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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里竖起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的标杆

校园生活

邯郸校区的兴业光学楼三

楼有一个科技的秘密花园，踏入

这间实验室，便可见到各式的电

路制作和调试仪器，同学们手持

电烙铁，焊接调试正在制作的

DIY作品。这里便是电子创客社

团的工作室，一个由学生自主运

营的电子科技制作实验室。

电子创客社团成立于 2015

年，2020 年迁至邯郸校区，至今

社团成员已达五百余人。社团

不限专业，任何对电子技术抱有

热情的学生都可以加入。

社团的核心使命是通过智

能硬件 DIY 制作和技术科普活

动，建立一个面向全校的科创实

践与工科竞赛分享平台。在这

里，无论成员的技术基础如何，

都有机会通过参与实践活动和

科创竞赛，提升自己的实践技能

并实现自我超越。

社团每个学期组织一系列

从 零 基 础 开 始 的 科 普 实 践 活

动。还积极宣传和组织参与各

类工科创新竞赛，如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光电设计竞赛、

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中美

青年创客大赛等，通过赛前经验

分享、备赛培训等诸多方式为同

学们提供支持。近几年社团成

员参与各项竞赛斩获众多奖项。

在日复一日的实验室生活

中，社团的运作模式显现了其独

特性。40 余名核心成员承担社

团的日常运营工作，每一届核心

成员都通过自主报名和面试筛

选才能加入核心层。每一次活

动的筹备都能看到核心成员们

忙碌的身影。备战各项竞赛，核

心成员们从分析往年比赛的题

目，到设计训练计划，再到指导

制作竞赛作品，每一步都精心策

划。在准备阶段，大家经常会在

工作室里呆到深夜，只为了测试

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响应或调试

代码中的一个小错误。

这种自主运营和管理的模

式提升了社团的整体能力，让每

位成员都有责任与成就感。他

们为社团的建设和技术普及付

出的努力，逐渐在校园中树立起

了一个知识共享和技术创新的

标杆。

文/于沛雯黎 林

复旦人习惯在地铁上读书复旦人习惯在地铁上读书
在读书日前夕，《复旦人周

报》发出问卷，其中有“你是否在

地铁上阅读”一题。在回收的

119份中，有103位复旦人认为自

己会在地铁上读书，其中93位会

将玩社媒、打游戏等大众意义上

的“刷手机”活动与读书交替进

行。另有 10 位认为地铁读书是

一件“只要上了地铁就会做”的

事情。

调查显示，地铁读书对复旦

人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

阅读是随身携带的
避难所

玻璃车门边，稳步运行的电

扶梯上，甚至是排队刷卡的闸机

前，低头刷手机的身影屡见不

鲜。但在数字洪流主宰、碎片信

息泛滥的世界里，不少复旦人仍

然喜欢在地铁上读书。

抛却从应试教育承袭的“争

分夺秒温习知识”的惯性与余

波，能将读书视为随手的习惯，

必有情感的稳定支撑与热爱的

双向奔赴。

对 2022 级俄语专业的冬瓜

而言，地铁阅读是一种快乐。有

一天，她刚在地铁上读完《三

体》，书中三体人向地球人发出

警告：“你们都是虫子！”走出车

厢，俯瞰换乘的电扶梯，密密麻

麻的人后背朝天、低着脑袋，仿

佛许多条虫子。此情此景，“虫

子警告”应验了那句“艺术来源

于生活”。

《奇葩说》辩手詹青云曾在

吵闹的美国地铁里阅读庄子，那

一刻得到巨大的平静。每位地

铁读书人一定都有从文字中收

获情感价值从而体味“当下值

得”的经历。那些草蛇灰线、伏

脉千里的文字会在某一刻带来

独特的感受，在我们的小世界里

带来不散的回声。

校园隔离了“阅读
羞耻症”

对惯于阅读的人而言，地铁

阅读是松弛而自然的选择——

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读多久，只

要我开心就行。然而，这并非大

多数人的心理。

有些人判定地铁读书人都

沉浸在假装阅读的独角戏里。

有人因畏惧他人眼光而不好意

思在公共场合读书，从而得了

“阅读羞耻症”。

“阅读羞耻症”成为一种新

兴的社会心理。在问卷中，谈及

它的形成原因，大多数复旦人认

为这种心理主要来源于“担心自

己读书这一行为会招致别人‘装

’‘做作’的指指点点”——一种

上升至人身的整体性负面攻击，

而非只是对书籍优劣的评价或

对行为实现可能性的不相信。

2021 级国政的容意认为身

边人的影响很大：“如果和没有

读书习惯的人一起出去，即使想

读书也不会拿出来，怕对方觉得

我装。”

