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春季学期转专业招生

工作已拉开序幕，“政治学、经济学

与哲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缩写：PPE）专业也将

开启第三届学生招生工作。现阶

段，转专业是进入PPE专业的唯一

渠道。根据新发布的《2024年PPE

专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

则》，申请对象“至少已修读《高等

数学A/B（上）》或《数学分析A/B

（I）》，且考试成绩合格”。

2022 年 5 月，原 2021 级的十

三名本科生通过转专业进入2022

级PPE班，主要学习政治学、经济

学和哲学三个专业的基础理论课

程。

PPE 专业设置了“繁荣与贫

困：历史视野下的经济发展”“帝

国秩序与帝国主义”“政治思想专

题：经典与当代”“《资本论》与现代

世界”4门以问题为导向的“专业

综合课程”以研讨班(seminar)形式

开展，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讨

论，在导师带领下融合研究三个专

业的方法论，并研究处理文科交叉

领域的科研议题。

PPE 专业工作委员会成员、

PPE专业导师祁涛描摹PPE专业

学生的画像是：一群有投身公共事

务的热情且“愿意做事的人”，对现

实问题保持敏锐，在实习实践中理

解现代社会，理解中国和世界。人

才培养定位紧扣国际先进办学理

念，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与人才战

略需求相接轨，扎根复旦办学特

色，融会贯通哲学、政治学与经济

学三个专业，立志于培养兼具深厚

的经济学功底、严谨的哲学思维、

扎实的政治学基础、强烈的现实与

公共关怀的复合型人才。

沈逸寒是2021级新闻学院学

生，在 2023 年 4 月转入 2022 级

PPE专业，一年的学习“兼具理论

性与实践性”。假如没有 PPE专

业，他也许会转去政治学与行政学

专业，“要真正全方位地理解社会

现象，政治、经济、哲学三个视角都

不可或缺，所以我觉得PPE是一个

更好的选择”。PPE一方面需要扎

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具

备多样的实践技能。他曾在寒暑

假期间参与东北地区关于当地老

龄化状况的调研，前往云南了解乡

村振兴带来的改变，也曾在内蒙古

调查当地生态农牧业发展状况，这

些实践经历提供了非常直观的学

习体验，使他感受到中国东西部地

区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发展的显

著差异。在地方政府与咨询公司

的实习经历则让他有机会将专业

所学运用于政府政策与商业领域。

2022 级 PPE 班班长萨娜说，

“很多课程学习的过程都像是充满

惊喜的冒险，一方面可以在本堂课

学习中学习本专业的理论和方法，

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大脑的加工下

建立起不同学科间意想不到的联

系。”

PPE专业培养规划是希望在

理论研究外，着重培养学生的实务

能力。而这样的实习实践与课程

学习的结合，在加深同学们对于社

会现实认识的同时，也为大家未来

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PPE专业还建设跨学科学术

平台，举办多场“PPE杰出学者”系

列讲座，推动学科融合。2023级

PPE专业本科生黄彦博对华东师

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题为《动

荡时代的远观近察》的讲座印象深

刻，从刘擎对秩序与自由的解读

中，他直观地感受到了政治与哲学

的联结。

PPE的海外交流资源比较丰

富，学生目前可以报名校级、哲学

学院院级和经济学院院级的各种

项目。PPE专门的交换项目、双学

位项目以及与北美欧洲的国际暑

期学校也正在建设中。

来源：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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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学习教育实践基地挂牌南码头路街道
校园生活

我校与南码头路街道办事

处联合主办的“2024上海市民文

化节城市美育日暨南码头路街

道与复旦大学服务学习教育实

践基地共建仪式”3月30日下午

举行，“复旦大学服务学习教育

实践基地”在南码头路街道正式

挂牌成立。

双方签署了《南码头路街道

办事处与复旦大学服务学习教

育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

服务学习教育实践基地秉

承“文化赋能新高地，艺术共享

新平台”的理念，共同打造文艺

共建共享新局面。双方合作共

建将促成更多的文化艺术资源，

并转化为社会美育资源，将双方

文化交相辉映，打造群众精神富

有新高地，全面展现“人民城市、

人人出彩”的市民文化节主题和

“社会大美育”的新风采。

南码头路街道后续将引入

我校资源，与南风文化团队共建

合作，共育共补，搭建双方文艺

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提供文艺展

示展演的舞台，让文艺节目以及

文化团队共融共生，繁荣共赢。

授牌仪式后，复旦大学学生艺术

团以及南风文化团队呈现了精

彩纷呈的文化交流演出。

今后三年里，学校和南码头

路街道将融合双方优秀人才，创

新发展，在跨界融合中赓续优秀

传统文化新境界。

来源：复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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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院硕士生实践队走进中央级主流媒体新闻学院硕士生实践队走进中央级主流媒体
随着社交网络移动端的影

