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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机器人课，也要坚持手写板书”
“我不是一群人中最聪明

的那个，但因为热爱坚持了下

来。”着眼前沿和交叉创新，复

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

院、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方虹斌一直在路上。

教“机器人”却坚持板书

“在大学，如果只做科研不

教学生，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2019 年，新开设的智能科学与

技术本科专业首次招生，听说

“机器人学导论”这门4学分的

必修课没有人上，方虹斌立刻

毛遂自荐。

这门课对学生来说是一根

难啃的“硬骨头”，但在近五年

评教都名列前10%，网上还收获

大量“自来水”好评。今年，这

门课入选复旦 AI-S 课程。这

份成绩单凝结了方虹斌的大量

心血。每年备课都要加入前沿

技术，还会像产品经理一样不

断做用户调研，迭代更新课程。

除了备课，板书也是他独

特的教学方法。虽然研究科技

感十足的智能机器人，但他在

课上还是颇为传统地坚持手写

板书。这起源于他的学习经历

和日常观察——当公式写在

ppt 上时，学生很容易开小差，

下课后索要课件就算万事大

吉。因此，他在课上坚持用板

书推演，不直接给公式，尽可能

引导学生一步步拆解问题和推

导。“孩子们的科研思维就是这

样一点点熏陶出来的”，他说。

汶川地震激发学术梦想

一条形似蠕虫的机器人，

缓慢爬过通风管道进入房间，

散开变成多节，迅速建立地图

模型回传，再重组成一条“虫

子”悄悄溜出去……听起来像

是电影画面，方虹斌正带领团

队奋力奔跑在实现的路上。

一 切 的 起 点 ，要 追 溯 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能不能做

出一种机器人，钻到地震废墟

里寻找幸存者？”这是方虹斌的

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工程与应

用技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特聘教授徐鉴给还是本科

生的方虹斌布置的问题。当

时，方虹斌了解到国外已有此

类仿生机器人，萌发出强烈兴

趣，从而开启了对仿生机器人

的研究。

2020年3月科技部发布《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建议》。方虹斌凭借多年

研究积累，获得一项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基于折展-编织融合

结 构 的 工 业 管 道 作 业 机 器

人”。这是复旦在“智能机器

人”专项中获批的首项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科研成果要落到国家经济

发展和需求里去，不能闭门造

车。”方虹斌始终坚持这一点。

他的项目主动邀请许多企业加

入用户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汇

报会，就是为了欢迎更多来自现

实世界的难题和挑战。

今年7月，项目以“优秀”的

综合绩效评价结题，但方虹斌不

打算止步于此。他认为，生物的

运动能力和智能性远在机器人

之上，要“继续向生物学习”，未

来考虑赋予机器人类似含羞草

或者章鱼触手般的具身智能。

为新工科建设添砖加瓦

学生口中，方老师亦师亦

友，集“严格要求”和“平易近

人”于一身。对待论文和实

验，方虹斌保持着一种近乎苛

刻的挑剔，每个字词、标点都

要从头到尾改过。学术之外

的他又是一个“有仪式感和追

求生活品质”的导师，像许多

年轻人一样，爱自驾游，爱搭

乐高。

“我还没小孩，学生就是我

的孩子。”从 2019 年开始带学

生，今年是第6年，方虹斌形容

自己一年年“攒”出了 27 名学

生。在实验室外的照片墙前，

他对每个学生如数家珍。

如今，对复旦的自由与开

放，他有了更深的体会——当

年，学校颇为信任地给了他一

笔启动经费和一个“连桌椅都

没有”的空房间。广阔天地，大

有可为，上课、带学生、建实验

室、写论文、申请项目……前三

年，方虹斌几乎每天早上七点

到办公室，晚上 12 点后才回

家。直到第四年，各项工作逐

渐走上正轨。

复 旦 新 工 科“ 新 ”在 哪 ？

在他看来，这个“新”体现在交

叉当中，可以生长出大量新增

长点。

在复旦，交叉的机会无处

不在。去年5月，在走去食堂的

路上，方虹斌被芯片与系统前

沿技术研究院的刘琦教授和青

年副研究员张续猛拦住讨论，

遂开始合作共同研发，目前机

器人已在调试中了。今年8月

的交流会上，一个“蚯蚓有没有

嗅觉？”的提问把他问住了。微

电子学院研究员孙正宗提出，

自己研究的嗅觉传感器或许可

以帮助蠕虫机器人提高检测敏

感度。新工科的火花就这样

“聊”出来了。

作 为 教 师 ，方 虹 斌 还 认

为，这种“新”还体现在教育理

念和人才培养中。如今，他课

题组的学生专业背景丰富，什

么专业的都有，但共同点是

“都很喜欢硬件”。因为热爱，

