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生一同将教学成果动态转化为教材

这门硬核专业课探索创造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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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一科

蔡国响教授团队联合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梁莉教授团队等，

成 功 研 发 并 验 证 了 一 种 新 的

ctDNA 甲基化单倍型检测手段

ColonES，通 过 二 代 测 序 评 估

ctDNA 多基因甲基化状态。这

项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柳叶

刀》子刊eClinicalMedicine。

数据表明，ColonES 对于进

展期结直肠腺瘤和结直肠癌的

检测敏感性分别达到了79.0%和

86.6%，在健康人群中的特异性

达到 88.1%。研究还证实，术前

ctDNA 甲基化水平高低与结直

肠癌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可用

于预测结直肠癌的预后。

结直肠癌是我国发病率排

名前三的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已

被证实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

本研究共纳入了 2010 年至

2018 年采集的 1138 名受试者血

浆标本，随机分为非盲法组和盲

法测试组。

研究者在验证集样本中检

验 了 ColonES 的 性 能 ，结 果 显

示，ColonES 分析优于所有其他

非侵入性检测方法（如：癌胚抗

原 CEA），尤其体现在检测进展

期腺瘤灵敏度方面和早期结直

肠癌灵敏度方面。

研究者根据术前 ctDNA 甲

基化水平对Ⅰ-Ⅲ期结直肠癌

患者的预后进行预测。结果表

明非复发组和复发组之间的术

前 ctDNA 甲基化水平存在显著

差异。因此 ColonES 检测可能

有助于预测 CRC 患者预后，有

待于在前瞻性术后动态监测研

究中作进一步验证。

研究数据表明，这种基于

ctDNA 甲基化单倍型模式的无

创检测手段 ColonES，能够准确

地对结直肠癌进行早期检测和

预后预测，有望成为结直肠癌精

准筛查的一种新工具，特别是对

于进展期腺瘤的检测效果具有

显著优势。

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莫

少波博士、戴卫星博士，鹍远生

物王辉博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蓝孝亮医师为该论文共同

第一作者。附属肿瘤医院大肠

外一科蔡国响教授、大肠癌诊治

中心主任蔡三军教授和大肠外

一科主任徐烨教授，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梁莉教授为共同通

讯作者。

来源：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肿瘤复旦肿瘤””团队发布结直肠癌筛查技术成果团队发布结直肠癌筛查技术成果
灵敏度及特异度均接近灵敏度及特异度均接近 9090%%

当被问起新闻学院最硬核

的专业课程有哪些时，“数据分

析与信息可视化”常常是学生们

脱口而出的选项之一。

在这门课程上，由周葆华、

徐笛、崔迪三位老师组成的教学

团队，带领学生们在全国数据新

闻大赛上屡获大奖，数篇稿件引

发公众广泛关注。

作为这个教学团队的带头

人，这已不是周葆华第一次踏入

新赛道、大胆融合创新了。当被

问起“为何而为”时，他说：“教育

要为学生打开一扇扇窗。要勇

于打破舒适圈，去看更美的风

景”。

做数据新闻，要回归民之所系

“做数据新闻，要回到新闻

最初的出发点，关注民众关心的

事情。”在数据分析与信息可视

化的课堂上老师们的这句话，不

少学生到现在还记得，2019级广

告学系的王雨蓓就是其中之一。

2021年秋季学期，王雨蓓所

在的小组将目光投向各家媒体

对东京奥运会的相关报道，此时

距离这场夏季奥运会闭幕已经

过去了近三个月。“老师提议，既

然想做奥运会，不如就关注即将

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会。”

在搜集北京冬奥会的相关

数据时，小组成员在自己的朋友

圈发现，“已经有很多朋友去接

触冰雪运动”。“我们就想，为何

不从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视角

出发，去报道这项举国盛事？”她

们从官方数据与社交平台两方

面入手，采集冰雪运动爱好者的

画像。“不少行业报告中的‘硬’

数据已经被媒体大量引用，为了

提供更多信息增量，我们通过挖

掘社交媒体上的文本来进行分

析，这是一个挺艰难的过程。”但

没想到，在期末第一次汇报时，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不够像数据新闻，有点像

行业报告。”这是老师的评价，而

等待她们的是调整新闻逻辑与

数据选用的“大手术”。“不过周

葆华老师当时告诉我们这个选

题既有时效性也贴近公众，要努

力从受众的视角出发梳理新闻

逻辑。”这些话，给了王雨蓓和其

他组员信心。

基于老师们详细的指导建

议，她们在期末季又用一周，完

成了这份关于大众参与冰雪运

动的数据新闻，得到老师与专业

记者的一致认可。寒假里进一

步更新数据与打磨后，稿件最终

登上了多家媒体平台，向世人

“数说”中国普通百姓参与冰雪

运动的热情，呈现出冬奥报道中

别具一格的“复旦数据新闻学

子”视角 。

这样的师生之间的联结，早

已不限于课堂之内。徐笛回忆，

在课程结束后，她也会带领班上

学生投身于各类选题中。“这些

不再是课程作业的范畴，就是学

生们自己想做。有一次为了一

个选题，他们大概是两个晚上没

睡，冲了一周左右就成稿了。”