响，超级互联网平台深度嵌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新闻传媒业的行

动者及其生态结构发生重大改

变。由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平台

媒体、自媒体等共同构成的新新

闻生态系统已然形成。如何在纷

繁复杂的信息社会中核查事实、

接近真相？如何在网络舆论分化

的场景和情境中重建和扩大共

识？如何在技术迭代发展的过程

中坚守专业原则和底线？

带着这些问题，新闻学院的

硕士研究生们组成实践团队，以

《媒体深度融合中的专业实践与

产学研协同——走进中央级主流

媒体》为主题，分赴北京、上海的

中央级主流媒体单位，开展社会

实践。

分组走进人民日报、
新华社

团队分组赴人民日报总社、

人民日报上海分社、新华社上海

分社等中央级主流媒体单位开展

专业调研，进一步了解全媒体时

代中央级主流媒体的运营模式、

新闻采编和分发流程以及媒体融

合发展的最新动态。

在北京，团队成员参观了人

民日报社史馆。大量珍贵的历史

照片、报刊资料和实物展品，使团

队成员深感震撼，也对所处的专

业和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

考。

在上海，团队走进人民日报

上海分社、新华社上海分社，就央

媒如何更好服务地方发展、讲好

地方故事、传递群众声音等问题

进行交流，探讨专业媒体在媒体

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探索、困境和

成果。

除了媒体参访和调研等活

动，真正来到实务前沿、走进多维

现场、参与事件报道更为重要。

段宇濠在人民日报总社经济社会

部实习，历经数次采写任务，对和

采访者交流如何保持平常心态、

如何提升采访流程效率、如何引

导受访者回答内容在合理范围等

经验和技巧，他有了更清晰的认

知，也在一次次的采写实践过程

中日臻进步。

赵林同期前往人民日报总社

经济社会部实习。她参与有关我

国核领域应用的系列采访，“第一

个任务就是到中核医疗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与中核鲲硼的专家们

就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进行交

流。”不断磨合稿件、经过多次修

改后，最终确定终稿并在客户端

等渠道进行发布。

在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罗以

文在《国际金融报》参与财经领域

的采写工作，“主要负责撰写关于

消费领域的新闻报道，这段经历，

是我实习实践生涯中的全新开

始。”

做中国式现代化的讲
述者、记录者

新闻学院研究生实践团队结

合专业所学，特别在实习实训中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

本质要求，以媒体的力量、新闻人

的视角观察和报道中国式现代化

的中国特色。

在制作人民日报融媒体《技

能人才》特辑时，段宇濠在遵循过

往特辑风格的前提下，针对新闻

故事中提到的重点时间节点、竞

赛、成长经历，寻求更多更详实的

现场照片，将其放入视频新闻和

推送中，让生成的新媒体作品更

加生动、鲜活、有趣。

“全媒体时代对记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除了图文报道，张

珺洁多次到新闻现场拍摄视频，

通过剪辑以微纪录片的形式，插

入报道一起发出。

“做一个时刻在场且有温度

的记者。”同期在上海的张珺洁选

择到新华社上海分社政治文化部

参与采编工作。她关注文化、党

建和医疗等相关议题，作品分别

发表于新华社客户端和新华网等

平台，多篇稿件阅读量超百万。

近三个月里，她到基层社区、旅游

节开幕现场、精神卫生中心以及

排着长队的医院呼吸科门诊，“在

现场、去亲历，才能真切地感受，

才能捕捉到动人的细节，才有好

文章。”

这支社会实践团队投身新

闻生产一线、记录社会热点事件、

把握网络舆论焦点，从新闻传播

学科的视角出发观察和记录中国

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

求。截止目前，累计在人民日报、

新华社全平台各渠道累计发表文

字和视频等形式的署名报道 24

篇。 实习记者：丁超逸

共建节水校园

图片新闻

根据文化校历的安
排，为积极响应国家节水
号召，总务处联合基础教
育 集 团 3 月 22 日 举 办

“节约每一滴水，共建节水
校园”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宣传教育活动。在主题背
景板下，大家纷纷签名并
响应节水倡议：保护水资
源，人人有责。

校党委教师工作部 3 月 24

日下午组织“徐汇人文· 触摸历

史温度”城市行走活动，30 余位

教师前往上海徐汇历史风貌区

核心地带，在近三小时的漫行中

探寻国歌故事，致敬文艺先驱。

行走始于绿意盎然的聂耳

铜像广场。在讲解员的指引

下，教师们留意到广场绿地的

国歌元素，也得知了铜像背后

的故事——聂耳诞辰 80 周年之

际，著名雕塑家张充仁不远万

里返沪，亲自把关铜像的雕样

和浇铸，只为重现聂耳先生振

臂指挥的英姿。

接着到革命文艺家、电影艺

术家夏衍的旧居。讲解员用“斜

杠青年”形容夏衍的多面人生。

与夏衍旧居相对的洋房是草婴

书房。此楼并非这位倾注二十

年心血翻译 400 万字的《托尔斯

泰小说全集》的翻译家故居，而

是遵循其“建一个书房”的遗愿

打造的纪念展馆。教师们纷纷

感叹他舍弃功名利禄的毅力和

匠心。

最后参访坐落于徐家汇公

园的百代小楼。这幢红色洋楼

是《义勇军进行曲》首版灌制地，

见证了中国唱片工业的百年风

云岁月，被誉为“进步音乐人前

进的堡垒”。 来源：教工部

探寻国歌故事探寻国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