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第六届上海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暨第七届全
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选拔
赛中，新闻学院副教授邢梦莹
荣获人文科学组特等奖，将代
表上海市参加第七届全国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此次青教赛，我校共获特
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4项，并被授予优
秀组织奖。

作为青年教师，邢梦莹的
学生时代结束也并不久，她更
了解现在学生的所思所想，最
重要的是他们可能会面临的困
难。她尝试着更多地站在学生
的视角去讲课，常常回忆自己
做学生时的状态，用符合学生

思维的方式去组织课堂的教学
逻辑。

当她第一时间得知自己
即将代表上海市参加“国赛”
时，激动落泪。从去年 5月份
开始备赛，中间得到了来自学
校、学院和老师们的帮助与鼓
励，集体所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是支持她一路前进的坚实后
盾。参赛训练时，各个学科的
老师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学
科融合对于她的教学设计也
颇有助益。

虽说是教学比赛，但也是
对日常课堂教学的凝练与延
伸。“出镜报道”课程本身正处
在师生共建的过程中，学生的
反馈是极其重要的，每节课后

她都会根据学生课堂内容的理
解程度和相关建议，对课程进
行调整。

对于学生而言，课堂学习
是他们掌握专业领域知识、能
力与思维的重要途径。在教学
过程中，她会注重并突出学生
的主体性，直面青年学生对新
闻业务课程学习的现实需求，
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因而，在
课程设计上，会更注重培养学
生的口语表达、编辑采访、镜头
表现、互动沟通、创新思维、人
文关怀等综合能力素质为目标
培养。

邢梦莹表示，这段经历会
是自己从教生涯中不可多得的
宝贵财富。 来源：教务处

“青椒”邢梦莹获上海“青教赛”特等奖

▲邢梦莹老师（右）与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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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学术报告会上，分享理工医交叉新进展
5月23日，在以“交叉研究与

科学智能”为主题的校庆学术报

告会上，来自理、工、医科的复旦

学者分享最新研究进展，中国科

学院院士、校长助理、科研院院

长彭慧胜主持报告会。

从自组装到光学超表面
纳米魔力编织未来材料

如何将聚合物与纳米粒子

结合起来，发挥二者优势，从而

构建结构精准、性能独特的复合

材料？这是高分子科学系、聚合

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聂志鸿想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受原子共价键合的启发，团