从报道国际盛事到社会基层

治理，从聚焦家庭关系到传统文

化传播研究……过去五年，从这

门课堂上走出的学生作品，一再

斩获佳绩。2019年到2021年，新

闻学院数据分析与信息可视化教

学团队连续三年获得中国数据新

闻大赛优秀组织奖，课程指导作

品也连续三年斩获大赛一等奖。

目前，已有50多篇学生课程作品

发布在课程实训平台“复数实验

室”，总阅读量超过5000万，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但师生更期待一篇稿子所

引发的回响，能为社会关切起到

实质性的帮助。“数据新闻最大

的力量在于共性，在于它能从中

观甚至宏观的角度去切出社会

的一个剖面。我们希望学生能

去深入思考社会的一个剖面，甚

至将其延伸至社会实践。”

这 一 初 心 贯 穿 于 教 学 始

终。“数据不是冰冷的。老师说

的这句话我一直不敢忘。”2019

级传播学系的张思睿说。

好学与力行，一个都不能落下

2014 年，新闻学院教学改

革，在周葆华的倡议下，首先在

本硕贯通的新媒体专业硕士项

目中开设“数据新闻与可视化”

课程，成为全国第一批开设相关

课程的高校院系。火热的新赛

道，吸引各大高校开设数据新闻

课程。

如何在其中创出具有复旦

特色的新课程，成为教学团队在

探索中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

从一开始就决定，要让学生动手

编程”，周葆华回忆。

对不少文科生来说，从零开

始学习技术很困难。徐笛还记

得自己第一轮给本科生讲编程

时，“我告诉大家首先要做到的

是不害怕，我能学会，大家也都

能学会，我和大家一起做。”

2014年首次开课时，徐笛自

己也还是个技术小白，需要和学

生一起摸索如何抓取、筛选、分

析数据。“当年有一次我还在去

教室的路上哭了，因为我在自己

的电脑上搞不定那个技术，马上

就要上课了，我着急死了。”

2017年，趋于成熟的课程上

升为面向全院本科生的平台课

程，教学团队也逐步壮大。

在平台课教学过程中，崔迪

和其他老师交流发现，学生在一

些基础性统计概念上的理解并

不透彻。于是，团队开始有意识

回归技术与方法背后的底层逻

辑，试图培养一种更关键的判断

与处理数据的素养。

“我们并不只是一个纯技巧

性的课程，而是力图给学生建立

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与能力体

系，所以注重原理与技术的相互

支撑。我们有意识地强调研究

设计、数据质量。”周葆华说。

课程扩建也意味着压力倍

增。虽然课堂教学时长已经增

至三节课，但对一篇数据新闻的

成型远远不够，学生和老师需要

付出不少课余时间，反复商榷选

题、打磨稿件。徐笛记得，这门

课下课后，总会有很多同学前来

讨论，“过了饭点那是常事”。

每学期期末考核，学生提交

一份数据新闻团队作业，三位老

师则利用假期打磨学生作品，并

依托与业界的紧密联系将其发

布于媒体平台。“这既是对同学

的一种鼓励，也是对我们的教学

作品所能发挥的真正的社会效

益的一种检验。我们与业界深

度合作。”周葆华说。

在完成课程数据新闻报道

后，2019级新闻学系的陈杨到澎

湃美数课实习。结课之后，她写

下：“这个项目让我切身体会，经

过结构化、可视化呈现的数据可

以让复杂的社会情境变得更加

清晰，从而具有更高的公共价

值。我还想再多学一点，所以决

定 在 实 习 时 继 续 挑 战 一 下 自

我。”

“这是教师的责任，更是
复旦教师的使命”

在学生眼中，一想起作为团

队带头人的周葆华，总是会提到

“创新”二字。

十年前，当“数据运用”在国

内外的新传行业中刚刚兴起时，

周葆华关注到这一前沿动向。

2012 年 12 月起，他牵头举办相

关的讲座、工作坊、开设选修课

程，今日的这门平台课程，只是

关于一整套教学新方向十年构

想的其中一环。

“保持时代感，时刻关注时

代的方向”，周葆华反复提及这

点，在他看来，在复旦当老师，坚

持创新本就是一大传统，“设计

这样一套教学新方案，就是要让

学生在数字时代下，提升数据分

析的能力，学会用数据服务新闻

报道，以新的新闻样态回应社会

关切。”

在创新落地的过程中，要完

成好“守正创新”的任务，必须要

将文理有机融合落到实处，“这

种融合是自然而然的，是基于两

者内在逻辑层面的交融”。周葆

华说，“比如做北京冬奥会的选

题，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

通过数据来分析，而寻找数据时

需要考虑到它的新闻价值。价

值何来？还是要贴近老百姓日

常生活，聚焦百姓参与冰雪运动

的选题，自然就出来了，然后再

去采集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画像、

挖掘网民讨论冰雪运动的文本

等。”

作为一门新文科建设的代

表性课程，教学团队将既有教学

成果转化为课程教材，为该领域

教学提供相对稳定的理论与经

验材料，“相信这本教材也会很

快就需要修订，因为（这个领域

的）一切都发展得很快”，徐笛

说。

正因瞬息万变，创新成为一

项永远未完待续的事业。在周

葆华看来，下一步的教学创新方

向固然有必要逐步引入新技术，

但更关键的是进一步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在面向数据时代，虚

实共生、人机共生的新传播形态

下，同学和老师需要一起共同探

索，创造新的知识。”

“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旦老师

的使命，我们不敢懈怠”，周葆华

说。

文/王 越

■ 课程团队进行教学研讨（从左至右：徐笛、周葆华、崔迪）

好团队“钟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