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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跨出走近人工智能的第一步
9月4日晚，在新学期第一堂

《走近人工智能》课上，主讲教

师、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

萱菁请出“神秘嘉宾”。

大屏幕上，两个长相一模一

样、有着相同语音语调、动作方

式，穿着同样藏蓝色文化衫的黄

萱菁坐在沙发上向同学们打招

呼，台下同学们热烈回应。这

时，黄萱菁向同学提出问题：“大

家看完视频，试着分辨出哪一部

分是真实的我，哪一部分不是？”

视频中的“黄萱菁”是通过

声音采集、人脸建模等生成的数

字分身。黄萱菁用这种形式让

同学们直观感知AI力量。

新学期，复旦大学推出61门

AI-BEST 序列课程，即 AI 大课，

通过整体设计、合力打造面向所

有专业和学科背景的课程体系，

寓意做最好的AI课程。AI课程

的难度等级划分为1-8级，供全

校本研各阶段同学选修。8月27

日，选课第一天，近 4000 名学生

选了自己喜欢的AI课程。

第一步：走近人工智能

《走近人工智能》属于 AI-B

类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AI 零

基础能听懂跟上的通识基础课

程。黄萱菁侧重通过这门课，让

文科生入门 AI，在课程上进行

“不直接写代码、不从头做数学

推理”的设计。难度降低，课程

含金量却很高。

从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

本方法、基本任务，到神经网络

与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等大模型关键技术，从多

模态大模型、具身智能等前沿话

题到撰写大模型提示词、使用大

模型生成绘画、音乐作品等手动

实践……课程的最终目标，就是

——了解、学习、应用人工智能。

在拟定课程名称时，黄萱菁

特 别 选 择 了“ 走 近 ”而 非“ 走

进”。“人工智能就像是以前的计

算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进行

思考。我们希望通过课程，帮助

大家靠近人工智能，有意识地将

它作为方法和手段，在本专业学

习中，学以致用，跨出走近人工

智能的第一步。”

听到无人驾驶技术时，2024

级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大一新

生郭忆菲有带入感，“我曾体验

过现在最火的无人驾驶打车”，

现场她向大家分享乘坐体验。

她直言，选课前，自己有一些忐

忑，“因为是新课程，没有学长

学姐的课评，我抱着试水的心

态来上课。”

一堂课下来，她的想法有所

改变，“课程对我们文科生还是

很友好的，课堂氛围也轻松活

跃。人工智能是贴近学习和生

活的一个话题，希望这门课能带

我们真正走近人工智能。”

老课新开有新“玩法”

暑假里，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邱锡鹏教授几乎每天都和团

队成员碰头，和专业教师聊，和

头部科技企业聊。

邱锡鹏是国内首个开源大

模型MOSS的设计者，新学期他

在复旦开讲 8 年多的《模式识别

与机器学习》这门课，作为AI-E

类课程与师生见面。AI-E 课程

聚焦人工智能学科，从底层逻辑

出发，系统呈现AI相关学科的基

本性、共通性知识体系及核心技

术的专业类课程。

尽管名称没变，但全新亮相

的课程，增设 Transformer 模型、

分布式训练、模型可解释性等时

下 AI 领域的最新知识点，与华

为、百度等头部科技企业联合共

建的编程实训平台也将上线，相

关配套课程教案也作了更新。

在过去一年多，复旦在科学

智能（AI4S）方面已有积累，为“AI

大课”的有组织育人打下基础，

但能够像邱锡鹏这样保留原有

课程的只有少数，“AI 大课”80%

的课程按照新体系新标准建设。

立足学科交叉生成AI+X

鼓励学科交叉碰撞出新的

火花，这在AI-S类课程中体现尤

为明显。

AI-S 是立足于文社理工医

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生长出来

的 AI+X 课程，是各学科结合 AI

技术与本学科核心知识开设的

学科特色AI类课程。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郑

咏滟与毕玉德、刘佳琦老师联合

设计的《AI赋能的语言分析和语

言习得》就是在计算语言学、应

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这类学

科交叉课程基础上发展而来。

目前，郑咏滟也在协调外文

学院的 AI 课程团队与头部的人

工智能开发公司打造线上实训

平台。“我们希望大家在完成理

论学习后，能利用AI在实践操作

平台解决任务。比如，语音识别

中的语音切分，语音标注等。”

团队中不少老师长期从事

数据驱动的语言研究，“我们特

别鼓励学生通过课程，参与‘第

二课堂’活动，如加入教师的研

究小组、参观实验室、与行业专

家交流等。对AI与学科交叉，我

们的共识是，课程最终目的要回

归学科本身，用AI思维来解决学

科中的核心问题。”

从今年 5 月起，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熊易寒就开

始和团队里其他三位老师打磨

《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这门全

新设计的课程。团队成员虽然

都从事政治学研究，但大家知识

背景有所不同，涵盖区数字化转

型、智慧城市建设、计算政治学、

机器学习等不同层面。

虽然备课到开课的期限十

分有限，但团队没有因为时间仓

促而“放水”，而是“吹毛求疵”。

“我们试图将最新的AI技术与政

治学、公共管理等传统学科有机

结合，学生可以亲身体验大语言

模型、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

语言处理、大数据分析、算法如

何融入国家治理等场景。”