队通过共聚物介导的纳米粒子定

向键合，设计并合成胶体分子及

其宏观功能材料。“光学超材料是

胶体分子材料的典型之一。这种

材料可呈现出多种超常电磁响应

特性，在超透镜、超分辨光学显微

镜、光学隐形、光束整形等方面具

有重要应用价值。”聂志鸿说。

DNA作为功能材料
助力肿瘤诊断治疗

“这是一个典型的理工医相

结合的研究。”化学系“瑞清”特

聘讲席教授仰大勇介绍，他所带

领的课题组研究方向是将脱氧

核糖核酸（DNA）作为一种组装

材料用于肿瘤诊疗。

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如

何重新认识DNA分子？仰大勇

认为，DNA作为一种“完美”的精

准材料化学体系，其结构和生物

功能的可控性使其在材料创制方

面具有巨大潜力。由此，课题组

致力于优化和调控DNA分子功

能，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实现可控

组装，以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

以计算创新
引领物质科学新纪元

超导电性、集成电路、信息存

储、太阳能电池……作为高科技

器件的源泉，物质科学蕴藏着丰

富的物理现象。随着计算机和算

法的发展，计算已经成为了研究

物质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物理学系谢希德特聘教授、

计算物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向

红军介绍，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

和应用，新的计算方法正在赋能

物质科学研究，形成了基于AI的

计算物质科学的新型研究范式。

目前，向红军/龚新高团队成

功开发了包括多种机器学习方

法的材料质性分析和模拟软件

（PASP），PASP可同时处理自旋、

轨道、晶格、电荷等多个自由度。

基础模型时代
探索时间序列预测奥秘

不可否认的是，大语言模型

在作为人类助手方面存在巨大

潜力，并已在语言、语音、图像等

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

但是，大模型在时间序列领域的

效果并不显著。

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

院教授徐增林在报告时提出了

一个新问题：时间序列大模型的

研究有必要吗？他认为，对于单

一时序的预测任务，正则化线性

模型已足够好，简单又有效；而

在融合其他领域知识方面，大时

序模型更能一展所长，这也正是

其研究意义所在。

守护全民健康
人工智能驱动医院转型

附属中山医院信智部规划

与管理中心主任、人工智能创新

与产业研究院副教授钱琨认为，

面对医疗供给和需求的难题，以

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赋能数字

孪生为代表的智能化、数字化变

革之路，是破局的重要方向。

“面向未来的医院人工智

能，应当聚焦癌症、心脑血管、老

年性疾病、传染病等关系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防治，创

新诊疗方案，推进国产新药、高

端 医 疗 器 械 研 发 及 国 产 化 替

代。”钱琨说。

实习记者 丁超逸叶鹂

本报讯 5 月 22 日，2023 年

度复旦大学“十大科技进展”评

选结果揭晓。“极端物态夸克胶

子等离子体的整体极化新效应

的实验信号”“‘治疗’食物链：基

于自然的生态修复方案”“宿主

特征决定了野生小型哺乳动物

中的病毒组成和跨种间传播”

“国产新冠mRNA疫苗取得里程

碑式进展”“铁电畴调控的感存

算一体架构”“MOSS：通用可信

人工智能模型”“ 气候变化下新

污染物的‘冬眠’与‘苏醒’”“ 中

性粒细胞上的肿瘤免疫治疗新

靶点”“ 人工智能胰岛素决策系

统优化 T2DM 血糖管理”“新一

代人工光感受器修复视觉功能”

10 项成果入选 2023 年度复旦大

学“十大科技进展”。此外，“生

命振荡高效调频调幅方法的数

理基础”等12项成果获得提名。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校 长

金力为 2023 年度复旦大学“十

大科技进展”入选团队颁发证

书，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助

理、科研院院长彭慧胜为 2023

年度复旦大学“十大科技进展”

提名团队颁发证书。

复旦大学“十大科技进展”

评选活动始于 2022 年，旨在凝

心聚力建设“第一个复旦”，深入

推进科技评价的改革，表彰激励

科研团队原始创新的精神，宣传

展示学校科技工作的突破，推动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来源：科学技术研究院

十大科技进展彰显科创突破

5 月 20 日，复旦大学党纪学

习教育第二次专题研讨暨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行。校

党委书记裘新主持会议，并作

引导发言。校长、校党委副书

记金力等党政领导、党委常委、

校长助理出席会议，相关党政部

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校党委副书记周虎传达了

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校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林立涛传达了

李希同志在南京大学调研座谈

会上的讲话。围绕学习党的组

织纪律主题，校党委副书记、上

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周虎

作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全校要按照《通

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李希

同志讲话，开展好党纪学习教

育，把学校全面从严治党、正风

肃纪反腐工作扎实抓好。各级

领导干部要结合自身工作深入

开展学习研讨，把纪律挺起来、

立起来、严起来，不断增强政治

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

定力，始终做到干净忠诚担当，

推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行稳致远。

会议指出，组织纪律是处理

党组织之间、党员个体之间以及

党组织与党员个体之间关系的

规范，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

现党的政治目标的坚强保障。

党的组织纪律是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的重要保证，是建设坚强组

织体系的关键基础，是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做好新

时代干部人才工作的基本遵循。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总

书记关于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

论述和新修订的《条例》，就要确

保党的组织路线在学校贯彻执

行，更好发挥党组织在办学治校

中的“火车头”作用，为加快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要强化组织观念，做

好党员的教育培训，以“四个服

从”为重点，引导全校师生党员

时刻牢记“自己是组织的人”，心

怀“国之大者”，不忘自己应尽的

义务和责任，进一步彰显在教育

教学、科研攻关、救死扶伤、服务

社会等方面的先进性。要建强

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一线贯通”，筑牢上下贯通、执

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不断强化二

级党委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

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在落实立德树

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

革、破解裉节问题等中心工作方

面彰显组织优势。要严守组织

纪律，坚决落实党内组织生活、

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请示报告

等组织规定，严格执行“三重一

大”、党委常委会、党政联席会等

议事决策规则。树立正确选人

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干部

生态，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把好

学校党员发展入口关。

会议要求，全校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要通过对党的组织纪律

的学习，进一步做到“四个自

觉”，严明组织纪律、增强组织功

能，以强大的组织力量推动“第

一个复旦”建设取得新成效、实

现新突破。

本报记者赵天润

学 习 党 的 纪 律 ，始 终 做 到 干 净 忠 诚 担 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