2022 级法学的企鹅也认同

从众心理的影响。因为不想招

致别人的目光和评价，她很少在

地铁里读书。2023 级哲学的湛

晟则坦白会在地铁扫视周围，如

果大家都在刷手机，那么只有自

己读书会就有些尴尬，更不必说

在地铁里拿起哲学书，恐怕更容

易招来他人的目光。

综上不难发现，“阅读羞耻

症”更多来源于一种“周围人都

没读，我读也不好意思”的从众

心理。在这种心态下，很难将阅

读视为独属自己的任务，而是混

入对他人目光的恐惧。

幸运的是，超过半数接受调

查的复旦人都不认为自己在地

铁上有“阅读羞耻症”。虽然校

园浓郁的学术气息凝聚为一座

象牙塔，包容大家自由阅读、畅

所欲言，但终有一天，学子们与

复旦告别，行走在社会形形色色

的目光中。到那时，对于今日还

什么都不在意的复旦人，地铁阅

读会不会沦为一种设限的活动？

始于一页，抵达世界

每当翻开书，我们发现坐不

住、读不进去、没法快速收获情

感体验，于是又把书放下——是

周 围 太 吵 了 吗 ？ 书 写 得 不 好

吗？我怎么读得这么慢呢？我

为什么又想玩手机？2023 级历

史的陈鹤铭、2023级社科的朱乐

瑜和刘敬阳都表达了这样的担

忧。

有人从向内的审判里进化

出向外质疑的目光，不相信有人

能在嘈杂的地铁上读书。要环

境安静、要心情愉悦、要坐下来、

要手边放杯茶水或咖啡……没

有这些，便不可能读书；要读世

界名著，要每个字都读得进去，

要能概括出上一章的主旨，要专

心致志不想其他……没有这些，

便不算读书。无论是何种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把阅读束上枷锁、

推上遥不可及的神坛。

今天开心，那么多读一点；

遇见不喜欢的书，翻阅几页便搁

置也没有关系；兴之所起，写下

大段书评等待志同道合之人，实

在不行“孤芳自赏”也可以；不知

如何起名，那不如就叫无题，还

可以假装是现代李商隐。阅读

不该是刻意为之的新型 KPI，也

不只是增长学识、润色文笔的工

具性手段。在书中，你不必做拥

有成功人生的主角，也不必假装

是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你可以

忘记没完成的作业和工作，做个

慵懒的读者；你可以跟随文字乘

坐情绪的过山车，自由地欢笑与

哭泣。人生的各个时刻都可以

阅读——因为它从不在乎你是

否完美，它只是等待你的停泊。

世界读书日，这一年一度的

节日并不试图为精神压力巨大

的现代人再塑造一座遥不可及

的远方之岛，也不旨在提醒本就

迷茫于自我价值的人一条容易

被遗忘的审判标准，它只是提醒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能够丰富生

活、切换注意力、放松身心的选

择——阅读。

阅读只是一个选择，不该被

附加那么多限制。

曹雨桐罗格齐王润恬 张慧新

■ 社团成员们近年获得多项竞赛奖项

“大家沙龙”
正式开张啦。同
学们可以在这里
聆听前沿讲座、
了解科创比赛、
结 识 新 的 朋 友
……

来源：校团委

图片新闻·“大家沙龙”正式开张

军地青年共启军地青年共启““论书之旅论书之旅””
人民海军成立 75 周年遇上

第29个“世界读书日”，学校联合

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再次组织“领

航杯”军地青年读书交流会，学子

与舰艇水兵围绕“新质生产力”和

“新质战斗力”主题，开启“论书之

旅”。

分享者们畅谈对“新质生产

力”的理解，展现新时代青年对实

现强国强军梦的无比期待。材料

科学系 2022 级博士研究生张瑜

谈《前沿新材料概论》阅读思考。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2023 级

博士生武婧一推荐《人工智能，一

种现代方法》。海军广西舰舰员

孙嘉瑞感悟《三体》呈现的中国独

有的科幻观。海军安徽舰某部门

副部门长任程雨介绍了《战斗力

生成模式转变》。哲学学院郑召

利教授进行点评。 来源：研工部

校排球队获市大学生比赛一金一铜校排球队获市大学生比赛一金一铜

我校排球队参加 2024 年上

海市大学生排球杯赛，男队获得

冠军、女队获得季军。

本次赛事由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上海市体育局主办，上海市大学

生体育协会、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

承办，我校协办，于4月13-4月21

日在江湾校区进行。来源：体教部

蝉联市乒乓球锦赛女团女单冠军蝉联市乒乓球锦赛女团女单冠军

校女子乒乓球队在 4 月 19

日至 21 日的上海市大学生乒乓

球锦标赛中蝉联团体冠军。女

队由沈楠、黄可涵、丁一、李欣

阳、张琳、冯歆然六位队员组成。

在个人项目上，沈楠卫冕女

单冠军，叶子萱获得铜牌。钟宇

航 与 李 欣 阳 获 得 混 合 双 打 铜

牌。庄集和周天瑞男子获得男

子双打第五名。 文/冯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