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疫情暂时阻隔了“面对面”

的交流，复旦教师们把三尺讲台

搬到线上，把关心关爱的纽带系

得更紧、拉得更长。

准封闭管理的特殊时期，复

旦师生“屏对屏”“键对键”，贯通

第一第二课堂，传道、授业、解惑，

依旧是校园中的日常。教学不停

摆，关怀不断线。

有料不减：网课也能很充实

“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如

何把中国的抗疫精神和故事如

‘盐’般融进课堂教学里，如何引

导同学们在疫情防控这场‘大考’

中读懂中国之治，是我们研讨的

核心问题。”作为一名思政课教

师，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教研室副主任谢宜泽思考着怎样

让“屏对屏”的课堂更有穿透力。

让授课内容更能入脑入心，

谢宜泽明白，要用客观的数据、生

动的实践说话。“我对课程中老师

讲到的很多案例都有共鸣，这些

抗疫实践是我能真真切切地看

到、感受到的。”公共卫生学院

2021级本科生安景婕说。

谢宜泽背后，是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学团队的迅速行动。“把支

部建在教研室上！”各教研室统一

部署线上教学安排，保障全校线

上思政课教学活动有序开展。

3月18日，教务处、研究生院

向各教学单位下发《关于在特殊

时期做好线上教学课程育人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类课程的教学活

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高

质量的教学内容，与凝心聚力抗

击疫情同向同行，所有课程要做

到线上教学不忘育人初心、线上

教学不忘关爱学生、线上教学不

忘“三集三提”。

对老师们来说，讲台就是阵

地，传道、授业、解惑，课堂主渠道

始终坚守。据悉，准封闭管理第

一周，全校的3352门次本科生课

程中，95%以上转为线上教学，其

余课程安排在准封闭管理期结束

后集中补课；1698门次研究生课

程也“搬”到了线上。

“老师，不同系统间产物的输

送会造成成本较大增加和可能的

运输污染吗？”“老师，我有一个灵

感，是否可以发明一种污泥热水

解系统及方法来解决现有问题？”

《环境工程技术前沿》在线课程直

播间里，同学们不断追问。

这堂面向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专业硕士生班开设的专业课，每

节课都围绕不同主题，邀请行业

权威专家来分享。“希望同学们不

局限于课内理论学习，更要了解

最新的行业前沿，从工程实践中

探究实际问题。”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教授张士成介绍，准封闭管理

以来，这门课“顺势而为”。

3月16日的这节课，张士成邀

请到了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

公司环境三所副总工邓海文“云

上”开讲。下课后，2021级硕士生

杜文俊意犹未尽：“我觉得收获挺

大的，深化了对于环境工程方向

前沿研究的理解，在今后实验过

程中可能就会应用到。”张士成也

感到反响不错：“看到大家的听课

记录表，有笔记摘录，也有心得感

受，看来都是在课后有过思考

的。”

对于在线教学，张士成坦言

最大的困难是“即时的互动效果

会差一些”，他和同事们在不断探

索更合适的应对办法，也希望同

学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及时通

过对话框留言反馈。

今年的网课队列中也有刚刚

获评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的药学

院课程《药物化学I》。在2020年

课程改革之初，它本该是一门线

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同样能够“适

配”线上教学的新特点，而突如其

来的疫情使其变成了完全的线上

课程。在药学院副教授董肖椿看

来，“空中课堂”的好处就是有练

习题、讨论区，学生可以自主进行

拓展性学习，查阅资料后再由老

师点评；老师也可以及时与学生

沟通，发布补充教学视频，根据平

台反馈的情况随时进行调整。“这

个学期比2020年那会儿心里更有

底了。”

有备而来：新技术助力新实践

足不出“泡泡”，实验课怎么

上？虚拟仿真在线课程在特殊时

期展身手。

选择角色形象，分组前往“关

卡”，键盘控制角色移动，点击鼠

标操作仪器设备……在“电离辐

射探测与测量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做实验就像“打游戏”，随时随

地还原实验室场景。“我感觉就像

在实验室里，通过‘闯关’一步步完

成实验操作，很有趣！因为不直接

接触放射源，我们能够避免一些实

验室安全问题，不过如果错误操

作，我的角色也会‘掉血’，这就提

醒我，做实验需要格外谨慎。”核科

学与技术系2019级李源说。

这套虚拟实验由核科学与技

术系副教授杨洋团队自主开发，

自2018年提出构想，团队一步步

设计算法、建模渲染，历时一年多

完成了初代项目的开发，学生可以

穿戴VR设备沉浸式体验虚拟实

验，又在2021年将整个虚拟实验

室“搬”到了复旦大学iLab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平台上，面向所有同学

开放，透过屏幕即可身临其境。

“在当前特殊时期，线上平台

的用武之地更突显了。”杨洋说，

这段时间，他选择留在邯郸校区，

白天指导学生科研，晚上把沙发当

床，办公室就成了寝室，“论文的指

导和实验室安全保障还是更适合

现场工作，总需要有人留下的。”

在复旦大学 iLab 在线平台，

覆盖文理医工专业共20项实验向

所有同学开放共享，只需一块屏

幕、点点鼠标，就能获取沉浸式学

习体验。目前建有4个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项目，18个上海市级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8个校级虚拟

仿真实验项目。

在 iLab 新技术助力下，艺术

现场也能隔空映照进学子生活，

点击画作，就能走进一个新的光

影世界。“这和传统授课的方式是

完全不一样的。”艺术教育中心教

师赵阳解释道：“艺术是动态的，

这一平台不只是对原作的模仿，

在交互设计过程中，我们也考虑

到了原作本身想要传递的信息。”

