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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晚在邯郸校区第三教学

楼3406教室举办，大数据学院魏

忠钰副教授以“AI 解密：什么是

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框架”为主

题，带领同学们探究人工智能与

大模型框架的奥秘。

魏忠钰首先回顾AI起源。从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人

工智能”术语，到早期逻辑和符号

处理的研究，再到专家系统与机器

学习时代的来临，AI的发展处于

萌芽阶段。自1987年以来，概率

推理和机器学习成为推动AI发展

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大数据和深度

学习方法的出现，推动了AI的快

速发展。Chat GPT的出现标志着

AI应用开始突破泛化的局限性，

以此带来了对话式语言模型的巨

大贡献。他通过图表详细介绍了

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及产品分布，并

解释了现代语言模型的基本原理

和工作流程。随后讲解了机器视

觉领域的发展历程，在过去二十年

间，机器视觉技术通过人脸识别等

成功产品推动了 AI 的商业化进

程，同时商业化落地也面临如场景

噪音、样本有限等挑战。

本期训练营由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校研究生会主办，大数

据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及工程与

应用技术研究院合作开展。

来源：研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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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UROP的意义：激发同学愿意去努力

校园生活

科研提升训练营第一期科研提升训练营第一期AIAI解密解密

如果在复旦的学习生活还

是和高中时期一样，那么意义在

哪里呢？信息学院副教授张浩

曾指导了不少优秀的本科生，他

们在科研上都发展得不错。他

认为在这四年里，同学们除了要

把专业知识学好，还可以尝试提

升自己的科研能力，充分利用好

学校丰富的科研资源。

FDUROP是有效培养
的绝佳平台

问问：：学校组织本科生学术训

练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张浩：我大概2014年左右接

触 FDUROP。 以 我 的 观 察 ，

FDUROP 是国内高校里相当早

成规模成体系给本科生提供科

研机会的平台。

我们有非常优秀的本科生，

完全具备做科学研究所要求的

优良素养。教师水平高且乐于

和本科生交流。最宝贵的资源

就是同学和教师，如何把这两个

最好的资源联系起来是重要的

课题。本科生的培养，有时课外

学术训练或许比课堂授课更有

效，老师的思想理念很难当堂完

全传递给同学们，而在指导学生

做科研的过程中，更能言传身教

多年的心得体会。FDUROP 正

是连接老师和学生并实现有效

培养的绝佳平台。

很多同学以 FDUROP 为起

点，提前获得了出色的科研培训

而有机会前往世界名校接受更

好的训练。这个过程是逐步上

升的。

依托平台引导同学走
好第一步

问问：：依托一个适合大小的切

口对于本科生开展课题研究相

当关键。您在指导过程中如何

帮同学把握课题规模？

张浩：很少有学生带着课题

的确切想法找老师。对主动找

我想做科研的同学，我会逐步引

导：先给训练题目进行练习，在

这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特点。对

具有不同特长的同学，要用不同

的训练方法。

依据同学的个人特点，我给

他们量身设计一系列和我研究

主要兴趣领域相关的课题。首

先给出一个比较有限制的课题，

貌似很具体，但其中必然有可以

发展探索的问题。我把这个第

一阶段称为有限科研训练。

总之，我会在课题设计上先

观察学生，再依据他们的各自优

势以一个有限可控的课题继续

训练。完成我给予的课题后，学

生便可以尝试探索自己想要做

的方向，他们可以和我商量讨论

后制定一个稍具开放性的课题。

问问：：本科生尝试发表还需要

写论文的能力，在这方面您如何

引导同学？

张浩：写论文的确需要技

巧。同学在实验室做工作的同时

要有意识总结成果，但在科研起步

阶段他们往往把握不好这一点。

带学生做第一个课题时，我会讲

“三篇论文出师”。第一篇是工作

做得差不多时，提醒学生学着去

写，并随时补充知识和实践；让同

学先从方法开始写，因为比较容

易，可以通过模仿或者参考其他论

文很快写出来。然后，逐段地写结

果和讨论部分，以这样的方式一块

一块地往下写就成了初稿。这时

我帮助同学一起逐字逐句修改，第

一篇文章的修改尤其需要手把手

地教。问题往往不是出在英语能

力欠缺，而是逻辑链条不清晰。很

多同学在一开始对论文意义没有

清晰的认识：论文本质上是要对创

新结果进行充分论证，要有数据、

逻辑和结构，下一句还要和上一个

分论点对应。多数同学第一次上

手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一定在

旁逐字指导。有时候可能需要多

次修改，每次修改都会改一段，有

些作图也可能需要调整，这个流程

还是很长的。但同学们都学得很

快，第一篇论文教过改过后，他们

再写论文就会改得很快，基本上就

