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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组

织开展“学思践悟二十大，强国追

梦启新程”的主题实践活动，师生

一行20余人11月22日参观学习

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沿着习近

平总书记2019年在杨浦滨江考察

时的路线，学习红色历史。

第一站参观了杨树浦码头旧

址。一百多年前，包括周恩来、邓

小平、聂荣臻在内的650余位留法

勤工俭学学生从这里登船远航，

踏上了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的旅

程。

第二站到杨树浦驿站。作

为杨浦滨江打造的第一座党群

服务站，站内设置“回首滨江

——红色故事体验区”，通过沙

雕版画、透明触控和语音播报，

生动展现了“五四”运动前后，老

一辈革命家由此踏上追寻革命

真理道路的红色故事。

第三站参观杨浦滨江人民

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师生们

通过聆听讲解、观看视频、近距

离接触老物件等多种形式，充分

感受杨浦滨江在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指引下的

发展历程以及建设成果。

最后一站是人人屋。人人

屋以“人”字形木质结构设计回

望工业历史，它的命名，则体现

“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理念。

师生们通过全息沙盘翻看滨江

的工业遗存和历史故事。

来源：党委教师工作部、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师社会实践团赴杨浦滨江考察教师社会实践团赴杨浦滨江考察

钟扬常说，一个基因可以拯
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
万千苍生。传承“钟扬精神”，就
是要继续“种子梦”——在教学
上赋予学生优秀的“基因”，这是
种子；在科研上为国家工业生物
技术的需求提供先进菌珠，这是
种子；在永平通过科技帮扶实现
乡村振兴，让科学技术的种子落
在永平的土地上，变成实实在在
的产品，这也是种子。

“品酒要先看，后闻，再品。”

“别一口气喝完，要观察酒

的颜色，体会酒的香气。”

“体会到不同酒体的层次与

口感的区别了吗？”

……

这是通识选修课《改变生活

的生物技术》上经常出现的场

景。

“我们面向非生物专业的同

学开设这门通识教育课程，就是

希望帮他们推开一点点门缝，看

一看更大的世界。”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课程负责人吕红认为，

学生们能将课堂知识与所学专

业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是通识

教育的目标之一。

该课程由 8 位来自生命科

学学院不同学科方向的高级教

师团队精心打造，自 2013 年开

课 以 来 广 受 复 旦 学 子 好 评 。

2018 年，该课程入选中国大学

MOOC，首 批 选 课 人 数 超 过

4000人。

“这是对我们团队所有老师

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我们的一种

鞭策。钟扬老师的‘种子精神’是

永无止境的，我们要朝着这个目

标不断努力，让更多人认识生物，

喜欢生物。”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研究员、主讲教师余垚说。

一门精雕细琢的生物
类通识课

为什么葡萄能变成酒？转

基因植物到底好不好？面包是

怎么变得松软可口的……

面对非生物专业同学开设

的通识选修课程，老师们会与学

生共同探讨这些来自身边的生

物技术热点话题。“这些问题看

似简单，真正要答对、答好它们

并不容易。”吕红说。

这个学期，吕红每周一都会

为本科生上《改变生活的生物技

术》。课堂上，她条分缕析、妙语

连 珠 的 讲 课 风 格 深 受 学 生 喜

爱。“吕红老师优雅又平易近人，

她上课总是循循善诱，启发我们

的思考。”选修这门课的学生王

瑾萱说。

作为教师，吕红对教学有自

己的坚持和标准，认为教学不应

该是对着书本课件读知识点的

填鸭式教育。抛开作业与考试，

吕红在意的是，学生在上完这门

课后，是否能养成思考习惯，提

升思辨能力。“所谓‘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思考的环节是必不

可少的。”她强调。

为了帮助学生建构生物技

术知识体系、理解生物技术与人

类发展史的关系，教学团队在准

备过程中下了大功夫。细致到

每一堂课的课件标题，如《天使

还是魔鬼-基因编辑与基因治

疗》《老鼠怎么会不怕猫-转基

因动物介绍》《我怎么知道你是

你-DNA 鉴定技术》，都凝结着

教学团队的心血。

“这些标题都是经过团队

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称得

上是‘精雕细琢’。”课程助教、

2020 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艾

毅深有感触，“一方面，学生更

容 易 接 受 这 种 通 俗 有 趣 的 表

达，另一方面，也能引导学生辩

证地看待每一个问题。比如讲

到基因编辑技术，如果改成《百

利而无一害的基因编辑》，就太

过绝对了。”

