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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敲下回忆录的最后一个

句点，一种收获感和自豪感油然

而生。”“如果不是这次机会，我

对这位前辈的了解也仅限于教

科书上那个名字，以及院系楼道

上的简介。”“一开始我们叫她

‘老师’，后来叫她‘奶奶’……”

这些鲜活诚挚的感言，来自

一批参与了校内一个名为“旦星

永耀——人生回忆录”项目活动

的学生，他们与退休老教师结对

访谈，倾听记录他们的经历并写

成回忆录。

近期，该项目的第四期活动

启动。同时，这项此前由校退休

处和校团委合力打造、复旦大学

校友基金支持的项目，又获得了

一批创业校友的支持，“旦星”的

光芒也辐射到了更大的范围。

从“为老服务”到明星项目

“旦星永耀”的最初设想只

是一项“为老服务”。据项目负

责老师孙永亭介绍，2020年12月

起，校退休处与校团委携手招募

老教师和学生，“通过访谈对话，

记录和整理老教师在立德树人、

科研攻关、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故

事”，活动为期一年，一般由三四

名学生结对一名老教师。

然而一期下来，师生双方都

觉得受益匪浅，意义也远不止于

回忆录的集结成册。于是又有

了第二期、第三期……

八旬高龄的基础医学院教

授郭慕依是参加首期活动的老

教师之一，他乐意将自己的经历

和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年

轻人。

现年 91 岁的中文系教授陆

士清参加了第二期活动，直言相

夸：“这是很有创意的项目。”

口腔医学专业学生醴磊已参

加了第二、三期活动，如今又报名

了第四期。访谈之余，他还担任项

目管理者，协助老师管理活动进

度，锻炼了更多工作能力。

从任务变成温暖奔赴

在师与生、老与少相得益彰

的互动中，还有学生与老教师结

为了“忘年交”，情谊在回忆录完

成后依然延续。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袁汉英

在2021年底收到邀请时，她和她

的先生——继续教育学院教授

陈炳元先后动了大手术。意外

的是，她还得知一位结对同学也

身患重疾做过手术，正一边坚持

上课、一边康复。于是在访谈

中，她和这位同学彼此鼓励，增

强战胜病魔的信心。

还有更多老教师和学生们

结下了“亲情”。上海医学院教

授刁承湘认为“这种两代人的沟

通非常好”。历史系学生廖杨记

录道：“很快，我们对她的称呼从

‘刁老师’变成了‘刁奶奶’。”访

谈结束半年后，还有两位结对学

生去刁承湘家中探望，与她共进

晚餐。

新闻学院教授杨建成的夫

人有两次在访谈前蒸好了肉包

子，学生一进门，她说：“先来吃

肉包子。”

