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10月7日举行的

《共产党宣言（书法卷）》捐赠仪式

上，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获上海

顶祥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捐赠的

1000册《共产党宣言（书法卷）》。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

申阳，上海顶祥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厚业，上海书

画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玉

东，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凌云

之君，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理

事长焦扬，复旦大学常务副校

长、望道研究院副理事长许征，

陈望道老校长儿子陈振新、儿

媳朱良玉以及学校相关部门负

责人、师生代表出席仪式。校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玉刚

主持捐赠仪式。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丁申阳联合 14 位

上海书法家用他们擅长的书体共

同书写《共产党宣言》。15000多

字的原文，每位书法家分写千余

字，整体书风以“二王（王羲之、王

献之）”体系为主，保证书法字体

基本统一。15 位书法家写成近

60米的书法长卷，长卷特别选择

仿古宣纸，邀请非遗传承人精心

装裱。

仪式上，张厚业与焦扬共同

为捐赠新书揭幕，张厚业向陈振

新教授赠书。

赵玉东向学校赠送上海书

画出版社在建党百年之际，再次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线装影印

版）》。

活动现场，丁申阳题字“信仰

之源”赠送给复旦大学。

许征表示，《共产党宣言》书

法长卷的创作，将红色经典与传

统艺术在书法笔墨间交汇，将传

统文化所内蕴的精气神与“宣言

精神”巧妙结合、交相辉映。学校

将认真收藏好、研究好、运用好这

份沉甸甸的厚礼，将其作为落实

“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的生动载

体，从中汲取文化自信和历史自

信的坚定力量。

本报记者 赵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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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师节，数学科学学

院教授谢启鸿凭借多年来在高

等代数课堂上的扎实工作被评

选为“钟扬式”好老师。在他心

目中，“钟扬式”好老师要做到

“立德树人、治学严谨、潜心教

学、爱生如子”，这也是多年来

他对自己的一贯要求。

从学生视角“守正创新”

对 数学科学学院计算数学

专业 2023 级直博生厉茗而言，

高等代数课堂上那 6 块写满的

大黑板至今令她深刻印象。

多年来，谢启鸿始终坚持传

统的板书授课方式。“谢老师每

次上课都会把黑板写满，常常一

节课下来大汗淋漓。”每次下课

后，即使当下没有同学提问，他

也总要在教室停留一阵时间，时

刻准备着为学生答疑。这个小

细节，他坚持了十来年。

这些付出，源于他心中一

个朴素的追求——让每个人都

能听懂高等代数。

“数学老师容易陷入‘炫技’

