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游泳馆半小时起游！

国庆“黄金周”去江湾游泳馆、

枫 林 游 泳 馆 运 动 的 师 生 享 受

了 这 一 福 利 。 游 泳 馆 计 费 最

低可按半小时，而非 1 小时起

算，师生最低入场费用降低为

4 元。这不仅意味着师生游泳

可以只游半小时，而且，在附

近运动的师生可以只花 4 元去

游泳馆冲澡。

师生运动完，冲澡成难题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网球场、健身房、舞蹈房、游泳馆

……坐拥各种运动设施的江湾综

合体育馆广受师生喜爱，在一次

院系训练中却被吐槽“体育馆咋

没淋浴间？”

4 月 17 日，在学校“推门行

动”意见听取会上，环境科学与

工程系学生代表马诗瑾提出问

题：“大家运动完身上黏糊糊

的，就想冲个澡。”

该系运动氛围好。大家习

惯在科研学习之余，跟同学、

老 师 一 起 切 磋 运 动 。 运 动 完

满头大汗，宿舍却在马路对面

的园区，师生多么希望能就近

淋浴，以便快速回归科研、学

习状态。

24小时内给出解决方案

问题提出后的24小时内，淋

浴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职能部处

与院系“1+1”会商机制处理问

题。时任环境系党委书记、熟悉

江湾校区的梅鲜提出：“对运动完

只想冲澡的同学们来说，去附近

的游泳馆半小时就够了。”

这一建议得到迅速响应。当

天，总务处作为牵头部门，研判实

施可能性、酝酿解决方案。

立行立改，江湾游泳馆原最

低1小时起的游泳时间下调至半

小时，收费相应减半；同一天，枫

林游泳馆计时、收费标准同步调

整。场馆中心利用游泳馆内的淋

浴设施，为运动的师生开启一条

快捷淋浴通道。在解决问题的的

同时没有新增成本，也让资源得

到更充分利用与此同时，信息办

等部门快速完成收费系统的计费

策略调整，1周后，马诗瑾收到院

系学工老师反馈，为同学们带来

收费调整的好消息。

截至10月5日，江湾游泳馆

5918 人次、枫林 4179 人次累计 1

万人次师生通过游泳馆半小时计

费离场。

“推门行动”，回应师生之呼

4月17日的“推门行动”意见

听取会，由总务处、人事处、“双一

流办”等代表机关党委第 9 组走

访调研现物所、物理系、环境系、

航空航天系等多家二级单位。在

这次会上，仅环境系就提出24个

问题，大部分在会议现场沟通解

决，10个重点难点列入上报学校

的问题清单。

不少像“游泳馆设置半小时

收费”这样“转变思路、打通关窍”

就能处理的问题在学校牵头部门

协调下已解决。今年春季工作会

议上，学校党委提出要推开隔阂

复旦共同体的扇扇“小门”。

3月起，“推门行动”启动，像

这样推进扎实整改工作的机关作

风与效能提升专项工作组共有10

个。机关党委牵头，各机关部处

全方调研二级党委，听取师生在

生活学习工作遇到的问题，总计

收到问题清单396条。超六成立

行立改，近四成将于本学期落实，

个别提议正落实“畅通渠道、流程

再造等”的长效整改机制……

师生有所呼，学校必有应，

396项“小微问题”将一一回应，举

一反三，各部处还将提出1~2项优

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微改革”。

通过机制，同题共答，让师生

更有获得感，共筑复旦共同体。

本报记者汪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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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享淋浴便利，“推门行动”解师生困扰

