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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路”思政大课升级，1/3基地受热捧
超过 1/3 基地被“秒抢”，本

学期，复旦大学“强国之路”思政

大课现场教学升级为“自选+必

修”模式。35个开放基地覆盖近

千名学生的现场教学，包括参观

实践、专家授课和互动交流。

6秒抢到心仪基地

“我在选课开始后，6秒内选

到了‘字节’，真的是‘秒杀’。”作

为热门教学基地之一，字节跳动

（上海）是24级新闻学-人工智能

专业卢天姿的心仪现场教学基

地。

在她看来，字节跳动是观察

技术与内容融合的行业标杆，

“我特别想知道算法的机制究竟

是什么？我们学到知识该如何

应用到实际的内容生成中。”4月

1日下午，近30 位来自集成电路

与微纳电子、化学、经济、数学、

计算机、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等

不同学院的同学带着好奇和期

待走进字节现场教学基地。

用语音交互感知大模型的

应用，看古籍与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结合的新场景，与有跨学科背

景的行业一线从业者交流互动

……这样的体验，让 24 级集成

电路领军人才班的肖佳成直言

“机会宝贵”。现场，他还带上

VR眼镜沉浸式体验了敦煌的瑰

丽风景。

观看《大闹天宫》分镜头画

面台本、吕其明的《红旗颂》曲谱

手稿、《红楼梦》道具样子，听一

段 段 电 影 厂 和 电 影 人 的 故 事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现场教

学基地，24级西班牙语专业的韦

伊在展品前驻足。

专家授课环节，同学们向上

海电影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电影制片人袁孝民提了不

少关于《哪吒 2》的问题，也询问

了好莱坞电影多元化、中国电影

走向世界、AI制片等方面问题。

为何大家抢着选？

即使不选“自选”现场教学

基地，也不影响同学们学分。为

什么大家还抢着选？24 级临床

医学八年制专业的陆翊嘉表示，

这 是 接 触 一 线 前 沿 的 便 捷 渠

道。30 位同学穿上“绿马甲”分

组跟岗，在虹口税务局体验一线

窗口的日常办事。参观接待大

厅、体验税务专线12366、聆听税

务安全讲座……半天流程下来，

陆翊嘉了解了不少关于个人申

报税、房屋税等税务知识。

在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展厅里，同学正在操纵

一台重达数吨的可移动式影像设

施。讲解员介绍，奥秘就在设备自

带的电力辅助系统，它能够帮助医

护人员轻松推动设备。来自新闻

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等十余个不同学院的同

学，共同体验高端医学影像诊断与

治疗设备，感受创新科技如何推动

医疗持续进步。

走进生产车间、党建展示

室，各种先进设备和医疗人文关

怀让 24 级预防医学专业的何吉

星大开眼界。“联影医疗如何从

零走出自主研发系列高端医疗

影像设备的路”，在师生讨论环

节，他问出一直以来的疑惑。分

子影像事业部资深专家、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董筠的解

读，让他对现代医疗设备国产化

的发展之路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一名口腔医学专业的

学生，24级的林跃童则对市民中

心基层立法点的定位充满兴趣：

“市民中心与我们的生活各方面

息息相关，比如未成年人游戏防

沉迷政策的制定就与此有关。

因此，我想来参观学习。”

自 2024 年“强国之路”思政

大课建设全面启动以来，学校已

高质量建成近200个现场教学基

地。今年全新升级的“自选+必

修”模式，既是对于学生前一年

所提出优化建议的积极回应，也

是对接教育教学改革精神做出

的创新尝试。

目前，“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进入“悟”的环节，以探究式学习

为核心，引导学生把前期社会实

践中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转化为学术问题和研究课题，让

思政教育的成效落在实处。

本报记者 赵天润通讯员 徐萌
实习记者 葛近文谢蕴曾译萱

选择复旦，成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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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25“强基计划”启动

在即，6位复旦在读学生用他们

的故事，讲述在强基的收获。

在科研沃土中“提前扎根”

