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从教20年，您觉得一名合
格的大学老师，特别是医学院老
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文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老
师非常重要。要全身心替学生着
想。把他们培养成才的意念比任
何事情都来得重要。我们带学生，
很多时候不是让学生来帮你完成
什么事情。当然，导师要做很多事
情，有时候也需要学生帮忙，但作
为导师，首先不是想到学生可以为
你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为学生做
什么。其次，我们要坚决相信“长

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
相信学生有超过你的能力。第三，
就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没有大
量的时间付出，学生也是不能够成
长的。如果做到责任、信心、付出
这三点，那么在我们这样的医学
院，相信大多数学生都可以成为比
较好的医学人才。

Q您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
生？

张文宏：我从来没有希望培养
什么样的学生，我唯一的就希望每
一位学生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

因为在我眼里没有最好的学生，只
有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学生，所以
我培养学生基本上没有统一的模
板，但希望帮助学生达到自己理想
中最高的层面。

我跟学生在一起，更多的时候
是我在帮助他们，同时他们也在帮
助我。我对他们提出的唯一要
求，就是希望他们都具有合作
性。医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职
业，医学教育体系是一个独特的
教育体系，所有人通过合作才能
达到共同的目标。

◆“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

◆“跟学生定期交流，这与门诊查房同等重要”◆
Q近三年来，您一直在为本科

生开设专业基础课《传染病学》。
为什么这么重视基础教学？疫情
期间，您怎么上课？

张文宏：基础教育一直是我们
医学发展最最重要的基础。没有
谁生下来就可以做医生，如果基础
不扎实，其实到一定程度就走不远
了。为什么我们在本科阶段就要
设置感染病的教学？有两方面的
原因：一方面，这些学生毕业以后，
在各个领域都要接触到感染性疾
病，另一方面，感染性疾病在内科学
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

除此之外，我认为本科生是医
学教育的最早期阶段，在这个阶

段，他们对医学的理解将会决定未
来走多远。来自前辈的一句提醒、
一次启迪很可能影响很多晚辈的
一生。所以我们非常关注本科生
教育质量。在疫情期间，我们最早
开设了一门传染病学的网络课
程。这门课的选课人数超过了10
万次，据我所知，很多非医学类的人
都在学习这门传染病课程，创造了
中国大学生慕课的记录。可以说，
借新冠疫情对全民进行一次传染
病教育，我们应该是走在了前面。

Q您主编、参编20多部教材，
如此大量和迅速，怎么做到的？

张文宏：我主编的其实不多，
也就3至4本。但基于我们这个学

科在全国的地位，基本上全国只要
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材要编写，一定
会邀请我们来参加，所以我也是很
多教材的副主编。

我们也编了一系列教材，包括
2003年SARS发生时，我协助翁心
华老师出版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SARS的
专业书籍。今年我们又出版了全
国乃至于全球第一本关于新冠肺
炎的专业书籍《2019新型冠状病
毒病》，第一时间以学术语言记录
了这个传染病历史上的关键事件，
及时总结了我们的经验，同时以中
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出版，也
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

◆“角色一直都在切换，盼望全球疫情早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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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做最好的自己”

近日,“宝钢教育奖”正式揭晓，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教授张文宏获授优秀教师特等奖。同时，复旦大学物

理学系教授陈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国希、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宝荣获授优秀教师奖。

宝钢教育基金会所设立的宝钢教育奖是全国最具知名度的教育奖项之一，旨在奖掖优秀人才，力行尊师重教，推动产学合

作，支持教育发展。2020年，宝钢教育奖共有75所高校和2家单位参评，经过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共评出优秀教师特等奖9

