用机制，当时真是感觉太神
奇了。

1992年的高考季，带着对医药的兴趣
和憧憬，方浩成为中国药科大学的一名本
科学生。四年的学习让他通晓药物生产流
程，可如何发现一个新的药物，他依然觉
得雾里看花。

药学无止境，即将本科毕业时方浩报
考了研究生，期待在药学殿堂继续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仅体验了科研工作
的酸甜苦辣，而且也感受了药学学科的博
大精深。药学作为医学、化学、生命科学的
交叉学科，有太多的未知领域值得探索。
有时一个小问题，可能要查阅很多书才能
找到答案。特别是科研实践工作中碰到
的许多棘手问题，常常因为涉及多个学
科领域，搜寻各种参考书后也难觅合理
的方案。

在攻读博士期间，方浩在导师的帮
助下来到北京大学天然药物与仿生药
物重点实验室进行客座研究。这次机会
不仅让他学会将国际先进的计算机软
件用于创新药物研究，更让他在新的环
境中开阔了眼界，感受了国内高校在研
究生培养和科研工作中的不同风格。
2001年，方浩圆满完成了药物化学博士
生学习任务后，将科研探索的目光聚焦
到了国外，又开始了三年多的美国博士
后研究工作。

回国任教

立足山大天地宽

初到美国，先进的科研仪器、丰富的
图书资料让方浩开始更高效地开展科
研，随着工作推进，他越来越觉得掌握
先进的仪器和实验方法固然重要，但更
关键的是需要有新的思路。“不管在国
内还是国外，科研工作都需要及时关注
前沿领域的研究动态，认真思索未来的
发展方向，这才是创新研究的精髓。”方
浩说。

在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
对方浩影响最深的是美国导师对待科
研工作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科学
态度。有时当他向导师请教问题时，导
师不仅亲自帮他从成堆的文献中找答案，

还指导他如何利用各种图书资源获得更
多的相关资料，而国外高校定期的学术
报告和课题组内部的组会也让他收获
颇丰。

国外的学习经历让方浩受益匪浅，
他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学术环境
的改善，2004年，他毅然回国并到山东大
学药学院任教至今。“刚回国时肯定有些
不适应的地方，就好像刚到美国也需要
适应一段时间一样。”方浩说，但回国之
初，山东大学药学院为他提供了大力支
持，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适应了教
学科研工作，他先后承担了“计算机辅
助药物设计实验”、“药物化学(双语)”、

“药物信息学”等多门新开课程的教学
工作，科研工作也逐步展开。由于教学
成绩突出，他还获得山东大学第七届

“青年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
“我到山大的几年时间里见证了药

学学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7年山东
大学“药物化学”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
点(培育)学科，2009年由山东大学作为
主要承担单位的山东省重大新药创制综
合性大平台建设规划获得国家科技部批
准，这些成就标志着经过全院师生的共同
努力，山东大学创新药物研究进入了崭新
的历史阶段。”方浩说。

教书育人

创新人才培养

回国之初，经过短暂的调整和适应，
方浩很快全身心投入到在山大的工作中。
因为身兼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工
作，他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
展不同形式的教育。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2010年方浩作为山东大学首批开展全英
文课程建设的负责人，引进国际药学领域
的多部权威教材和相关师资，并在实践中
探索出适应当前药学研究生创新性教育
的教学模式。同时还采取暑期学校、博士
论坛等多种方式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2012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成功举办了由
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微生物与生物
技术药物领域前沿发展与关键技术”全
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有力地扩大了山东
大学药学研究生教育在全国的影响。此
外，方浩在出色完成本科及研究生教学
工作的基础上，还先后编写全国高等学
校医药规划教材、承担省级教改项目
等。

方浩教授认为，创新人才培养首先
应当是个性化培养。要针对每名学生的
背景和所做的科研课题进行单独指导。
但是在培养过程中，必须教育学生“老
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因为在探
索未知世界的征程上，来不得半点马虎
和虚构。没有严谨的学风和敢于克服困
难的勇气，是不可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
成果。因此，当学生向他汇报工作时，他
最恼火学生说“也许”、“大概”“差不多”
之类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作为

学生应当‘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
“在高校当老师，最重要的是培养学

生的能力。学生发表论文只是表象性的成
果；学生成才，为社会做出贡献，才是一名
老师最重要的成果。”方浩说，他希望通过
自己的指导，学生能在专业技术水平方面
有社会竞争力，“不能让他们离开学校，
离开老师的指导就没有竞争力了。要让
他们懂得：在校自己所学的知识是为了
今后服务于社会，为了今后在社会上更
有竞争力。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潜
能，让他们走向社会时充满自信。”

虽然工作很忙，但方浩从未放松对
学生的培养。他每天至少找一位自己的
研究生聊聊课题，了解学生的动态，“有
时他们实验遇到瓶颈，没人指导就成了
瞎蒙瞎试，纯属无用功。导师的作用就
是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他们指路，授
之以渔”。而在方浩看来，学生水平超越
导师才是自己最大的成就。2011年，他
指导的本科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先后
荣获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中国专利
年会校园发明与创新金奖和第四十届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2014年教师节
前夕，方浩教授被评为山东大学“我最
喜爱的教师”荣誉称号。“在教师节表彰
会上，山东大学李守信书记代表学校为
获奖老师颁奖。这可能是我今生最难忘
的时刻。”方浩教授回忆着当时情景。当
主持人要求每位教师发表一句话感言
时，他说“希望终身立足三尺讲台，为山大
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产学研结合

让科研起航

完成教书育人的同时，方浩教授在科
研方面也硕果累累。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基金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学
者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获国家
授权发明专利4项。2011年他获中国药学
会·施维雅青年药物化学奖，该奖项是全
国药物化学领域青年学者的最高奖励，每
年仅5人获奖。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计划”，2013年获“山东省自然科
学杰出青年基金”。

“基础性的研究再多，好像也只停留
在实验室阶段，要让科研成果转化，才能
更多地服务社会，实现更大价值。”方浩
说。“不同于课题研究和发表论文，真正用
于临床治疗的药品需要经得起各方面的
考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与制药企
业联合攻关。”2009年至今，他与国内制药
百强企业开展合作研究，共同联合申请国
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和山东省自主创新
专项。通过协作攻关，解决药品生产工艺
的关键技术问题，实现了节能减排、变废
为宝和保护环境的目标，并获得2013年山
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二位)。

现在的方浩教授忙于教学、科研和行
政等多项工作，好像一刻也不得闲，但他
说，人生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每个阶段
都需要认真去拼搏和追求，“每天都能向
目标靠近一点点，每天都能看到自己一步
一步向前进，这样才是充实的。”

因为最初的热爱，他在药学科
研探索路上一直向前，国外求学，归
国工作，他把自己所学全部倾注在
学生身上，他努力培养学生适应社
会的“绝活”，他尽力推动产学研结
合，让科研成果更多服务社会，他致
力于研发出一种经得住考验的

“药”，让患者多一种选择。
他是方浩，现任山东大学药物

化学博士生导师、药学院副院长。
2001年博士毕业后，曾在美国密歇
根大学药学院等高校进行博士后研
究工作，2004年底回国在山东大学
任教至今。

本报记者 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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