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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百年复旦校园焕发新活力

相辉堂、康泉图书馆、江湾

体育馆、张江科研楼……十年

来，百年复旦的新变化遍及各个

校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复旦对标

中央要求，围绕学校发展目标，

把握战略发展机遇，扎实有序推

进校园基本建设工作，四校区全

部完成新一轮校园规划调整，基

本建设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累计

竣工新建项目 21 项，总建筑面

积约 55.61 万㎡，开展规模修缮

项目129项，总建筑面积约56.75

万㎡。

对标业界最好
打造与“第一个复旦”

相匹配的教学空间

《高等数学》课上，数学科学

学院副教授秦振云在自己的平

板电脑上“奋笔疾书”，身后的电

子 显 示 屏 上 实 时 呈 现 出 笔 迹

——许多复旦老师与她一样，驾

轻就熟利用无线投屏技术上课。

“多媒体设备的普及缩短了

老师与同学们的距离。”秦振云

课上的一名学生认为，投屏技术

应用后，师生课堂问答的频率提

高，交流更高效。

秦振云所授课的复旦本部

第五教学楼（以下简称“五教”），

始建于 1985 年，是学校教学的

主要场所之一，在改造之前，因

建筑使用年限较长，课桌椅和电

教设施比较旧。而现在，富有科

技和现代感的智慧教室，大大提

升了复旦课堂的互动和乐趣，收

获复旦师生的广泛好评。

“灵活布局的桌椅布置，适

应讨论、展示等多种场合的需

求，打破了‘以老师为中心’的布

局。”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高级

讲师戴开宇认为，新的教学环境

为新的教学理念提供了良好支

撑。新闻学院 2020 级学生陈诗

雨平时最喜欢在五教自习，她觉

得这里的桌椅体验感舒适，教室

整体颜色搭配和谐，“特别是在

5301听通识讲座，氛围特别棒”。

五、六教的华丽“变身”，源

于《复旦大学“十三五”发展规划

纲要》中提出的目标：要升级改

善公共服务设施、稳步改进教学

科研环境。2017 年，接到修建

五、六教的任务后，基建处和教

务处通力合作，致力于对标业界

最好，把五、六教打造成集校园

文化、智能化、艺术性于一体，国

际一流的现代化高校教学楼。

“在复旦造房子，肯定不是

简单的‘墙地顶’，不仅要实用好

看，还要体现复旦的特色和风

范。”基建处处长李卫国介绍，近

年来复旦新打造的许多校内空

间，都是多部门协同合作的产

物，“有了教务处的参与，五、六

教设计方案充分考虑到现代教

学课堂场景，是一座能够和‘第

一个复旦’相匹配的校园空间。”