名，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9名，优秀教师奖251名。

本期校报摘要刊登复旦融媒体中心记者对张文宏教授的专访，以飨读者。

11月21日，因浦东出现2例

本地病例，上海市第87场新冠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备受瞩目。

“坐在台上的这几位发布人，昨

天夜里都一直在这里通宵奋

战。”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尹欣指

向左手三位，最左边是许多上海

市民心中的“定海神针”，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

秋冬的新疫情淹没了一条

喜讯。就在张文宏一夜未眠的

前一天，他被宝钢教育基金会正

式公布授予“宝钢教育奖优秀教

师特等奖”。获奖名单中，他的

名字打头阵。基金会秘书处工

作人员介绍，这表明评委会两轮

投票表决后，张文宏得票数排名

第一。

张文宏却无暇庆祝。20 日

晚，他原计划飞往广州参加由中

国外交协会举办的某国际会议，

这次会议是中外交流的重要会

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美国前

国务卿基辛格还有众多专家都

会线上或线下参会，讨论中国和

国际如何应对各种国际危机和

未来挑战。临登机前的一通电

话，让他立刻赶往上海市疫情联

防联控办公室。

“对于输入性病例，我们非

常警觉。如果在前面跑得快一

点、早一点，后面会有巨大的战

略优势。”他解释。

整个2020年，张文宏都在和

新冠病毒赛跑，用学生的话来

说，“恨不得按个飞毛腿”。从那

句“把党员换上去”开始，这个顶

着黑眼圈、爱讲“大实话”的感染

病学专家，成为疫情中的焦点人

物。个性鲜明的语言风格，让人

偶尔忘记他的本职工作——他

不仅是一名医生，而且还是一名

大学老师。

正如宝钢教育基金会的颁

奖宗旨，优秀教师奖是颁发给优

秀教师的，特等奖更是给其中的

佼佼者。近十年，复旦共有5 位

老师获此殊荣——在张文宏之

前，还有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

化学系教授赵东元、附属中山医

院教授祝墡珠、哲学学院教授孙

向晨。

在今年的学校推荐意见中

这样写道：“张文宏教授多年来

始终把育人作为最重大的责任，

积极探索课程教学改革，领衔开

设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传染

病学》课程，建立‘理论与临床结

合，线上与线下并进’的教学体

系，疫情期间 MOOC 平台学习

人数超 12 万人次。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他不仅带头奋战在

医疗救治一线，还带领学生积极

投身新冠科普工作，进一步激发

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

而在学生们眼中，张文宏是

医教研全面开花的“超人”，更是

正 直 善 良 、尽 职 尽 责 的“ 张

爸”——遇到老年病患，他会认

真用大字写好注意点，耐心嘱咐

对方，细致到去哪里挂号、去哪

个诊室，甚至开车送外地病人去

火车站；他在科室专门设置一种

毕业生选拔机制：学生打擂台，

导师回避，由本科室和其他科室

教授、院领导进行评分排名，从而

避免因为是主任的学生就更容易

留在顶级三甲医院；他为学生考

虑周到，合理分配任务，倾听后辈

的迷茫或焦虑，从不吝惜帮助与

鼓励。11月30日，他又多了一个

身份：上海市传染病与生物安全

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主任。

参访当日，刚从北京赶回上

海、当晚又要飞往北京的张文

宏，利用一个宝贵的午休间隙与

记者分享了自己的为师之道。

Q您是怎么走上教师岗位的？
张文宏：走上教师岗位，事实

上不在我的计划之中。应该说，我
原计划只是做一位医生，纯粹的医
生，但是进了曾经的上海医科大
学、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
这个门，毕业后又留在学校附属医
院工作，我的任务除了做医生以
外，同时被自动赋予了另一个身
份，那就是老师，跟那些带我的前

辈和导师一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最早

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也是
国内医学教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
之一。附属医院承担着医学院所
有的临床教学工作，我们一批批医
生走向临床，都必须在医学院这个
医生的摇篮里成长。所以我也是
在这里，做医生的同时，学着怎样
做老师、怎样做研究。

Q您的老师翁心华对您有什
么影响？比如强调临床实践。

张文宏：翁心华老师给我一个
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他做事情非常
专注，比如他做临床，可以专注到
别的事情都不管，一辈子都在临床
兢兢业业工作。所以他是我们整
个内科学界非常著名的泰斗，也是
大家公认的感染病领域以善于诊
治疑难疾病的“福尔摩斯”。

◆“走上教师岗位，不在计划之中”◆

Q您今年获了不少奖，有的表
彰您作为医生，有的是作为老师。
对这些身份，您如何把握？

张文宏：事实上，我的角色一
直都在切换。就像今天你在这里
采访我，前面约了几次一直没成
功。因为我昨天还在北京国家自
然基金委开会，进行一些有关新冠
和传染病流行数学模型的讨论，昨

天夜里我回到上海，今天晚上还要
去北京，因为明天要在中国自然基
金会环境学部讨论人、环境与传染
病相关的课题。

对于我们现在的医生来讲，从
事医疗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医疗，还
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医学教育、医学
研究。医、教、研三者，对我们来说
都同等重要。

Q疫情之后最想做什么？
张文宏：疫情结束以后，我觉

得过上日常的生活就无比美好。
每天查好房以后，回办公室有一个
多小时看看书和文献、喝喝咖啡，
有时候眯一会儿，但这段时间基本
上都被剥夺了。盼望全球疫情早
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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