创业校友助添价值辐射

早在 2022 年末的校友基金

项目评审会上，项目获得校友基

金2023年度的支持。目前，2024

年的经费已落实，2025年的经费

也已筹到。

2023年起，俱乐部与校退休

处合作举办“旦星悦谈”品牌讲

座，迄今已举办五期。项目未来

还将增加学生与校友的互动。

文：常煜华

第四期“周末学堂”推出5个领域20门课
校园生活

经过三期的实践探索，“周

末学堂——复旦大学拔尖学科

高中先修计划”第四期于2月28

日 启 动 注 册 ，3 月 3 日 开 始 选

课。本期将开放共计 1260 个名

额。

本期周末学堂面向上海市

各中学高一在读学生开放注册

和选课，每位同学可选择一门

课程就读。在 3 月至 6 月的部

分周末（总计 8 个周末）上课，每

次课程时长约 2.5 小时，按照教

学计划，学生将在暑期参加各

课程对应的、精心设计的体验

营。

学校为修读周末学堂课程

的学生开通“周末先修学堂一

卡通”，同学们可凭卡在周末走

入复旦，按照课程内容的安排，

参加春季学期 8 次课堂授课及

1场暑期体验营，共计36 学时的

课程，通过课程考核后，即可获

得周末学堂结业证书。

本期周末学堂共开设来自

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文

物与博物馆学系、哲学学院、法

学院、经济学院、泛海国际金融

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物理学

系、化学系、高分子科学系、微

电子学院、材料科学系、生命科

学学院、大数据学院、核科学与

技术系、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等共

计 20 个院系的 20 门课程。课

程涵盖文、社、理、工、医五个方

向，从历史深处到科技前沿，从

人文关怀到医者仁心，从精微

材料到人工智能。周末学堂从

复旦丰富的通识教育资源中，

优中选优，从首期的 13 门课程，

到第二期的 15 门课程，再到本

期的 20 门课程，“老”课程不断

结合学生反馈，更新教学内容；

“新”课程不断加入，覆盖更多

兴趣方向。

长期以来，复旦始终走在

推进大学-中学合作、高等教育

与基础教育衔接的前沿。在与

沪上部分中学试点合作取得优

异成果的基础上，学校开始探

索更大范围内的“双高”合作。

第四期周末学堂采用更多

彩的教学组织形式，用丰富的

学习内容和生动的学习方式，

为学生带来难忘的体验。周末

学堂将不再局限于课堂，而是

积极探索课堂教学与暑期体验

营活动相结合的学习模式。

3 年前，首期“周末学堂”招

收 49 名高中生。三年后，他们

说“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在历

史 学 系 2023 级 本 科 生 周 宓 看

来，“周末学堂”在帮助她拓展

知识面、加深认知的同时，也提

供 一 种 知 识 体 系 上 的 平 滑 过

渡 。 她 基 于 自 身 兴 趣 选 择 了

“先秦诸子”这门课。一方面是

出于她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

想进一步了解这些伟大思想家

的生平和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

代；另一方面则是“个人非常喜

爱杨泽波老师，在 b 站上看过他

讲课的一些视频”，所以看到哲

学 系 教 授 杨 泽 波 开 设 的 课 程

后，就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门课。

2023 级工科试验班的陶昕

翰因为初中时学过一些 C 语言

程序设计，所以衍生出对计算

机、微电子领域的好奇心。在

“周末学堂”选择了“改变世界

的芯片技术”这门课程。“这门

课堂上我对芯片技术有了比较

基础的认知。”

“‘周末学堂’帮助我确定

了学习临床医学专业的决心。”

2023 级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刘

烨说。这门课让他有机会和来

自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各科室

的老师互动交流。

和刘烨一样，出于对医学

的兴趣，2023 级基础医学（强基

计划）的孙中宜，选择了“基础

医学探秘”课程。在《学习记忆

与成瘾》一节中，老师提到了一

种名为“超常记忆综合征”的疾

病让她印象很深刻。“本来我对

在这个领域只有初步的了解和

兴趣，结课之后感觉对基础医

学各子学科的了解更深入了，

增强了选择基础医学专业的意

愿”，去年，她通过“强基计划”

进入基础医学院。

2021年，严仲毅出于对化学

浓厚的兴趣与能源问题的好奇，

选择了与化学息息相关的“能源

与催化”课程学习。参观完实验

室后漫步江湾校区，拍摄了很多

美景照片，几乎不发朋友圈的他

在那天发了一句“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埋下选择自科的种

子。2023 年 7 月，被自然科学试

验班录取的他再次发了一条朋

友圈，配文是：最初的梦想从光

华楼起飞，辗转盘桓，最后栖息

在了光华楼。或许这就是最好

的答案。 来源：本科生院

科学智能系列讲座第一期开讲科学智能系列讲座第一期开讲

““旦星永耀旦星永耀””项目传承复旦精神项目传承复旦精神

本学期第一期复旦大学科学

智能系列讲座“大语言模型在生物

医学中的应用”2月22日下午在江

湾校区交叉二号楼举办。沙特阿

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终身正教授

高欣做主旨演讲。来自全校各院

系200多位师生参与。

高欣教授用实例介绍了大语

言模型在预测病毒变种进化、皮肤

疾病诊断、自动化生物信息学、制

药领域等方面的应用。他带领研

究团队深耕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

交叉领域的同时，推动跨学科实验

室合作以及与工业界的相关合作，

建立了AI+生物科技产学研协作

平台。 来源：科研院

履新红旗下 迎龙春风中

2月26日早晨7点，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第一周升旗仪式在国旗坪举行。 来源：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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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烛心社依托“烛光

点亮陇把，投身强国建设”寒假

社会实践项目，奔赴云南省德宏

州陇川县陇把镇，以边防精神、

非遗文化和乡村教育为切入点，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

烛心社与陇把镇中心小学相

识于2018年。此次寒假，团队12

成员在7天里为陇把镇中心小学

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令人难忘的

冬令营活动。团队成员结合自身

专业背景并充分发挥所学所能，

为孩子们带来包括法治、经济、历

史、艺术、体育、科普、手工和编程

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学习，同时还

有舞蹈、朗诵、手语舞等有趣的活

动课。此次冬令营还注重培养学

生的阅读习惯，阅读专题延续社

团既往风格，弘扬传统文化，每天

安排早上一个课时的传统文化阅

读。本次活动的阅读课主要集中

在《大学》、《中庸》、《论语》和《孟

子》等中国经典文本，配合古诗词

诵读。

冬令营还包括了趣味运动

会、艺术作品展和文艺汇演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环节。

课堂之外，团队成员走访了

十户家庭，深入地了解孩子的家

庭教育环境，细致地关心孩子遇

到的生活问题，并为孩子的学习

和成长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来源：研工部

烛心社赴陇把实践烛心社赴陇把实践 聚焦乡村振兴聚焦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