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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教学团队非常“接地气”

把课堂搬到社区基层和大山深处
六年来，“复旦行知·服务学习”课程体系从最初来自4个院系的5

门课程，发展到如今的17门课程，也有更多的院系、专业和教师参与
其中。在教务处的大力推动下，服务学习系列课程体现了制度建设与
专业支撑的特色模式，也是全国高校中较早纳入学校通识教育和专业
教育的服务学习学分课程体系。

他们理念超前，是国内首批

将服务学习的理念带入大学教

育的教学团队，开辟出一条极具

创造力的教学培养路径;他们富

有情怀，在乡村田野的夜晚仰望

满天星斗时探讨教学培养;他们

务实笃行，参与社会服务，以专

业知识回馈现实需要。

跨学科、重实践，这是一支
讲求社会公益的教学团队

服务学习教学团队成立于

2016年。谈及建立的过程，团队

带头人、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副教授洪浏说：“那时我刚回

母校任教，非常希望做一些事

情，尤其是能让大学生通过所学

的知识和技术，回应社会真实的

问题和需要。”

在学校、教务处、院系和个

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新的教学

团队应运而生，2017年春季开始

课程体系建设。校教务处副处

长徐珂表示：“我们决定要走一

条以前没走过的道路，尝试一些

创新的做法。”

5 年来，团队在国内外期刊

及学术会议发表、宣读论文二十

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

奖 4 项。2020 年，《古村落的保

护与开发》成为首批国家级一流

本科课程，《艺术与创造力（陶

艺）》成为上海高校一流本科课

程。2021 年，《计算思维与信息

素养》与《社会创新与设计思维》

被 评 为 上 海 高 校 市 级 重 点 课

程。2022年，服务学习教学团队

获得上海市本科教学成果二等

奖。

更多地走出校园，更多地参
与社会

软件学院高级讲师、2020届

本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

师”戴开宇 2017 年 11 月加入教

学团队，从 2018 年春季学期开

设《计算思维与信息素养》课程，

这也是复旦第一门理工类服务

学习课程。

接到开课任务时，戴开宇几

乎每天都在想与课程教学设计、

服务基地建设相关的事。一有

灵感就拿手机记下，一个备忘录

里就有二十几条，许多想法都在

后来的教学实践中落地。“作为

一门公选课，除了技术的学习，

还需要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信

息素养以及用这些来服务社会

的能力。”戴开宇建立了4个服务

基地,学生们分成多个小组，有的

在复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践

工作站担任讲解员；有的与同济

大学景观学系合作，利用虚拟现

实技术完成景观设计；有的到复

旦附小参与教案设计，带领小朋

友们玩转“不插电的计算机”；有

的前往上海浦东新区关兴教育

培训中心，组织网瘾青少年参与

自主设计的编程游戏。

服务学习教学具有多元且

丰富的课堂形式。教师在讲授

中会涉及丰富的实际应用场景

和案例，也有源源不断的新案例

被纳入其中。在《计算思维与信

息素养》课上，就有一位同学带

来大提琴，一边演奏，一边谈对

音符、旋律与计算思维中“涌现”

