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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门课程都是人才培养

体系中的一块重要拼图，需要准

确把握课程定位，通过教研组

（教学团队）研讨，明确课程内

容、深度及其与上下游课程之间

的关联。我在通信科学与工程

系分管教学，过去几年围绕复旦

大学“2+X”的培养要求，在学院

组织下和系里老师认真地梳理

了本科生培养方案的整个课程

体系。从通识教育、大类基础、

专业核心再到专业进阶，在这样

递进式的课程衔接关系中，“通

信原理”这门专业核心课程发挥

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承接本

科一年级、二年级的重要基础课

程，引导同学进入到通信工程专

业的基础培养中，并在之后进入

进阶课程的学习。因此，“通信

原理”课程的难度也比较大，它

需要对基础理论进行针对性的

整理，再面向未来更专业化的课

程作好铺垫。

通信技术宽广的应用始终

离不开理论基础，夯实基础理论

知识非常重要。课程中纳入了

对大一、大二基础课程温故而知

新的过程，回顾重要数理基础知

识点，并引导启发学生理解其工

程含义，能够举一反三，强化基

础理论与实际工程应用的联系。

我在课堂上也注重培养学

生们在工程应用方面的综合思

考能力。比如对于一个具体的

通信技术，我会给出A、B两个方

案，让学生讨论哪个方案更好。

其实没有最完美的方法，因为工

程上如果性能加强了，计算复杂

度或者其它方面可能就会相应

提高，但是同学们刚开始一般无

法考虑得这么周全。我会请支

持A方案或B方案的同学们各抒

己见，或者做一个问卷星二维

码，请学生现场扫码投票。同学

们在讨论中会逐渐发现 A、B 其

实都各有道理，最终达成共识

——从工程的角度而言，需要平

衡这两者，基于现有的预算做出

一个最优选择，达成目的。

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课程

中也要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全方

位地展开实验实践教学，把握不

同方式的特点，相互配合，进行

有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集中式的课堂实践可以促

进师生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讨

论与思考。我将课堂实践细分

成一个个步骤，难度从简单逐步

过渡到复杂。在课堂实践教学

中，我也会密切关注学生的进度

和碰到的问题，参与他们之间的

讨论，最后向全班进行统一的讲

解，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程中安排了很多有针对

性的课程设计项目，比如商用

FM 广播电台与收音机，数字基

带眼图、星座图验证，数字传输

综合课程实践，无线通信信道特

性测量等等。我也采用一些新

型手段，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

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

形成循环。

过去几年的线上教学让我

体会到丰富多样的线上工具正

逐渐成为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

的教学手段。比如录屏、录像功

能可以录制重要的知识点讲解

或习题课，方便学生反复观看、

反复强化；MOOC、B 站上的国

内外高校名师可以为学生理解

知识点提供更多角度；腾讯会议

有助于随时随地开展线上答疑；

雨课堂、问卷星等可以帮助教师

及时把握学生学习效果反馈，这

些都是非常好的手段。

展望未来，根据新时代对交

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

的需求，通信将与其他学科、专

业交叉融合，从人与人之间的通

信拓展到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

数字世界之间的通信。新的数

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教育

带来诸多影响与挑战。对此，教

师要积极增强对新技术的运用

能力，保持与学生的互动和人文

关怀，着力增强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

朱 宇（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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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每位新生在开学典礼

上都收到了学校特别的礼物

——集成了全校各种文化活动

的“文化校历”。暑假期间在文

化建设办公室实习的我也有幸

参与并全程见证了“文化校历”

从零到一、从无至有的制作过

程。

工作初期，我的主要工作内

容就是整理汇总全校各单位提

交的活动表格并及时反馈给老

师进行审核。这时的我对于“文

化校历”并没有一个成型的概

念，也没有很多可值得参考的资

料，所以无法想象最终会以怎样

的形式呈现，但我首先被学校文

化活动之丰富所深深震撼了。

在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随着

文化建设办公室的老师们共整

理了全校 600 多项活动，其中不

乏许多非常有趣但我之前却不

甚了解的活动，这也让我对“文

化校历”的发布越发期待。

“摸着石头过河”总是不容

易的。在“文化校历”制作过程

中，光是整理信息就花费了整个

办公室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

的暑假时间就在孕育“文化校

历”中度过：所有的活动信息都

需要一条一条仔细检查核对，有

些不清楚的地方还需要和各单

位进行联系询问，还要为重要活

动寻找合适的配图照片。最终

老师们从600多项活动中讨论筛

选了 400 多项活动，并按活动时

间和内容分类，其中 133 个重要

活动配上了照片，才有了我们现

在所看到的“文化校历”的内容。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文化校

历”的设计工作，但我在工作群

里看到了各种风格、不同排版的

“文化校历”，老师们也会主动来

询问我以及其他同学的看法，此

外还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向师生

代表征询意见，从用户的体验和

感受出发不断优化“文化校历”

