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300名本科生讲述在复旦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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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好的大学，能够改变

学生的一生。进入大学，什么

是好的学习方法？在复旦的大

学四年应怎样度过，才能收获

满满？《追寻心中的日月光华-

复旦本科生的故事》（下文简称:

《复旦本科生的故事》）是一本

成人、成长、成才的故事集，也

是一本发现自我、塑造自我、超

越自我的案例集，堪称最强“指

北”。

《复旦本科生的故事》采用

访谈自述形式，全景记录三百

位本科生的校园故事。

近 300 名采访对象中，既有

一路开挂的学霸、也有经历困

惑与低谷后逆袭成长的励志学

子，既有深耕传统学科的专注

者，也有跨界创新领域的探索

者。他们讲述了在复旦开放包

容环境中的成长经历。

帮助学生在复旦探索

新书首发式11 月21 日下午

在 我 校 举 行 。 校 党 委 书 记 裘

新、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徐

雷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新书揭

幕。

裘新表示，本科教育是大

学的办学之本。面向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改革、教育强国建设

的新形势新要求，本科教育呼

唤新理念、新模式、新改革。但

无论怎么改，学校、教师都要坚

持把学生放在中心位置，把学

生个体的学习体验和全面发展

放在中心位置，尊重学生、尊重

教育、尊重规律。期待院系、老

师从同学所需所思出发，把握

教育教学的针对性，造就更多

拔尖创新之才。期待更多的复

旦学子能用学长故事照亮自己

的前路，成就更好的自己。

主编、高等教育研究所研

究员、副所长牛新春说：“在中

国的顶尖大学中，本科生如何

度过大学四年，成长为一个可

以立足于社会、成就于社会的

年青人？复旦这所百年学府，

位于引领时代、传统与开放并

举的上海，又为她的本科生提

供了怎样独特的成长机会？”

“这是社会之问，而我们试图解

答”，他用一句话推荐：“它会帮

助我们更好、更勇敢地在复旦

学会自我探索”。

书中既有复旦人从中文到

AI 的跨学科经历，也有如何利

用资源成长为“多边形人才”的

故事，还能看到不少硬核学习

活动。

“对即将步入大学殿堂的

高中生、刚刚开启大学生活的

新生以及关心子女教育的家长

而言，这本书是一份难得的参

考。”高教所青年副研究员、主

持 本 书 编 撰 日 常 工 作 的 马 莹

说。

优秀学生通过统一高考进

入大学后，都会面临重新寻找

自己的学习成长目标的难关，

这个过程需要大学教育全面的

支持和帮助，“复旦的优势在

于，在功利化的大环境下能尊

重和保护学生和教师自我驱动

地追求卓越，能够在较大程度

上包容不同的优秀、不同的价

值追求。师生之间、学生之间

能形成真正的教学相长和思想

共鸣。”高等教育研究所主持工

作的副所长陆一认为这是本书

体现的价值。

只要有勇气，复旦就
能带你到更高的地方

什 么 是 好 的 大 学 学 习 方

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

到我看到一本小书，《穿过金色

光阴的哈佛人》。”徐雷说，他因

此联合时任教务处处长蒋最敏

倡议，“我们应该有一本自己的

大学学习要点”。

从构思到出版，《复旦本科

生的故事》历时 3 年，先后近 40

位高教所的老师、研究生、毕业

生参与。

六个章节，纵向是复旦最

有效的育人实践，横向贯穿学

生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

跳脱章节限制，这本书概

括性得出 5 个结论：学生的共同

课题是主动性；目标是寻找这

个世界和时代中自己的定位；

通过向内求索，认识自我、磨炼

自我；要与“大先生”“好同窗”

互动好；真正的成长要有探索

和容错的空间。

不少受访者提到，进入大

学后，逐渐在复旦提供的丰富

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中意识到，

成绩并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自

我评价标准，更要紧的是找到

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可以说，这是第一本从学

生成长视角系统总结复旦本科

教育实践的书。同时也构成了

对国内顶尖大学教育实践的第

一次本土理论化的探索”，牛新

春说，“无论进入复旦时是怎样

状态，只要你有学习和探索的

勇气，复旦都能带你到一个更

高的地方。”

“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在第

一课堂内实现，一个学校的校

园建设、文化氛围、师生交流，

以及精神传承等都会成为学生

培养的资源。复旦人为什么能

成长为复旦人，复旦人在校会

经历什么，复旦人的成长会有

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复旦人用

自己的视角和表述方式，工笔

画般地描述成长”，现代物理所

党委书记赵强说。学生工作部

部长盛情“希望本书成为同学

们喜爱的读物，有效帮助更多

的同学成长为自立自强、卓越

有趣的复旦人。”