概念之间关系的心得。

团队开发了具有复旦特色

的服务学习课程“助教-督导”模

式。通过几年实践逐渐形成了

一支能够传、帮、带的助教团

队。社政学院 2022 级博士生万

鸯鸯从 2019 年起担任由艺术教

育中心包春雷执教的《艺术与创

造力（陶艺）》课程助教。5 个学

期中，她协助教师开拓新的服务

点，带学生到复旦大学附属幼儿

园、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阳光心园，以及周边社区进行服

务。这些人与人的真实连结，让

万鸯鸯觉得课程中的学习与服

务更有意义。

助教梯队建设逐渐成为服务

学习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学

期，洪浏会开展专门的助教培训，

让学生学会识别需求、设计服务、

提供服务、评估等。许多助教在

完成培训后，会一直做到研二结

束。助教不仅是联络者、协调者，

也是行动研究者，也有助教在日

常实践中积累了研究素材，从而

发表论文、攻读博士学位。

一边仰望星空，一边讨论教学

跨学科融合是服务学习教

学团队的一大特色。许多来自

不同院系的老师都非常认同服

务学习的理念，积极加入。

团队逐渐摸索出一些学科

融合的具体方式。“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原本性音乐教育与社区

服务》，运用多种音乐教学法和

丰富的教具，关注具有不同特征

的服务人群，并针对性地给出反

馈和建议。

团队成员们保持紧密联系，

形成了积极活跃的工作氛围。

在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

前洋村，学校艺术教育中心高级

讲师张勇、旅游学系副教授黄

洁、洪浏开设《古村落的保护与

开发》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选

课同学来自各个院系专业。师

生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民居建筑

修缮、民俗文化挖掘、旅游资源

梳理、乡村基层治理等等内容，

综合生态学、建筑学、民俗学、旅

游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

探讨式学习。目前，课程采用

“2+1”的学分形式，包含 2 学分

的课堂学习和 1 学分的社会服

务，已顺利开展四次。黄洁表

示，该课程作为服务学习课程，

将传统授课和社区服务合二为

一，引导学生有组织地将课堂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并通过反思

强化教学效果，体现了复旦人服

务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在前洋村的一个夜晚，给徐

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风

景很美，到了晚上，大家一边看

着满天星斗，一边聊教学、聊培

养。”徐珂看到这一幕，非常感

动，更感到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服务学习既有科学的一
面，也有能力的一面”

对于学生的培养，团队始终

强调学习能力与服务实践并重，

所做的事情不能与社会脱节。

2018年起，社政学院社会工

作学系与云南永平爱心组织“缘

爱行动”服务中心开展一对一帮

扶计划。团队于 2019 年起在永

平开展困境儿童直接服务项目，

2021 年升级为农村儿童的职业

启蒙项目。2018年以来，团队前

往当地 20 余次。2022 年 7 月至

8 月，团队成员带领学生在永平

开展社会服务，并在当地小学开

展暑期夏令营活动，将社会服务

带入乡村儿童的工作之中。

反思是服务学习过程中非

常重要的部分。洪浏说：“我们

只要在永平一天，每晚至少开两

个小时的反思会。”通过对经历

的反思，学生能习得新的知识或

产生新的观念，在运用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技术的同时，在当地的

情境与场景中积极地与服务对

象产生联系，更好地满足服务对

象的需求。

面向未来，团队正探索在每

一个专业的培养计划中，至少能

有一门对应的服务学习课程。

洪浏的愿景是：复旦所有学生都

能 用 专 业 知 识 和 技 术 帮 助 他

人。 文/丁超逸

■ 教学团队合影

“我从小就喜欢玩味语言，

把它含在嘴巴里面，颠来倒去地

说，从中寻找规律，就像玩游戏

一样。”中文系本科生匡一龙对

语言的兴趣从这样的“游戏”开

始。

匡一龙随外公外婆在普陀

区长征镇长大，说一口杂糅了本

地方言和市区方言的混合语。

但“在外公外婆的观念里，语言

应当保持本土特色。他们对我

的方言发音、用词、语法的地道

性的要求特别高，经常提醒纠正

我。”

家中老人所提供的“母语者

的观察”，为他后来的语言研究

积累了经验材料。“他们的耳朵

特别灵。我外婆嫁在吴淞江对

岸，就会告诉我一些两岸方言之

间的细微差别和对应规律。”这

培养了匡一龙对语言现象的敏

感性。

前不久，在复旦语音学实验

室做实验时，匡一龙一开始发现

自己不能敏锐感知气声现象，但

突然想起小时候读“特别”这个

词时，外公外婆曾严格地指出他

发音上的错误。“尽管我自认说

得一口标准的本地方言，然而如

果没有语音学实验的帮助，还是

无法总结出我和长辈的发声方

式存在哪些细微的不同。原来

长辈的观察如此细致，而其中的

奥秘是可以通过实验语音学揭

示出来的，现在想来外公外婆指

出的那处发音错误其实就是气

声感知的年龄差异造成的。”

匡一龙从小还有意识地去

看方言节目，学习方言知识，了

解方言的规律与地域分布。在

第 31 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六年级的匡一龙撰写了

第一篇方言相关的论文。他清

楚地记得，在活动现场复旦正大

体育馆，一位复旦老师拍了拍他

的肩膀：“以后来考复旦中文

系。”这位陌生老师的鼓励，成为

他和复旦结缘的起点。

初中时，匡一龙自学了基本

的音韵学、方言学知识，并由此

认识了许多民间方言研究的前

辈。

高中班主任王旭是复旦中

文系文学博士，鼓励他的研究兴

趣，支持他开通公众号“沪郊乡

音”，从 2017 年开始，收集了普

陀区长征镇的五千多个方言词

语，同时整理上海地区其他乡土

语言的词汇。公众号也让复旦

中文系盛益民教授关注到他，建

议他报考复旦强基计划汉语言

古文字学方向。

本月，第十一届吴方言学术

研讨会在复旦举行，匡一龙撰写

的讨论上海地区方言助词语音

特别现象的论文被会议收稿。

回望童年，他幸运于自己找

到 了 一 方 色 彩 缤 纷 的 方 言 世

界。而这场游戏，他将在复旦园

里继续“玩”下去。

文/严艾雯

匡一龙匡一龙：：做沪郊乡音的守护人做沪郊乡音的守护人

好团队“钟扬式”
















■ 匡一龙在作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