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搭建这个逻辑门更

加简单哎。”“看看我造的计算

器。”在“虚拟世界：科技与人

文”课上，“玩家”们的声音此

起彼伏，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高级讲师戴开宇和学生们正

化身游戏角色，探索“我的世

界”。采用教育数字化技术，

实现跨越时空的泛在学习，是

这门课探索的方向。在一个

个妙趣横生的讲解中，在一次

次通力合作的实践中，各个院

系的同学跨出专业壁垒，玩转

虚拟世界。

2011 级生命科学学院本

科生季文瀚当年综合数字电

路、微机原理、汇编语言、编

译原理等知识，在“我的世

界”中造出一台包含几万个

逻辑门、可实现加减乘除、三

角函数和矩阵运算的虚拟计

算机。这一份课程作业在知

乎上被上万人赞为大神级作

品。

2006年，戴开宇觉得在信

息化时代让各个专业的同学

来领会计算之美很有意义，自

此开启至今 16 年多的课程建

设和改革之路。

2018年，戴开宇开始这门

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他

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从互联网

上轻易获取知识的时代，教学

应重在“转知成智”。混合式

教学让学生先自主学习线上

资源，然后把宝贵的课堂时间

用来精讲重点、共同讨论和实

践，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和素养。

关 于 课 程 的 建 设 与 改

革，兼任复旦大学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特邀研究员的戴开

宇还有很多想法：“我们需要

给进行混合式教学的教师更

多的理解和支持……另外，

混合式学习的线上学习空间

也要从仅仅放置静态学习资

源的学习管理平台，发展为

能支持沉浸式学习的虚拟世

界”。

实习记者 邓晨菲

在在““我的世界我的世界””里沉浸式学习里沉浸式学习
复旦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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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新青年”短剧大赛追望大师脚步
第一届复旦大学“新青年”