本学期，复旦师生课表有了

新变化——一系列以“AI”开头

的课程代码全新亮相。

学校开出 AI-BEST 各类课

程61门、含平行班102门次、选课

学生覆盖近 4000 人。其中 70%

的课程都全新设计打造。

新课表背后成绩单如何？

AI大课建设从今年4月底启

动，建设团队在30天时间内制定

详细的设计落实方案，全校上下

在3个月时间里高效运作，截至7

月份，建设全新的 116 门“AI 大

课”课程。同济大学贡献 10 门

AI 类课程与复旦共享共建。AI

课程覆盖全部一级学科。

“AI大课”的建设统筹全校专

业师资。计算机学院牵头保障了

AI-B及E类课程的建设需要。此

外，学校还打造一支规模较大且

运行得力的博士生助教团队。

计算机学院邱锡鹏教授新学

期开出两门 AI 课，一门 E 类，一

门 S 类。其中，AI-S 类课程《大

模型理论与方法》为新开课程。

为了今年9月与101位选课同学

见面，团队梳理了大模型知识体

系，编排课程内容和讲义，与华

为、百度、英伟达等头部科技企业

联合共建了编程实训平台。此

外，课程配套教材《大模型原理与

方法》计划于今年年底出版。

而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钱振兴《人工智能安全》备课团

队，则依托复旦相关领域自主知

识体系教材6本，在以往200余篇

论文、专业方向 20 余篇论文、出

版专著与科普图书4本的工作基

础上，将领域精华内容浓缩至一

学期课程中。

校长金力认为，复旦AI大课

各教学团队要依托教材建设，不

断更新前沿知识点，培养学生用

AI解决问题的思维，开启科研新

范式，期待培养的学生比老师

强。“人工智能本身的进展瞬息万

变。这意味着我们要随时更新课

程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尽最大可

能让学生走近人工智能。”金力表

示，希望通过复旦大学的尝试，搭

建起 AI 大课建设的框架。为高

校之间，高校与企业研究院所之

间，搭建起交流沟通的平台。

开课首月，课堂效果怎么样？

为什么诺贝尔物理学奖，会

颁给看似离物理学有些遥远的计

算机和AI领域？10月8日晚，在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萱菁

的AI-B类课程《走近人工智能》

课堂上，她结合最新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奖成果，向同学们引入

机器学习基础相关知识点。

这门面向人文社科专业本科

生的AI基础课程，共有6个平行

班，选课人数超 600 人。如何激

发非专业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

趣，引导学生将人工智能知识与

自身专业背景相结合？简化概念

帮助学生建立起直观的理解，强

调应用场景切实感受技术在现实

世界应用，上课一个月以来，黄萱

菁与团队成员总结了不少经验。

人脸识别技术的伦理问题、深

度学习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智能

交通系统的未来……团队鼓励同

学们可以结合自身专业，挖掘人工

智能在自身专业领域的前沿应用，

“我们鼓励大家在课程作用中采用

AI大模型整理和组织内容，并通过

AI生成相关展示图片。”

S类课程是立足文社理工医

及交叉学科生长出来的AI+X课

程。“我们既是一个教学团队，也

是一个科研团队”，熊易寒教授

介绍。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合开的

这门 AI-S 课程《人工智能与国

家治理》，重点聚焦在人工智能

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如选举、

政治传播、城市治理、政治参与、

国家能力等。

以学术为根本，课程主讲教

师参与到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智

慧城市建设、数字化转型等 AI

技术落地国家治理的项目中。

通过这些实际案例分析与实践

操作，学生更加切身从计算政治

学和公共管理的视角，审视其对

政府效率、社会公平和民主治理

的深远影响。

实践，是AI大课重要的组成

部分。“要让学生了解最近十年

中，全世界AI安全研究的基础性

问题”，这是 AI-E 类课程《人工

智能安全》的目标。实践环节占

比高达18课时，涵盖当今AI安全

技术研究最具活力的几个方面，

钱振兴教授以实践案例的方式让

同学们独立思考、完成编写程序，

攻坚克难。对授课教师钱振兴而

言，课程设计的初衷就是在一个

个鲜活的场景中，引导学生“消除

对未知知识的恐惧”。

“现今，在医学信息学、神经

调控治疗、脑机接口等领域，对脑

科学和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巨

大。我们的课程就是瞄准这些

AI 应用的现实场景开展课程建

设 的 ”，AI-T 类 课 程《AI for

Brain Science: 数据、计算和前沿》

主讲教师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张嘉漪说。

以脑科学和智能领域最前沿

的热点为课程蓝本，课程邀请央

企、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首席研究

员在内等一线科研界、产业界专

家与学生就脑机接口存储器、人

工智能在脑疾病诊断与预测、大

脑网络建模与仿真等前沿话题上

开展交流。与现实 AI 应用紧密

联系，课程启动群聊机器人帮助

同学们解决常见问题。

在复旦 AI 大课现场还有一

群特殊的同学，他们是同济大学

参与“复旦-同济优质课程互选”

的学生。每节课，他们跨越 3 公

里拿着专属的复旦校园卡进校，

准时坐在教室。

复旦获得邻居高校同济大

学的鼎力支持，共建共享 AI 课

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副教授于幸泽表示，他开设

的课程《艺术造型》“课程模式由

原 先 的‘ 师 - 生 二 元 ’演 变 成

‘师-生-AI’三元”，AI成为了课

堂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能

帮助进行知识点回顾、语音交

互、案例演示，还能协助学生进

行作品生成、人机共创。机械

臂、脑电传感器、深度学习算法

等先进 AI 技术的实地加盟，为

课堂带来前沿实践的乐趣。

未来无限，
AI大课如何持续发力？

为了全力保障课程建设的需

要，复旦大学前期进行全校统筹

动员，相当一批国家级人才投入

AI大课建设。

从这个学期开始到明年春

季学期，学校推出至少 100 门 AI

课程；到明年秋季学期开学，实

现 AI 教 育 的“ 三 个 渗 透 率

100%”——AI 课程覆盖全体本

研学生，AI+教育覆盖全部一级

学科，AI素养能力要求覆盖全部

专业。让科学智能成为复旦迈

向世界顶尖的发动机，让 AI 课

程体系成为全校 AI 生态建设的

发动机，让复旦成为上海和国家

人工智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发动机。

“不止高等教育，一切领域的

未来，都属于AI”，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 Michael Levitt 这样形容他

眼中的人工智能。“快速拥抱AI，

这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

本报记者赵天润汪祯仪

AI 大 课 开 课 满 月 ，成 绩 如 何 ？ 复 旦 交 出 答 卷

▲江湾校区游泳馆推出半小时计费的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