教学条件是本科教育的基

础。近年来，学校不断改善办学

条件，构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

应的校园环境，通过战略性空间

布局调整，确定了学校本部作为

本科教育的主要承载区，在空间

资源的战略性调整框架下，加快

校园设施的升级，智慧教室改造

便是其中缩影。

根据《复旦大学 2020 一流

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所明确

的路线图，在多方学习借鉴境内

外相关高校现代教室建设理念

与经验的基础上，教务处汇总形

成了学校公共教学楼改建的需

求思路，聚焦于智能化时代的教

育教学形态变革，着力打造新型

教学生态系统，促进传统课堂教

学转型。

2017年秋季学期至今，学校

着眼于“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

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室的单

一中心格局，共建设（改建）了

124间现代化智慧教室。另外在

公共文体场馆场馆建设、教学实

验室建设、图书馆资源建设方面

也加大投入力度，提升能级，为

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体系建设夯

实“地基”。

关注师生需求，紧盯
校园基建薄弱环节

复 旦 人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空

间？又该如何打造？

“一要倾听师生需求，研究

大家需要什么；二要紧盯工程前

沿，研究现代空间营造；三要学

习政策文件，研究怎么实现目

标。”李卫国总结道。

曾经，每逢暴雨季节，学校

本部一些地段就会严重积水。

2017 年开始，基建处协同总务

处、保卫处等多部门，分期全面

升级改造了校区地下管网和雨

污分流系统。如今，这些地下网

络不断完善，守护学校汛期安

全。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变化，

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校园：针对

学生们的用电需求，每个校区重

新进行电力规划，确保高温期间

学生正常使用空调；每次腾空大

修一座楼，周边环境都会一起打

造，把周边管线全部梳理一遍

……

建筑设计的细节，常常决定

生活的品质。在修建东区18、19

号宿舍楼时，从学生使用需求的

角度进行改造，比如点位布置怎

样会更好、如何增加储物空间、

活动空间等。“色彩、搭配、造型

上，和我们原来的灰地白墙老宿

舍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基

建处副处长杨军说。

2021 年，北区食堂以 12576

㎡的空间全新亮相……不仅是

一座食堂，更是备受欢迎的校园

综合体：精心的场景布置加上各

种新技术应用，一个绿色食堂、

文化食堂和活力食堂就此诞生。

为了敲定重建方案，基建

处、总务处研讨长达一年半，中

途不断修改甚至多次推翻旧方

案。最终，新食堂的外立面沿用

原有建筑的材质和元素，建筑入

口及门窗的结合原有建筑的构

成和划分进行细部的处理，让新

老建筑有自然的过渡，达到新老

建筑的传承融合。

除了教学、生活类建筑设施，

各类具有特殊要求的科研空间也

如春笋般破土而出。李卫国记

得，十年前，学校办学空间严重不

足，“生科院实验空间有限，部分

超低温冰箱甚至只能暂时放在楼

道里。大家都要侧身通行”。这

样的场景，一去不返。

如今，本部一批本科教学实

验室焕然一新，江湾校区一批理

工院系楼群拔地而起。

2019年，学校决定将张江校

区体育馆改造成复杂体系多尺

度研究院科研和办公空间。要

求高、时间紧，基建处在浦东新

区建筑业管理部门的支持指导

下，在 4 个月内按时完成施工，

而自项目酝酿起算，也不到一

年。该研究院名誉院长、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 莱维特

对此颇有感触。他说：“这栋研

究院大楼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竣工了，这是惊人的成就，离不

开 复 旦 ，离 不 开 上 海 市 的 支

持。”

江湾校区体育场，是复旦引

以为豪的一座标志性硬件设施

——总面积共 28800 平方米，投

资将近 2.8 个亿，拥有两个游泳

池，在全国高校中较为少见。“现

场的系统远比图纸上更复杂。”

基建处副处长杨湧敏表示，实际

施工过程中需要考虑各种可能

发生的问题，例如体育馆的游泳

池的运营和用量等等。

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枫林校

区的建设。昔日的枫林校区建

筑老旧，学生集中居住在南北的

筒子楼，条件落后，而由于地处

寸土寸金的徐家汇地区，更面临

发 展 空 间 不 足 的 严 峻 问 题 。

2013年，枫林的修建工作正式启

动，由于校区位置处于市区中心

地段，施工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

噪音、灰尘、地面沉降等问题，为

此，建设团队必须与周边居民沟

通、了解需求，将施工影响降到

最低。

“枫林校区的改造可谓是

‘翻天覆地’。”2012 年从药学院

抽调进入基建处工作的李继扬

这样感叹。他曾任基建处副处

长，现任枫林校区管委会主任。

在他记忆中，当年的施工团队，

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如今

的枫林校区，经过大规模改扩

建，学生住宿条件、生活福利设

施及科研办公空间得到极大改

善，校园面貌已经全然摆脱过去

的拥堵和破败，22万平方米的新

建筑大大缓解了医学院发展面

临的空间难题。

作为百年老校，复旦历史最

为悠久的学校本部，校园建设总

体规划也在 2019 年 2 月完成调

整。“这张规划蓝图的出炉非常

不易，其中涉及非常多的技术指

标。我们会按照这个总蓝图继

续做下去。”杨湧敏说。

2017年，相辉大草坪西侧启

动 18 号线地铁复旦大学站以及

中 华 文 明 资 源 中 心 的 建 设 工

作。由于原先的 100 号楼、200

号楼属于上海市风貌保护街坊

的范畴，因此，在进行修缮前必

须进行专家论证。为最大程度

还原建筑原貌，基建处和相关专

家一起进行详细的历史考证，按

照最初的历史图纸去进行修缮，

尽力恢复老建筑昔日风采。

2018 年 5 月，玖园一期陈望

道旧居修缮完成，复旦以“信仰

之源”为主题辟建《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2021 年 7 月，苏步

青旧居、谈家桢（陈建功）旧居

修缮一新并正式对外开放，与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交相辉

映，将信仰、爱国、科学融为一

体，构成“玖园爱国主义教育建

筑群”。如今，这里是复旦一大

新地标，成为展现复旦学脉、承

载复旦精神、丰富复旦文化、凝

聚复旦力量的重要载体。

学校基建工作十年来的长

足发展，除了工程建设团队的辛

勤付出，也与校友、校董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不遗余力的鼎力支

持息息相关。十年来，捐赠不计

其数，海内外校友、校董和复旦

之友纷纷慷慨解囊将爱校荣校

之情汇聚成涓涓细流，助力学校

高质量发展。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

抓落实。枫林校区西 6 号楼大

修近期即将竣工，张江三座科

研楼、中华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也将在明年陆续竣工……一座

座全新的校园空间，正蓄势待

发。

文/殷梦昊 沈星月 丁超逸
制图/曹丛钰

十年来，在复旦历任校领导的关心支持指导下，复旦各校区建设

工作持续推进、一以贯之，面貌均得到较大改观。特别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校园基建工作按下“加速键”，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升，不少重

大项目如今都成为了学校靓丽的“新名片”。

立足长远，久久为功。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双一流建设”提供坚

实保障，为复旦人带来精神文化滋养和归属认同之感，这是复旦基本

建设工作一以贯之的目标和方向。

未来，学校还将持续优化校园环境，更好为学校完成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和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接续奋斗，为“第一个复旦”建设贡献力

量。

喜庆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