应用于AI垂直领域

通过 DNA 鉴定、颅面复原

等手段复原山西吕梁无名烈士

的容颜、复原北周武帝宇文邕生

前面貌……走进考古现场，文物

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文少卿发

现，“很多世纪应用场景中，AI已

不可或缺”。经过近1年的筹备，

一门名为《AI考古》的AI-T类课

程出炉。

AI-T 课程是围绕社会经济

发展和产业的具体 AI 应用场景

而开设的课程，注重实训实战实

践和垂域研究应用，几乎每个课

程建设团队都邀请了产业和科

研院所的力量。

文少卿的科研团队是一个

多学科团队，几乎每个不同学科

背景的学生，都能在考古现场生

发出新方向、新思考。因此，课

程对文理科学生都开放，没有专

业背景限制。

开始选课的第一天，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主任医师李郁

欣发现自己作为负责人的《AI在

医学影像的多场景应用》一课的

报名人数就快报满了。

既往在医学影像使用 AI 的

过程中，多是面向临床医生开设

一些小规模的培训。如今以课

程形式前置给研究生，李郁欣坦

言：“目的是让学生提前了解临

床上的需求和应用，了解AI影像

在医学诊断中的重要性，有助于

同学们带着临床痛点，在研究中

有针对性去解决问题，提高诊断

的准确性和早期诊断的能力。”

在备课过程中，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田卫东吃惊地发现，目前

在组学领域，与AI大模型结合的

研究的增长趋势是指数级别的。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高通

量生物实验、传感器等技术的

发展，生命科学与 AI 相结合，为

我们理解复杂的生命体提供支

撑。当“碳基智能”与“硅基智

能”融合，会产生怎样结果？田

卫东与团队开设的《组学数据

分析和 AI 应用》课程试图给出

答案。

“AI+有组织育人”新尝试

从 自 发 上 课 转 向 系 统 建

课，是从“AI4S 有组织科研”向

“AI+ 有 组 织 育 人 ”的 深 化 延

伸。这也伴随着教学改革的新

尝试、新做法。

从暑假开始，学校教学管理

部门与学院群策群力，陆续完成

相似课程共建整合，课程代码全

新编制，培养方案更新，本研系

统同步排课等工作。与此同时，

对授课教师陆续开展 AI 算力使

用培训，并开放与同济大学AI课

程共建互选通道。

选课期间，AI大课使用独特

的课程代码编码规则，通过 6 位

数字，涵盖适用难度等级、课程

适用学位类型、课程性质（类别）

和用于标记类别内流水顺序号。

此次 AI 大课面向全校开放

选课，为了方便同学确定适配

学业程度的课程，课程划分难

度等级。1-4 级对应本科阶段，

学习从一年级入门课程到毕业

年级高阶课程，难度呈递进关

系。5-8 级对应研究生阶段，学

习从硕士一年级（包括直博生

第一年）课程到博士毕业年级

高阶课程。 本报记者赵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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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萱菁在课堂上请出“神秘嘉宾”

本报讯 9月6日，校党委书
记裘新会见爱思唯尔大中华区
总裁李琳一行。中国科学院院
士、校长助理、科学技术研究院
院长彭慧胜与李琳代表双方签
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复旦大学与爱
思唯尔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依
托复旦大学的学科优势与爱思唯
尔在科技出版、信息分析等方面
优势，策划组织有影响力的活动，
进一步提高彼此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双方将通过组织学术出版
研讨及培训、探索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科研和教学工作、开拓科
研信息服务新模式，积极探索在
学术出版与学术交流领域的合
作，以提升双方的学术影响力。

此次战略合作将是双方致
力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知识共
享的重要举措。高水平科研成
果通过出版和传播，成为推动社
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一
合作不仅体现了双方的长期愿
景，更是共同肩负使命，旨在通
过科学的力量，为社会带来深远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爱思唯尔是一家世界领先
的科学出版商和数据分析公司，
旗下出版《柳叶刀》《细胞》等
2900 多种学术期刊。

本报记者李怡洁

复旦与爱思唯尔签约
共促高质量科研全球传播

本报讯 新学期开学前夕，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徐汇区
委书记曹立强为复旦大学附属
中学徐汇分校（下文简称：复旦
附中徐汇分校）新校舍揭幕，正
式启用该校位于徐汇区凯滨路
上的新校舍。

同日下午，裘新，曹立强，复旦
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
书记袁正宏，徐汇区委副书记沈
权，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汪
源源，副区长王志华为复旦大学附
属徐汇实验幼儿园（下文简称：附
属徐汇实验幼儿园）揭牌。

复旦附中徐汇分校是徐汇
区市实验性示范性寄宿制高级
中学。去年6月，徐汇区教育局、
复旦附中签署协议，合作共建复
旦附中徐汇分校。去年9月复旦
附中徐汇分校正式开办。今年9
月，凯滨路179号校舍迎来复旦
附中徐汇分校第二届学生，4个
班 160人。此前在附中本部就
读一年的首届2个班学生，也全
部入驻新校舍。

附属徐汇实验幼儿园是徐
汇区一级幼儿园。今年7月，徐
汇区教育局、复旦大学签署协
议，由原上海市徐汇区平江路幼
儿园与原复旦大学医学院幼儿
园合并组建、合作共建附属徐汇
实验幼儿园。 本报记者胡慧中

附中徐汇分校启新舍
附属徐汇实验幼儿园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