“我特别喜欢克莱因蓝的呈

现方式和故事，赵老师向我们演

示了平台的操作，无限的阿波罗

像一下染蓝的动态过程很触动

我。”经济学系2019级本科生王小

天说。

基础医学院也“有备而来”。

自2020年以来，在市教委和学校

的支持下，学院打造了一批数字

切片和3D大体标本。突破传统

实物切片需要在显微镜下观看，

以及过去大体标本只能看到一个

横截面的限制，学生可以在 iLab

上通过移动鼠标，轻松观察到数

字切片和3D大体标本的全貌，身

临其境地进行学习。

“（通过应用）这种新技术，可

以想看哪里看哪里，想放多大放

多大，达到和实验室上课一样的

效果，也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基

础医学“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计划”工作委员会执

行主任程训佳介绍：“唯一的问题

是学生操作显微镜的技术可能会

生疏，不过等疫情过去后，总有机

会再练习的。”

有声有色：探索创新不停歇

䇹政、望道中期报告会也转

战到了线上，五场学术汇报在3月

15日至17日下午接连展开，26名

本科生线上汇报，13名校内外教

授分组评审，文理医工多学科交

流互鉴，共160余名师生线上齐参

与……“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研

究资助计划”（FDUROP）自1998

年实施以来，20多年如一日，着力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我感受到挑战性很大，理论

上要充分学习前人的方法并改进

和创新，实践中写代码的过程会

遇到很多细节问题，电脑跑起代

码来也需要日夜不停。”物理学系

2019级本科生李佳泽围绕经典二

聚体模型的几何限制和相关算法

已进行了一年的研究。

充分准备的他感到“汇报顺

利”，也坦言在线上反而没有那么

紧张了。中期汇报完，他松了一

口气，但表示前行的路还很长：

“评审老师针对研究背景向我提

了一些问题，这使我意识到，研究

需要做得更扎实。”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薛磊已多

年担任项目导师和评委，今年虽

在线上，但要求依旧不减。“很高

兴看到了有科研潜力的‘好苗子

’，希望同学们不仅仅是完成课

题，更是在科研实践中不断锻炼

自身的学术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逐渐成长为一名学者。”

“整场答辩会涉及到的学科

较多，从实验物理、理论物理，到

核科学、生物、材料都有，同学们

和评审老师互动研讨的气氛很热

烈，我也很受启发。”物理学系

2018级本科生喻知博在上学期顺

利通过了䇹政项目中期答辩，这

学期转换身份，成为会议主持

人。“我的䇹政课题是与观测天文

学相关的，未来研究生阶段，我也

打算继续在天文与天体物理方向

深造。”

有爱相牵：“云上的关怀”在传递

“您可以拨通一个电话、或者

发送一条微信留言，抑或是组织

一个线上的见面会，给您所指导

的学生送去‘云上的关怀’，在春

暖乍寒的日子里，给离家在外的

学子带去温暖……”

3月17日，华山医院副主任医

师茅善华收到了学校教务处向全

体书院导师发出的一封信。

除在院从医、在校任教外，他

还有一个身份——克卿书院2021

级临床八年制一班18位学生的导

师。收到准封闭管理的通知后，

他立即张罗了起来，邀请专家开

设线上心理健康讲座，近百位学

生参与聆听。“我自身也是闭环管

理在家，无法外出，能理解学生的

心态。”讲座末尾的交流互动环节

也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惊喜”，“学

了情绪调解方法后，同学们也讨

论起了如何把这段时间过好过充

实，策划建一个‘flag打卡群’。看

到同学们这么积极、向上，我也很

高兴。”

“你是在哪个校区，还是在家

里？一切都好吗？若有什么需

要，随时联系哈！”准封闭管理之

初，新闻学院副教授伍静就向她

指导的每位本科生、研究生一一

发去微信问候。她坦言“最担心

的还是学生”，只有了解了每位同

学的情况，知道他们过得好，“心

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算是落了地”。

作为新闻学院教工第一党

支部书记，她第一时间响应学院

分党委号召，召开支部和新闻系

全体教师线上会议，重点讨论如

何切实地关心每一位学生，共同

渡过疫情难关。特别是对于毕

业班学生可能会遇到的“急难愁

盼”问题，伍静也帮忙出谋划

策。“这个时候作为老师，我们尽

可能多和学生交流，给出修改论

文的建议，给同学们一些实实在

在的帮助。”

新闻学院教授白红义是支部

成员之一。在准封闭管理期第二

天，他一如往常召集十多位研究

生，交流最近读书的心得感悟

——只不过这次转换成了在“云

上”相聚。让读书会按原时间原

计划进行，白红义说，“一来是鼓

励大家不要停下读书、科研的脚

步；二来同学们可以聊聊各自的

情况，面对疫情的紧张情绪也能

得到舒缓。”

“各位同学，大家务必遵守

学校防疫规定，不要惊慌，更要

抓紧时间做好研究。准封闭管

理期间我会与大家在一起的。”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朱焕章在实验

室学生微信群中发出这条，给有

多名毕业班学生的课题组送上一

枚“定心丸”。这些天来，他待在

实验室帮助学生修改毕业论文、

指导课题实验。“课题组承担着新

冠相关的应急专项研究工作，还

有几篇文章正在投稿，这时候实

在走不开。”

文 / 杨泽璇、李沁园、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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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不停摆，关怀不断线

从从““面对面面对面””到到““键对键键对键”，”，复旦教师云端在行动复旦教师云端在行动

■张士成教授和学生线上开组会 ■杨洋副教授讲解虚拟仿真在线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