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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交响曲:文科生们的工科探险

校园生活

从文科到工科的跨越意味着

什么？或许意味着较为生疏的操

作方式和略有欠缺的知识储备，

但更意味着全新的研究思路、更

广阔的视角和不设限的自我发展

的可能性。

来自哲学学院的张之韬、张

路、张浴洋和来自经济学院的杨

俊宇通过课程学习和课题研究，

他们在本专业之外的那条名为

“兴趣”的道路上持续探索，并用

亲身经历证明，“在复旦，学生总

有机会成为更全面的人”。

走进工科天地

2022年暑假，经济学院2021

级本科生杨俊宇来到“SoC 微系

统：理论和实现”的课堂，“一学期

学累了，学点动动手的课程挺有

意思”。2023年春天，已是大四的

哲学学院 2019 级本科生张之韬

想要“物色一些好玩的课程”，于

是选修了“机电系统原理及实

践”，他还说服了2位哲学学院的

同学——张路与张浴洋，与他一

起挑战工科课程。

就这样，抱着相似的对“好

玩”和“有意思”课程的期待，他们

走进工科实践的天地。

“蓄谋已久”的闯入者

“我觉得这些晶体管和电路

在有条不紊地执行着工作时，形

成了非常庞大的一种结构，它们

就像钟表一样精妙地运行。”杨俊

宇对室友说的话，也道出了他热

爱计算机工程的原因之一。这份

热爱萌生于初中，那时他就开始

主动地学习计算机相关的知识。

随着知识储备和兴趣的日益生

长，他在大一升入大二的暑假修

读了“SoC 微系统：理论和实现”

课程。

张之韬对技术的兴趣同样由

来已久。小时候的他经常摆弄叔

叔弃用的电路板，翻看计算机编

程相关的书籍。大四的下半学

期，张之韬想要“突破一直以来依

靠文献的研究方式”。奔着“能动

手”的特点，他看中了关注机器人

设计、制造和应用的课程——“机

电系统原理及实践”。同样主修

哲学的张路和张浴洋在他的推荐

下，也选修了这门课程。张浴洋

说，自己本科阶段修读的课程的

模式比较固定，“机电系统原理及

实践”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突

破和尝试。

“零门槛”的工科课程

这门课的难点之一在于考察

机电系统控制的原理及其背后的

数学过程。最初张之韬没有太大

的顾虑，“肯定会遇到一些不太搞

得定的地方，但不担心学不好。”

任教的唐国安老师出身于数

学系，他有时会分享一些巧妙的

数学推理过程，“听起来确实有点

困难。”张之韬说。但在大部分情

况下，老师们会有意识地简化、略

过数学推演的部分。同样选修该

课程的张路说：“老师考虑到许多

数学推导对我们来说比较难，便

深入浅出地用比喻等方式帮助我

们了解机电系统控制的过程。”这

门课的另一位授课老师郭明旻也

表示，在课程设置时就定下“零

门槛”的目标，适当弱化理论性的

东西。任教团队将这样的“体贴”

贯穿整门课程。

到了期末的项目实践阶段，

学生们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完

全没有工科项目实践经验的文科

生们不清楚什么样的选题才是有

意义且可行的，还要考虑很多成

本和实用性因素。在两位老师的

帮助下，张之韬小组成员们最终

选定了改进麦克纳姆轮小车遥控

装置这一项目。

在实际操作中，教学团队手

把手地帮助他们。张浴洋称，老

师们“不断地对我们提出问题，让

我们独立思考”。张之韬觉得在

这门课上，学生和老师、助教像更

是战友，一起解决问题、改进设

备。

在无数次的调试后，课程作

业完成了。看到小车的行动更为

流畅时，张之韬直言“很开心”。

回顾整个项目实践过程，张之韬

感受到了工科独特的魅力所在。

照亮那个“黑盒”