在复旦强基体系中，“提前

扎根”是一个关键词。早在大

一，2020 级基础医学院李逸心

便在基础医学院研究员陆路的

指导下开始撰写文献综述，并进

入课题组学习。下课跟随师兄

师姐熟悉实验室仪器和试剂，学

习基础实验技能。逐渐地，她找

到了自己的路——人乳头瘤病

毒（HPV）病毒研究。

她的科研思维来自实验

室，也来自课堂。强基荣誉课

程《解码疾病的医学遗传学原

理（H）》采用小班教学，一堂课

学生不超过 10 人。“课程讲的

都是前沿内容，很多知识是普

通教材没有的。”

去年，她的正谊学者基础医

学拔尖计划专项课题“新型重组

II型胶原蛋白抗HPV的作用及

机制探索”顺利结项，不仅被评

为优秀项目，衍生的课题还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

这种“科研早培”模式，让本

科生在本科阶段即具备独立承

担课题的能力，在复旦强基计划

中并非孤例。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

收获，2022 级物理学系强基生

施昊哲说是“突破”。

作为大二便选修研究生课

程的“科研狂人”，他坦言，强基

计划鼓励同学们提早进入科研

环境，“只要你感兴趣，老师都非

常欢迎”。在物理系硬核《量子

场论》课上，他与研究生同堂讨

论，课后追着老师追问公式推导

的细节。后来，他将课堂上的思

考，整理成科研课题，经过层层

答辩最终获得国自然立项，获专

项经费支持。

打造学术成长“快车道”

复旦强基，本研衔接不是

简单的学制压缩，而是通过课

程体系、导师机制、科研路径的

深度嵌套，构建学术能力提升

的立体通道。

在江湾校区化学楼，2021

级化学系强基学生吴方玥开出

研究生课题。目前，她已通过考

核，成为第五批“卓博计划”成

员，比同龄人早 1-2 年完成学

业，可以更专注科研。

大二上，她便参与导师董

安钢课题组关于纳米颗粒笼目

超晶格的研究。同年，她又申

请了 FDUROP 的䇹政项目，选

择纳米粒子自组装作为研究课

题，这个课题也发展成为她的

国自然课题。“我的课题像一棵

持续生长的树。本科阶段扎下

的根，在博士阶段开枝散叶。”

今年年初，她大二时与课题组

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登上《科

学》杂志（Science）。

2021 级哲学学院强基学生

陈梓培目前已通过马克思主义

哲学专业直博考核。“直博排除

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从侧面给

了我更大的稳定性和更大的安

心、信心去继续扎根做自己的

研究。”在本科的前五个学期，

他修满了 6 门荣誉课程，并且

全部取得满绩。

修读荣誉课，像是在哲学的

河流里淘金。他也明确了自己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的兴

趣。“有畏难情绪挺正常，但就是

要慢慢啃，给自己时间，所幸直

博后我的时间很充裕。”

让学术兴趣自由生长

对2022级古文字学强基生

而言，导师张传官办公室的门永

远敞开。孙雪晴说：“我们强基

班只有 10 个人，所以全面导师

制度能更好照顾到每一个学

生。”从大一开始，导师全程指导

她参加多项科研项目。

强基配备的雄厚师资、与之

适配的课程设置，让她在大学期

间，徜徉在古文字的海洋中。“我

们可以学到各类专业课程，接触

到非常多的出土文献和古书典

籍，很过瘾。”

在枫林校区脑科学研究院

的诸颖课题组办公室里，2021

级生命科学学院苏浩楠的屏幕

上正在处理代码。从邯郸校区

到枫林校区，跨越 16 公里。对

苏浩楠来说，走完这段距离用

了三年。

初入学时，他在强基培养

下，打下扎实的数理化基础。随

着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发展，

他逐渐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产生

思考。“我主动找了强基班的学

业导师聊了自己的想法，导师让

我试试计算生物学方向，并推荐

我去课题组见习。”见习中，他下

定决心朝着计算生物学进发。

“强基每年都会更新专业名

单。在大三期间，我们就可以转

段，学校允许我们在很大范围内

选择导师和专业方向。这种自

由度让我能同时接触生科院和

脑院的科研范式。”如今，他已保

研至脑科学院研究院，主攻多组

学数据分析，并希望开展精神问

题年轻化相关课题。

复旦强基不是一条设定好

的轨道，而是一片充满可能性

的星空。在这里，重要的不是

飞得多快，而是能否找到让自

己持续燃烧的星光。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强基计划”即将启动，解锁学子成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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