短剧大赛于“五四”青年节拉开

帷幕，来自生命科学学院、护理

学院、核科学与技术系、经济学

院、法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微电子学院、

物理学系、历史学系、基础医学

院等 11 个院系的 11 支队伍，呈

现了各自领域的 11 位学术大师

的故事，追望历代大师的脚步，

寻找永恒流传在复旦的科学家

精神。

大师们离我们很近，只有一

场短剧的距离。台上是青春的

灵魂，故事里是炽热的人生。

灯光下，一段段大师故事可亲

可及，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还是花开盛世之时。短剧中是

如歌的人生，短剧外是滚烫的

灵魂。舞台上，学子全情演绎，

在一次次重温中坚定博学笃志

的信念。

“一场抉择的背后是对自我

与命运的再认识。”公共卫生学

院用流行病学奠基人苏德隆教

授的故事，来分享公卫人代代相

承的选择与坚守。光影交叠之

间，旋律起伏之时，音乐剧《抉

择》穿越时光，再现个人选择与

国家责任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

终获得金奖、最佳导演奖。

护理学院《张祖华》获得银

奖、最佳编剧奖。它再现护理

学院前身、上海第一医学院附

设护士学校的创建者、护理教

育事业奠基人张祖华校长的故

事。她的大半生致力于建设和

发展祖国的护理教育事业，为

祖国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护

理人才，也指引着一代代的护

理学子投身护理事业，为人类

健康和护理学科发展奉献青春

年华。

同获银奖的法学院《如得世

代悬秦镜》围绕东京审判前后

经历编写、演绎，以曾任教于法

学 院 的 梅 汝 璈 先 生 为 蓝 本 创

作，他在抗战胜利之际代表中

国出征远东国际法庭，为审判

日本战犯、维护公理正义付出

数年心血，作出不可磨灭的贡

献，梅先生的爱国、勤奋、求实、

奉献精神鼓舞着一代代法学学

子。

基础医学院《大国心医》获

得铜奖。它再现了2003年4月，

年近古稀的闻玉梅应钟南山之

邀，赴广州疫区合作研制通过

鼻腔应用呼吸道的非典疫苗的

故事。作品尽显闻老师的大师

风范和医者情怀，带师生走进

“步行者”闻老师抗击非典的传

奇经历。

铜奖作品核科学与技术系

《青春火种》讲述朱祖良老先生

返回核科学与技术系参观，用

自己年轻时的选择为毕业季迷

茫的王春杰同学提供指引，展

现了两代核科人的选择。一代

代核科人扎根荒漠，隐姓埋名

为祖国的核事业艰苦奋斗、将

复旦精神传遍全国各地。

铜奖作品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院《星空下》演绎上世纪 50 年

代以来复旦计算机科学事业从

无到有的故事，一场别开生面

的讲座，一次忆苦思甜的回望，

重回峥嵘岁月，不改奋斗底色，

展现了初代计算机科研人筚路

蓝缕的创业征程，有挫折，有牺

牲，更有不改的科学精神。

幕幕短剧追望学术大道，弘

扬学校学术传统与文化传承。

大师们立足前沿、服务国家的

志向和情怀，一直铸造青春精

神，激发广大师生投身学术、服

务社会的热情，引领代代学子

肩负历史使命。

相辉堂内灯光亮起，代代大

师的感人故事永不落幕。百年

前，复旦青年奉献报国，百年后

的复旦青年也正面临着新时代

的重重考验。时代总是把历史

责任赋予青年，今日复旦学子

也将继承大师们的不朽品格，

艰苦奋进、不惧牺牲，努力成长

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

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开创属

于自己的激荡时代。

实习记者 段瑞怀 王逸帆

“冰雪女王”杨扬 4 月 25 日

与师生面对面交流，这是她继

2018 年岁末应邀在新闻学院演

讲后再次走进学校。身着一袭

蓝色西装套装和白色运动鞋，杨

扬轻盈上台，“非常高兴能再次

来到复旦，希望和大家共同成

长。”

杨扬谈人生，谈竞争。“奥林

匹克运动有句著名格言叫‘更

快、更高、更强’。‘更’字在中文

里边可能会觉得是个比较词，但

这么多年走过来，我发现它是自

己的‘更’，自己的更快、更高、更

强，而不在于横向比较。”“但人

生总要有个参照物，有人比你更

好时，你要学习他、琢磨他，最后

才能比他更好。实际上在这个

过程当中，是你自己的更好。”因

为有了和自己纵向竞争的心态，

面对强者，就不再有嫉妒、自卑

等心态，而是利用对方的强大挖

掘更好的自己。因此，“只要做

到最好的自己，你就是冠军。”

提问环节，同学们抛出一个

又一个问题，欢笑声连连。面对

同学提出的“自我专注”“同辈压

力”“知识焦虑”等问题，杨扬认

为，“人生还是要有一点点留白，

大可以去做一些看似‘无用’的

事。”她饶有兴趣地分享了一件

新鲜事。“今天早晨，我修剪了几

支残花。修剪掉的花本身很好

看，只是花茎太短。我找了一个

矮花瓶，拿了一些叶子，装点出

一瓶花。”她拍下照片，分享到朋

友圈后，“我的一位领导发信息

建议我买些花泥，就如何养花和

我探讨了许久。我感谢领导对

我的‘不务正业’进行指导，领导

却告诉我，恰恰是这种‘不务正

业’会帮助打开思维，启发思

考。”透过这个故事，杨扬寄语同

学们，当遇到一些困境时，不妨

暂时尝试做其他的事情，或许就

会豁然开朗。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姚舟怡

““冰雪女王冰雪女王””再来复旦交流再来复旦交流

“想要去旅行”——Echo 学

生合唱团校内专场演唱会 4 月

21 日在江湾校区廖凯原法学楼

报告厅举行。这是今年首个专

场音乐会。现场师生共赴一场

阔别已久的视听盛宴。

去旅行，是本场音乐会的主

题。合唱团精选来自亚、非、欧、

美的多首经典合唱作品，此外，

还演绎了复旦人原创词曲的作

品。曲目风格迥异、各异其趣，

带师生领略世界各地的音乐风

格。

上半场在动漫音乐之旅中，

天籁般的歌声多元演绎经典曲

目，在跳跃的音符中传递音乐的

魔力与震撼。

下半场主要是民歌和复旦人

自创的曲目。歌者手拿锣鼓来到

安徽，唱起凤阳歌。听众在历历

晨光里走进神圣西藏，跟随指挥

的指引，仿佛看到了钟扬老师披

着漫天霞光，寻迹雪莲的生长。

音乐会最后，合唱团献上安

可曲《今生永相伴》，带师生回到

梦开始的地方，看曦园流水、望

道梧桐。在群星闪耀中铭记“你

的名字旦复旦兮，今生永相伴”。

音乐会由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主办。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包雯沁 谢鑫

EchoEcho举办校内专场演唱会举办校内专场演唱会

“未了”毕业歌会x毕业MV

人物日前在光草上举行甄选，吸

引了125位选手报名。

同学们以毕业为始点，唱出大

学期间的所思所想所念，道不尽的

感动，给旅途一个小小的顿点：“我

走过了一些坎坷，我把四年写成了

一首歌。多幸运能够在这里遇到

你，这几年我成长了许多。”

从落日余晖洒满台上台下，

到夜幕里共享一片光影。毕业

不只是一群人的故事。共享一

段青春的同学们对光草、对复旦

说：“我爱你，谢谢你”。

文/顾周琳 丁子珂

毕业歌会甄选毕业毕业歌会甄选毕业MVMV人物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