的误区，就像一个攀登到半山腰

的人认为有上山的捷径，想让学

生都走捷径。但是，必须让学生

踏踏实实地爬上来，才能真正打

好大学数学的基础。”他说。

因此，他在备课时从不使

用太多进阶技巧，而是将自己

代入讲台下的学生，从学生视

角来探索改进课堂内容，让艰

深的数学原理更加明白易懂。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高等

代数课程在十几年来做到了

“守正创新”。

他花费一年时间，录制了高等

代数在线课程，实行4学时正课线

上学习，2学时习题课线下学习，通

过合理分配线上与线下学习时间，

不仅加强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

理，也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

动，他也因此成为了复旦“混合式

教学改革”的先行者。

“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赶时

髦，而是考虑学生的需求。”他说。

“每周一题”十年不间断

谢启鸿在努力让每一位同

学都能听懂课程的同时，也兼

顾拔尖学生的需求。

如今，在同学之间口口相

传的知名栏目“每周一题”已开

设近十年了。每个教学周，他

都会发布一道具有相当难度的

高等代数思考题，供学有余力

的学生思考和解答。由于同学

们常常创造出不同的解法，有

人将此戏称为“知乎式教学”。

近年，他还修订了《高等代

数》一书，这是他和同事们共同

编纂的高等代数学习指导书，

在学生之间有口皆碑，由于封

皮为白色，被大家亲切地唤作

高等代数“白皮书”。

修订过程中，他在原有基础

上融入自己10多年的教学体会

及最新教学成果，其中不少题目

便来自高等代数期中、期末考试

试题以及“每周一题”。修订这

样厚厚一本教辅的工作量是巨

大的，他在每一处都周全考虑，

构筑起了由易到难的高等代数

知识框架，使“白皮书”在全国范

围内收到了广泛好评。

点燃学生科研报国之心

高等代数是数学科学学院

学生接触到的第一门大学专业

课。因此，谢启鸿戏称自己是

“每一届大一学生的新生导

师”。在这门课上，他不但带领

学生欣赏数学之美，还引导学

生点燃科研报国之心。

2022 年，他的高等代数课

程被评为复旦大学课程思政标

杆课程。

课上，他常以苏步青、谷超

豪和李大潜等大先生的事迹教

导学生。他会告诉同学们，苏

步青先生远赴日本留学，面对

日本学界的挽留，依然选择学

成后报效祖国，怀着一颗赤诚

之心投入国家的教育事业。

此外，他同样重视从实际

应用出发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鼓励同学们为国家科技自

立自强而加强专业学习，赓续

谷超豪先生为祖国科研发展需

求三度转换研究方向的精神，

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

15年坚守在数学专业基础

课高等代数的讲台上，他坦言一

点都不觉得枯燥无味，“因为每

年迎来的都是数学科学学院的

大一新生，从他们清澈的眼眸

中，能看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

在他看来，被评选为“钟扬

式”好老师只是对上一阶段工

作的肯定。不忘初心，是他对

自己最大的要求——在教学一

线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如一叶

小舟，将更多学生载到理想的

彼岸。 实习记者黄婕

谢启鸿: 让每个人都能听懂高等代数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
秀教师代表，充分肯定了广大教
师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作出的
重要贡献，深刻阐释了教育家精
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赋予
了新时代人民教师崇高使命，为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奋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基础医学院不仅是全校基
础医学学科教学、科研、师资培
养以及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
重要基地，也是全校高级医学人
才的孵化基地。学院始终扎根
中国大地，坚持立德树人,秉承

“正谊明道、严谨厚实”的育人传
统，以培养具有国家意识、领袖
气质、国际视野、科研素养、人文
情怀，能够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
医学科学家为己任。

循循善诱，涵养启智
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

基础医学院师生一德、勤耕
不辍，为全国各省市培养了一大
批基础医学优秀师资和学术带
头人。学院坚持“全程导师制”，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开课率达
到100%，从院士到海归人才，都
坚持在一线为本科生授课。近
三年，学院从线上到线下，全力
打造“导师-学生面对面”交流品
牌，不仅为创新人才培育开拓高
质量科创平台，而且通过言传身
教弘扬科学家精神，注重研究生
全过程培养，修订研究生奖学金
评审规则，引领学生勇于创新。
此外，与时俱进，在推进基础医
学荣誉课程2.0建设的同时，探

索提出“基础医学-X”复合型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着力培养基础
医学复合型人才和临床科学家。

矢志躬行，厚植勤学
笃行求是创新的育人沃土

基础医学是医学的基础，学
院始终把基础研究作为核心任
务，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
积极打造基础医学“一体两翼”
育人体系。“一体”：学院面向
医学发展新要求，筑巢引凤，成
立基础医学院前沿创新中心，打
破系室壁垒，建立大学科大专业
和大平台，使其成为基础医学学
科未来领军人才的孵化基地。

“两翼”：一方面是对标多所世界
顶尖名校，与国外名校建立人才
培养长效机制，柔性引进学术大

师，推进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另
一方面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启东
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建设，以充
分发挥优势资源，服务“双一
流”建设，培养国际一流创新人
才，孵化科技创新成果。

赓续初心，铭记甘于
奉献胸怀天下的育人担当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
师。一方面，学院通过连续多年
承办复旦大学光华青年学者论坛
（医学分论坛），赴海内外招聘，设
立医学背景人才专项基金等，大
力引育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创新
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未来科学
领袖，建设一支与世界一流基础
医学院相匹配的高水平师资队

伍；另一方面，学院扎实落实争优
计划、托举计划及个性化支持方
案，充分发挥职业生涯导师传帮
带作用，促进新引进人才快速成
长。其次，学院根据基础医学的
规律，建立了基础医学教学科研
成果长周期评价体系改革，引导
全院教师甘于坐冷板凳，潜心教
书育人。此外，学院始终坚持把
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引导激
励教师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
我”的志向和抱负，潜心治学、悉
心育人，践行教书育人使命。

手握时代接力棒，学院将始终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
神，为祖国培育更多医学人才。
文/雷群英(基础医学院院长)

立德树人，培养服务健康中国的医学人才

复旦获赠《共产党宣言（书法卷）》

弘扬教育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