所以乐此不疲。

作为学校新工科建设的重

要一环，今年1月，复旦成立四

大创新学院，新成立的智能机

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也在

9月迎来了第一届“智能机器人

领军人才班”，由方虹斌负责本

科生教育和培养。

“终于能从本科生开始培

养学生了”，兴奋之余，方虹斌

更感责任重大。“什么叫领军人

才，怎么才能培养领军人才”，

在日复一日的创新和探索中，

他从未停止思考。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粟子骞

卓越有趣复旦人

受访者 供图

本报讯 复旦管院有“新家”

了，12月7日，坐落于政立路558

号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院区

启用。

院区主体建筑三栋。 A 楼

（李达三楼）共 10 层，以教学、办

公和国际交流为主。B 楼（李达

三叶耀珍李本俊楼）共8层，涵盖

图书馆 x 书局、教室空间等多个

研究中心和创业孵化基地。30

米空中连廊将整个复旦管院政

立院区连通成为有机整体。C楼

以文体、艺术、生活服务等功能

为主，有剧院、博物馆、羽毛球

馆、健身房、科创俱乐部等公共

设施，面向公众开放，为师生、市

民提供文化交流、运动空间。

管理学院政立院区由管理

学院与杨浦区、瑞安集团携手共

建。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是

中国乃至世界上领先的与社区

深度融合的开放式商学院。自

始建之时便构想，不仅营造一个

让师生自由思索、自由探究的环

境，亦能支持其未来成长，同时

提供广阔空间供学院拓展成为

一所面向未来百年的商学院。

本报记者章佩林

管院新院区启用：与社区深融的开放式商学院

管理学院管理学院供图供图

迟楠团队获通信
科学技术一等奖

本报讯 11月 30日，2024
年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颁
奖典礼在成都举行。复旦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迟楠团队
牵头的《高速可见光通信机理与
方法》项目获得中国通信学会科
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该项目立足国家战略发展和
学科领域前沿需要，围绕高速可
见光通信机理和方法开展研究，
经历十余年的研究攻关，发现了
可见光器件带宽受限与非稳态辐
射复合的耦合特性，揭示了可见
光通信噪声时频分布规律，创建
了自适应线性与非线性联合均衡
模型，发明了准线性传输的实现
方法，显著提升了传输速率和距
离，连续多次创造了单芯片的世
界最高速率。在此基础上，项目
团队提出了超大容量多维融合可
见 光 传 输 架 构 ，研 制 出 了 超
600Gbps的可见光光互连系统
样机。发表系列高水平论文，出
版相关专著10部，形成了面向高
速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大带宽、高
谱效、准线性和大容量传输的理
论体系，为高速可见光通信的发
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撑。

这一成果不仅为可见光通
信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有
力支持，还有望推动算力网数据
中心光互连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目前，该项目在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等行业企业得到验证
和应用，并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
授权和国际标准。

来源：科研院、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研究生导师国际
发展中心成立
本报讯 12月 3日，复旦大

学在邯郸校区光华楼东辅楼吴
文政报告厅和枫林校区明道楼
二楼报告厅，成功举办研究生导
师国际发展中心成立大会暨
2024年新聘导师培训会。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汪源源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论
文质量监测处处长李恒金、校内
职能部门负责人、资深导师和专
家等作主旨报告。全校 600余
位新聘导师通过现场和观看视
频直播参加大会。本次培训会
分上、下午两场，分别由校长助
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焱和
研究生院副院长先梦涵主持。

汪源源副校长和李恒金处长
共同为研究生导师国际发展中心
成立揭牌。研究生导师国际发展
中心将以提高导师指导能力和育
人水平、支撑和服务导师全方位
发展为目标，开展导师选聘和全
方位、多层次、高水平、国际化师
资培训，搭建校内外导师互动交
流平台，实施专项项目和导师发
展跟踪评价，立足上海、辐射长三
角，力争打造成国家级示范性导
师发展中心。 来源：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