只需要动一些文字。

不要觉得开始写一篇文章

一定要发表。写文章和做科研

不可混为一谈。把工作成果及

时整理归总，做一点积累，这本

身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习惯。

中期答辩是FDUROP
的灵魂

问问：：FDUROP要求学生参与

中期答辩，答辩现场可能会邀请

到其他学科的评审老师。请您

谈谈对中期报告这种考核形式

的意见。

张浩：如果没有现场中期答

辩的考验，项目成果不一定会那

么扎实，函评无法取代它的作

用。对本科生而言，答辩是宝贵

的、有收获的经历。学生写开题

报告可能会得到导师的手把手

的助，对学生的独立训练比较有

限。但中期报告是学生独立面

对。评审老师看报告时，都从科

研的角度出发，提问也完全围绕

着科研，一般会考量学生独立工

作的工作量、有没有吃透课题中

的科学原理等。

中期报告会淘汰一些学生，

大部分原因是项目进度的不足，

或者是学生独立工作的量不足，

拿课题组其他成员的工作成果

来汇报。中期报告是 FDUROP

的灵魂，它对 FDUROP 质量的

把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问：：中期报告还有什么其它

重要意义？

张浩：中期报告也是同学们

获取科研交流的机会。平时他

们可能会做课题助理，听组会报

告，处理实验室日常工作，但这

种严肃的、面向不同领域学者的

科研报告会集中考验他们如何

努 力 让 大 同 行 听 众 听 懂 的 能

力。这也是一种训练，因为限时

口头解释自己工作的价值是很

重要的能力。据我所知，很多选

择中止的同学，是因为没有勇气

参加这种形式的报告和答辩。

做科研要具备较为全面的

能力。本科阶段完整地经历一

项课题就是预备训练。了解每

一环节的关键要素并掌握相应

的技能非常重要，从写报告、写

申请书，到做报告，再到把自己

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完整地表述

出来等等，每一项都有意义。只

有通过实际经历才能真正理解

科研，并了解实际的科研与想象

中的科研不一样的地方。

中期评审第一次没过不一

定是坏事。在准备时可以不断

寻求导师和师兄师姐的帮助，向

他们展示工作并寻求反馈。这

样同学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想象

之间的差距，会深切感受到口头

报告的重要性。

总之在整个课题过程中经

历各个环节，了解自己的短板，

努力弥补。

问问：：您一般从哪些角度评定

同学的中期成果？

张浩：独立思考是FDUROP

关注的要点。主要考虑两个维

度，第一看开题报告的完成度和

规范性；其次通过提问来了解同

学是否真正一头扎进去做了研

究，是否完成了 FDUROP 要求

的工作量。有些同学可能只做

了既有研究内容中的一小部分，

远远没有达到既定要求。如果

他们没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为什

么无法完成后面的工作，那我认

为他们对进度的把握有问题，尤

其是对在立项申请书中规划要

做很多实验的同学，我会着意通

过提问去考察他们围绕这个课

题所做的实验室工作实际是不

是自己做的、有没有高度参与进

去。 文/高允允郭子兴

“你所抽到的角色是：复旦大学学生，进步爱国的热血青

年”。5月26日，“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场馆里的思政课”首

讲圆满结束，以真理之甘+创新之举献礼119周年校庆。

来源：“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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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遇上“剧本杀”

导师

访谈

“同心迎校庆，敢为‘泳’者

先”——2024年复旦大学主题游

泳比赛5月19日在江湾校区游泳

馆举行。

来自全校30个院系的150余

名选手，参与到14个竞技项目和

4个趣味项目中。选手们劈波斩

浪，活力迸发，碧波展翅，“水”与

争锋，共同绘就一幅初夏时节的

激情画卷

竞技项目分为男女子个人赛

与学院团体接力赛，涵盖蝶泳、蛙

泳、仰泳、自由泳多种泳姿的精彩较

量。趣味项目百舸争流、水上陀螺、

汤圆争夺、水中“撕名牌”均是集体

项目，各具特色。 来源：研工部

主题游泳比赛迎接校庆主题游泳比赛迎接校庆

第四届“书院杯”师生乒乓球

赛5月19日上午在南区乒乓球馆

圆满落幕，志德书院夺冠。克卿

书院、任重书院、希德书院、腾飞

书院分获第二、三、四、五名。参

赛师生共60人，其中教师12人，

学生48人。

来源：学工部

第四届第四届““书院杯书院杯””乒乓球赛落幕乒乓球赛落幕

学术研究是一条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的道路。本科生做学术的意义何在？如何开始一项学术研究？

立项和中期报告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或许同学们正怀着这些困惑。

FDUROP采访小组邀请来自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老师们，他们或曾指导过学生做学术项目，或曾担任过

FDUROP的评审专家，希望从他们分享的视角和观点，可以为同学们揭开学术研究神秘面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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