相似地，杨俊宇在理工科项

目上的实践也始于课堂。在课程

“SoC 微系统：理论和实现”的期

末项目选题中，他发现其中有个

选题标注着“只要能够做出来，就

能拿到A”。于是选择这个项目，

因为当时觉得自己不一定搞得

定，“不一定搞得定”反而激起了

他的斗志。

开始做这个课程项目后，任

课教师吴晓峰和叶菲邀请杨俊宇

加入他们的课题组。在两位老师

的指导下，杨俊宇把这个课程项

目“发展”成登辉项目——“基于

Ardunio平台的MIPS硬件抽象层

接口拓展：从教学课程到科研实

践的应用”。

从此，杨俊宇每周有半天泡

在实验室里，他作为“计算机爱好

者”过去从未用过太复杂的设备，

而现在，至少有一年，可以随便使

用实验室里的专业设备。但研究

不是一帆风顺，他直言当时“还挺

痛苦的”。那段时间，无论怎么调

试、查找资料，芯片就像“死了”一

样。强烈的挫败感让他质疑自己

是否能做出这个项目。而慢慢

地，随着对芯片一步步深入地解

剖，他渐渐把控住芯片底层的细

节，难题也迎刃而解了。“遇到这

样的问题要坚持进一步往下探

索，去问问题，一步一步来。”这一

抽丝剥茧式的剖析过程，带给杨

俊宇的还有更广阔的视角，他觉

得自己“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

界”。随着大量知识涌入脑海，杨

俊宇发掘到更多感兴趣的领域，

对未来的学习路线规划也更加清

晰。

回顾这个项目，杨俊宇表示，

至少它满足了他的热爱，使他有

机会将兴趣爱好转变成专业研

究。

他们的“两重天地”

提及课题研究与本专业学

习的关系，张之韬说，哲学与机

械自动化都是自己的兴趣，“专

业是我的兴趣之一，但是我的

兴趣并不是只反映在专业上。”

尝 试 技 术 实 践 是 非 常 好 的 积

淀，有助于他在未来去探索科

学 与 哲 学 之 间 错 综 复 杂 的 连

接。

杨俊宇则觉得工科的学习和

实践让他进入另一个小世界，“观

察这个世界经常会让我感到心

累，如果这时能找一些别的事情

来做，是很好的。”在经济学与理

工科的学习之间往返，杨俊宇获

得了心灵的宁静与松弛。

“这也是学给予学生较高的

选课自由度的意义所在……让学

生总是有机会成为更全面的人。

“与张之韬一起选修“机电系统原

理与实践”的张路说。

从四位同学的经历中可以看

到，只要有突破自我的勇气和持

之以恒的决心，学校就有任你翱

翔的天地。

文/杨雨辰■文科生做出的麦克纳姆小车

图片新闻· 复旦青团上新

社政学院学生项目获全国优秀社政学院学生项目获全国优秀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学生“同辈成长小组”项目日前

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展示，从来自

1724 所高校的 3581 个服务同学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评全国优秀

项目。

“同辈成长小组”项目是学院

学生会特色项目，项目充分发挥社

会工作专业优势，由社会工作学系

韩央迪副教授和仲英青年学者洪

浏副教授提供专业指导和活动策

划设计。项目通过设计系列活动，

为同学们提供充分自我表达和相

互支持的平台，旨在帮助同学们特

别是新生同学提升包括学业适应、

生活适应、人际适应和情绪适应等

方面能力。项目自2020年启动，

四年来已举办7期，根据每年目标

群体需求的不同设置不同的主题。

来源：社政学院

擦亮擦亮““留学复旦留学复旦””品牌品牌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3月26日

携手上海中华文化学院（简称

“市社院”）,探讨并推进“外国留

学生城市行走系列活动”。

与会各方就活动的组织管

理、经费预算、日程安排、分享交

流以及宣传推介等全过程达成

多项共识。城市行走活动将于5

月中旬举行，以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师生为主体，通过不同街区和

建筑的探访与讲解，深入了解上

海的历史文化风貌，感受上海的

城市品质和发展生机。此次工

作推进会不仅是国交院与市社

院合作的新起点，也是擦亮“留

学复旦”国际教育品牌的重要举

措之一。

文/张 璐

““院系杯院系杯””研究生拔河比赛落幕研究生拔河比赛落幕
2024 年“院系杯”研究生拔

河比赛于 4 月 2 日圆满落幕，法

学院夺得。本次比赛共 17 支队

伍参赛。

经过3月19日的第一轮预赛

和 26 日的第二轮小组赛，法学

院、基础医学院、中山医院和历

史学系成为本次比赛的四强队

伍。

决赛经过激烈对抗，历史学

系、中山医院和基础医学院分获

第2、3、4名。 文/张子涵

四月清明，落英缤
纷。迎着璀璨的春光，学
校应时为师生准备了缤
纷多味的各色青团。

实习记者段瑞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