如何把看似抽象的概念理

论讲清楚？吕红认为，生物技术

的概念理论原本就来源于生活

和现实——“这些技术从生活中

来，又推动了生活的发展。”在她

看来，基于科普但高于科普，是

这门课设置的初衷。

一支深耕本科教学的
科研团队

吕红办公室的对面，就是上

海市工业菌株工程技术中心。

即使周末，她也常常待在办公室

或实验室，而且办公室的门永远

是打开的。“我是个‘留守老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找我，我能

及时答复。”她笑言。

吕红的博士生艾毅回忆：

“我研一时负责一个全新的课

题，吕老师在我刚接手的那段时

间，每天早上都会来实验室跟我

讨论，关注我的实验进展。”她用

这样严谨治学、认真负责的态度

带领教学团队越走越远。

从古老的微生物酿造技术，

到现代的基因组编辑技术，从植

物转基因技术到动物克隆技术，

《改变生活的生物技术》在这一

学年共开设六个平行班，实行小

班化教学模式。每位老师的授

课风格有所不同，学生们选择空

间更大，也更自由。

课程团队在开课前的每个

寒暑假都会集中备课，经过反复

讨论，形成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

程教案。同时，教学团队的八位

老师作为科研领域的一线工作

者，在授课过程中也会结合自己

的研究成果，有所侧重。

“我主要研究病原体感染与

免疫应达，在教学中涉及到抗原

与抗体部分的内容时，尽可能多

分享这一领域最前沿的技术。”

作为新加入课程团队的成员，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李继喜认为，只

有基于教师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体会，教学内容才能有特点、有

新意，对学生才会有启发。

教学团队每学期开课前都

会花大量时间更新课件，“这点

很重要，课只有常讲常新，才能

入心入脑，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我们要及时跟上。”余垚说。

酿造葡萄酒、制作酸奶、翻

转课堂转基因利与弊辩论赛、1

分钟课堂小论文……“改变生活

的生物技术”团队始终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

念为指导，不断探索新的课堂教

学方式。

“传统的课堂总是老师在上

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这两者的

位置能不能换一换？有时候我

们跟学生讨论，也常常会受到启

发。”在李继喜看来，学生与老师

是相互促进的。

一条扎根永平的科技
产业链

除了教师，“改变生活的生

物技术”教学团队还有另一重身

份——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到田间

地头，他们致力于运用科技精准

扶贫，实现乡村振兴。

2018 年 10 月，吕红带领教

学团队部分成员来到云南永平，

与以蔬菜为原料天然发酵制成

酱菜的阿庆嫂公司达成合作，进

行科技帮扶。在经过多次实地

考察后，吕红发现，用传统方式

加工的酱菜产品附加值并不高。

而永平县丰富的水果资源

让吕红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同

样是发酵，以水果为原料的发酵

产品拥有更高的附加值。何不

转换思路，研制一种时尚饮品

呢？”从切苹果开始，她带头筛选

了 20 多种微生物菌株，综合考

量口味、甜度等因素，利用学校

的专利菌株，研发出苹果原浆发

酵酒技术，实现了苹果的“华丽

变身”。

经过技术团队、生产研发

团队等多个团队的通力合作，

寄寓着复旦、永平情长意久美

好期盼的 C9 苹果酒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复旦大学 115 周年校

庆日正式上线。“这是永平县的

第一条小试生产示范线，我们

帮人就要帮到底。”吕红说，扶

贫不能是简单“输血”，更重要

的是用科技“造血”，扶植产业

获得内生动力。目前，永平县

建立了苹果和梨的 C9 原料生

产供应基地，研发出幸福永平

APP 数字销售网，开拓线上线

下市场，成功建构起 C9 的一、

二、三的产业链。

“致精至卓”是吕红常常挂

在嘴边的四个字——追求精致、

成就卓越。这也是这支团队对

C9 产品研发的态度，以及对学

生的期望。“除了科研能力的提

高，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

个大写的‘人’。”

吕红对学生的兴趣和发展

方向一直都是开放支持的态度，

鼓励学生们探索多元化方向。

“无论学生未来从事什么职业，

老师要做的是赋予他们优秀的

‘基因’。种子好，在任何一片沃

土，都有机会生根、发芽。”

文/刘 玥

“老师就是让每一颗种子茁壮生长”

十年时光，这个教学团队播下了三颗种子
好团队“钟扬式”

■《改变生活的生物技术》教学团队获得过校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

上海市人口学会“低生育率

时代的人口空间分布、城镇化与

社会融合”学术年会11月26日在

我校召开，由人口研究所承办。

百余代表以线上线下方式展开讨

论，充分展现了上海人口学界对

当前人口发展研究的新成果、新

思想和新观点。 来源：社政学院

市人口学会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市人口学会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

新生入学 100 天时，第二届

“追寻复旦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文化地图’校园定向活动”11

月27日在本部校区举办，帮助新生

适应大学生活，感受复旦杰出人士

的爱国主义情怀与艰苦奋斗精神，

重温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创校建校

历程。

活动以子彬院草坪为出发地

点及终点，考验各参赛队对校史校

情熟悉度。各队路线略有不同，需

要根据NPC提供的线索，解锁任

务点和沿线任务，争取用最短时间

完成任务。来源：党委学生工作部

““文化地图文化地图””校园定向校园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