的功能和设计，如增加了空白课

程表供同学们填写使用、加入了

教学校历内容等等，“文化校历”

逐渐成型。正式发布前对细节

的追求则最为“磨人”，老师们从

头到尾几经校对、细细纠错、不

断调整，大到每月各有特色的主

题的确定、小到照片的裁剪、字

号字体的变换，力争不放过每一

个错漏，才有了最终定稿的版

本。

在 9 月迎新季，《文化校历

（2023-2024学年）》正式发布，以

校历为载体汇聚了全校未来一

学年里繁荣活跃、缤彩纷呈的文

化活动。这些浓缩着学术与文

化活动的彩页，也被我打印后附

在了实习成果册后。参加这样

一个大型文化育人工作的建设

工作，并得见其成果印刷发布，

实在是令人喜悦骄傲的事情，衷

心希望“文化校历”能够推动同

学们参与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师

生学术旨趣。9 月的百团大战、

迎新晚会、中秋圆月已经落幕，

让我们跟随“文化校历”一同迎

接十月精彩。

赵琳（新闻学院2021级本科生）

我在“文化日历”项目的实习收获

徐婷婷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秋日将临，桂香盈园

花朵像小伞兵一样降落

给地面铺上金黄色的地毯

桂花远远的闻，就十分香了

如果近近地闻，就会更香了

寒窗淡，秋子化春泥。

鸠雀勤寻巢地树，

婵娟悠自跨洋堤。

无忘少时霓。

李至逸（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忆江南· 行赠

作为一个成都人，我从小到

大一直享受着成都平原得天独

厚的气象条件。青藏高原的侧

边界摩擦导致西南涡的形成，为

成都带来丰富的水汽资源；秦岭

横亘川北，隔离北方的扬沙与寒

潮；又有锦江穿城而过，缓解中

心城区的热岛效应。种种有利

的气象条件都使得成都气候宜

人，也让我对大气科学产生浓厚

的兴趣，因此选择复旦大学的大

气科学专业。

通过专业课的学习，我了解

到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

一系列光化学反应将导致臭氧

的生成，造成臭氧污染事件。现

如今，臭氧污染已成为我国多数

城市的首要大气污染物，是亟待

解决的空气污染问题。作为机

动车保有量位居全国第二的城

市，成都的氮氧化物排放不容小

觑。

同时，随着近年来全球变暖

的不断加剧，极端高温天气出现

得越来越频繁。高温会从物理

和化学两个方面加剧臭氧污染

程度。

在这两个原因的推动下，我

萌生了探究高温对臭氧生成影

响的想法，这也是我申请此次青

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的初衷。

项目的申请分为校内遴选、

申请书撰写、预面试和正式面试

四个环节。在7 月13 日，我收到

院系发布的项目申请通知时，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书院导师

王芃老师。因为距校内遴选只

有 5 天，王老师在当晚就和我熬

夜讨论，建议我先写一份约 500

字的申请书提纲，理清项目的基

本框架，之后再充实。

得益于王老师的建议，我迅

速确定研究目标“我国近年夏季

极端高温对臭氧生成的影响”。

凭借较为充分的前期准备，在 7

月 18 日顺利通过校内

遴选，开始撰写项目申

请书。之后，在院系预

面试和学校预面试等

两场预演中，王老师全

程参与。因为我的普

通话说得不是很好，王

老师从每一个字的平

翘舌、鼻边音开始，耐

心为我的语音语调提

出建议。我之前从未

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

在王老师的帮助下，我

逐渐对正式面试有了

信心。

8 月 24 日，我站在

合肥量子信息国家实

验室的正式面试讲台

上，在规定的 8 分钟内

完成演讲，其后时长

17 分钟的交流环节也很顺利。

坐在从合肥返校的高铁上，我回

味着过去一月有余的时光，感到

最终能成功申请，自身努力是重

要原因，但同时王老师以及院

系、学校的大力支持也有重要作

用。

申请过程中，王老师经常对

我说：“在申请项目时，千万不能

被自己99分的努力感动，只有到

了 100 分，甚至到了 105 分以上，

才能有一定的把握。”现在总结

心路历程，我认为凭借热爱与学

习，可以达到 80 分的驾轻就熟；

如果想达到99分的出类拔萃，靠

的是不断查阅相关文献、不断积

累理论知识；如果想要超过 100

分，则需要夜以继日、焚膏继晷

的字斟句酌、磨砻淬砺。

黄天宇（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2021级本科生）

尽
力
超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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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课程和信息与

通信技术密切相关，如何在有限

的课程教学中既能传授基础核

心知识，又能紧跟新技术发展；

如何通过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激

发学生的热情和创造力，是这门

课在教学中始终需要思考和探

索的问题。

桂子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