该书适合哪些人读

“我会推荐给附中的同学

读”，复旦附中校长吴坚说，这

本书有三个层面意义，“对现在

大学生来说，是很好的身边人、

身边事，是正在经历的大学。

对高中生是期待，是朦胧的未

来的大学生活。对校友，则是

有意义的回顾和升华。三种不

同的认知恰恰贯通，真实、直观

地呈现出来，共同探讨教育。”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风

格，尤其是百年高校，已经形成

独有的文化。这所大学是否适

合你，来了之后应该怎么做，有

哪些选择，以往管理者视角呈

现得比较多，而这本书完完全

全是从学生和老师的视角，可

能更容易被理解，有借鉴。”徐

雷说，“中国的高校与美国的高

校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

同点。我无意拿这本书跟《穿

过金色光阴的哈佛人》去比。

据我了解，写作团队积累的素

材其实远远超出目前呈现的内

容。这是个开始，远远不是结

束。我更愿意看到对我们众多

的高校都有一点启示，大家都

来更多从学生视角总结学校的

办学成效。这是很有意义的。”

徐雷说。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本报记者 成钊摄

我校港澳台学生志愿者们在

第七届进博会咨询指引岗位开展

志愿服务，他们用热情与专业尽

展风采，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本届进博会首次有台湾“小

叶子”参与，其中有我校五名来自

台湾的大学生，他们工作技能专

业、态度认真，展现了不凡的青春

担当。在工作期间，台湾“小叶

子”收到了来自上海市台办和学

校的慰问，同学们纷纷表示，“在

进博会中与大陆同学交流，促进

两岸同胞关系，是十分幸福的事

情。”

作为沪港澳台青年交流的使

者，我校港澳台“小叶子”们在十

天的志愿服务里，全心投入、全情

付出，在这场“双向奔赴”的志愿

之旅中，不仅助力了进博会的成

功举办，也在实践中收获了成长。

来源：党委学生工作部

我校港澳台小叶子服务进博会我校港澳台小叶子服务进博会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杨嘉城，带领团

队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铜奖、上海赛区金奖等系

列双创奖项，以“优秀”结题学校国家级创业实践项目。

管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周宇阳作为核心成员获中国国际大学

生创新大赛（2024）铜奖、上海赛区金奖，作为项目负责人在上海国际

创客大赛、“天开杯”等多项创新创业赛事中获奖。 来源：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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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路上践行者

我校乒乓球队在 2024 年上

海市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高

校组）中，斩获 3 枚金牌、1 枚银

牌、3枚铜牌，共计7枚奖牌。

该赛事11月21日至24日由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体育

局主办，来自38 所高校的400 多

名学生运动员参加，围绕男子双

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男子单

打、女子单打及团体赛项目展开

激烈角逐。

在比赛中，男子团体取得历

史性突破，收获铜牌；女子团体卫

冕，实现“三连冠”。男子双打获

得学校在此项目上的首枚金牌；

女子单打连续三年蝉联冠军；两

支女子双打队伍分别获得亚军和

季军的佳绩；混合双打项目获季

军。

校乒乓球队的成绩离不开校

乒乓球协会的大力支持。1994

年成立至今，乒协已是学校最具

影响力的体育社团之一，形成了

以“核心赛事、小型比赛和常规活

动”为主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每学

年固定举办四项标志性赛事：“新

生杯”单打比赛为新生提供展示

平台；“院系杯”混合团体赛推动

各院系间的交流；“卿云杯”单打

比赛面向全校师生；“书院杯”双

打比赛展现书院团队精神。

来源：乒乓球协会

乒乓球队在市学运会中再创佳绩乒乓球队在市学运会中再创佳绩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

生阅览自习室11月4日启用，一周

七天8:30至22:00开放，周末无休。

自习室面积230余平方，设置

了 64 个预约自习工位、8 个流动

席位。自习工位预约一次，可连

续使用一个月。自习室还配备了

饮水机、独立桌椅、台灯、电源、人

脸识别储物柜等设施以方便同学

们使用。据了解，这是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院系中第一个配备相对

独立工位的学生自习室。

学生有所呼，学院必有应。

学生们希望能有一个固定学习工

位，学院表示“宁可其他空间挤一

挤，也要优先满足学生需求。”试

运行期间，学院将收集意见建议，

及时优化使用规则和硬件配置，

为同学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文/杨 洁

社政学院学生阅览自习室启用社政学院学生阅览自习室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