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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如果在高校课堂里，能学到“如何寻

找一家庆祝毕业的烧烤店”，你是不是不敢

相信？但在上海科技大学，还真有一门这样

的课程，《生物学研究与论文写作》。

这是该校生命学院研究生的必修课程，

怎样写第一封申请邮件，怎么搜索文献、撰

写领域综述、发表学术论文，如何讲述学术

报告、申请技术专利、撰写毕业论文，在这门

“神奇”的课程里都能学到。

顾名思义，《生物学研究与论文写作》教

的是研究的方法、论文的规范。然而，上过

这门课程的学生发现，在课堂中学会的，远

不止这些基本的教学内容——

2020级研究生刘思远则在这门课中学

会了自我探索。他介绍，课上有充裕的时间

让大家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来探讨，并且能

够去实践。对于每个问题，老师给出的不是

“标准答案”，而是自己的“实践经历”，比如，

怎么样找到一家适合庆祝毕业的烧烤店。

上过这堂课的研究生们都感叹，《生物

学研究与论文写作》千变万化又不离其宗，

“补充了除实验之外的基本素质的培养，也

告诉我们如何成为生命科学领域合格的科

研人”。

新学期，不一样的大学校园

“翻转”课堂 在线“弹幕”抢答
近期，沪上各大学陆续开学。疫情之下，

学子们的校园生活仍然丰富多彩。他们在学
习哪些新知识？同学们又有怎样的收获和感
受？本报记者走进沪上四所高校一探究竟。

刚刚开学没几天，又有多地传来新增

确诊的消息，配合疫情防控要求，几位学生

要进行集中健康管理，上海交通大学“法语

二外”班就有3位学生要暂别教室和同

学。授课教师杜燕的课堂准时同步在直播

系统上，不能来到教室的学生也能同步在

线听课。

“直播只是线上教学的一种形式。”杜燕

介绍说，这门课程还通过测试、头脑风暴、投

票、抢答等多种线上小工具，增加互动和趣

味性（见左图）。“比如，学生可以扫码利用小
程序造句，或者评述阅读材料，学生们的回

答以‘弹幕’的形式投在教室里的大屏幕

上。混合式教学令线上观看直播课的学生

和教室里的学生，同步深度参与教学。”

在杜燕看来，混合式教学是更有效率和

质量的教学改革趋势。疫情前她已开始参

与慕课建设，疫情的推动下，更好的软硬件

环境和更大的学生接纳度令课堂的“翻转”

也成为教室里的“新常态”。目前，杜燕的这

门法语课线下学时不缩短，增加了30%的线

上内容，除了课前预习、课外阅读等常规的

线上资源学习，更多是课堂内的多元线上互

动。杜燕对最近3年的混合式教学效果进

行调研，学生的满意度越来越高，学生普遍

认为这一方式“有助于教师和学生沟通”；此

外，在“拓展语言文化知识”“比较中外文化

能力增强”指标上，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反馈，

这意味着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实现“翻转”的类似课程在交大还有很

多。上海交大教务处在线课程负责人余建

波介绍，一场新冠疫情加速了高校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的改革，疫情防控新常态下，上

海交通大学的课堂也悄然发生变化。“教室

线下教学+线上同步直播+课后视频点播”这

种疫情常态化下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信息化

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到本学期，交

大的课堂已有75%实现混合式教学，丰富教

学形式；接入4K高清跟踪摄像头、配置高清

显示屏的融合式教室能够让几乎所有的课

程得以随时启动“翻转”，开启线上同步教学

模式；这些教室还能自动进行人数统计和二

氧化碳浓度实时监控，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对

学生进行适当分流。去年，上海交大还启动

了“交 ·通全球课堂”计划，引入线上线下融

合式“全球课堂”新理念，与全球高水平战略

合作伙伴高校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实现学生

虚拟交换、线上课程学分互认。

“什么是‘表型’？”几排各式手表的图片

出现在大屏幕映出的幻灯片上，同学们笑

了，思考也由此打开。“表型组”是被学术界

认为继“基因组”之后生命健康领域的下一

个制高点，将开启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新时

代。——在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校

长金力为来自生命科学学院等7个院系的

本科、硕博研究生同学讲授了专业课程《人

类表型组学》的绪论课。

邯郸校区6412教室座无虚席，除了修

读该门课程的100余位同学，还有来自相关

院系的老师和旁听的同学。教室坐不下，有

的同学就搬来椅子或站在过道。

课上，金力结合自己在复旦大学求学、

科研的经历，向学生介绍了人类基因组学的

发展历史和成就。“人类表型组是后基因组

时代的战略制高点”，开展人类表型组研究

已经成为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共识。表型即

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下决定的生物体特征，

基因之外皆为表型。金力表示，构建这一网

络将成为解析生命健康的重要线索，实现更

为精准地分型、诊断和治疗。他指出，由于

复杂表型极其复杂的遗传机制，目前的研究

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从科学家的视角

阐释了“好”表型和“坏”表型的区别。

据介绍，复旦本学期为本科生与研究生

共开设5320门次课程。

“各位同学大家好，看到这门课程的名

称时大家也许会想，什么是生物安全？那在

本学期内我们就一起来探究和讨论。”这就

是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宝荣新学期第一门

课程《生物安全导论》的开篇。这门课以新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为引

导，介绍了其中与转基因生物技术相关的法

规，包括转基因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实验室

安全等内容。

作为历史系大一新生的专业必修课，历

史系教授黄敬斌总能在《中国古代史（下）》

课堂上看到新面孔，近80位同学坐满整间

教室。“看到新同学进来，我很开心。”新学期

第一天，除了问候教室里在座的学生外，他

也隔空给未能及时返校的同学问好：“有同

学因为疫情不能线下上课，我都会全程录屏

上传后台，方便大家线上学习。”这堂课，主

要是宋、元、明、清史，黄敬斌介绍了以往学

术界的研究状况、相关研究方法，现存的争

议、将来可以切入的研究视角，让同学们能

够对所学有初步了解。“专业的学习还是要

有一定的深度，我课上每个专题都会提供参

考书目，希望同学们能扎实地去读书，读相

关文献、一手史料，为未来几年专业学习和

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2020级化学专业的杨皓说：“新学期第

一天上课，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和熟悉

的同学和老师在一起还是非常温馨的。”新

学期选了11门课的他，计划可以多学习、多

体验，比如选感兴趣的模块课，参加一些社

团活动，期待能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发现自

我和认识世界。他也说：“这需要时间和机

会来慢慢进步。”

新学期开学后，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

命学院2021级学生魏蔚就迫不及待和身边

小伙伴们分享起了春节在老家出的“风

头”。走亲访友时，小姑娘把篆刻有螃蟹图

案或文字的印章作为伴手礼，可受欢迎了，

印章上的螃蟹或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或遒

劲有力、潇洒清秀。“礼物太好了，真没想到

你还有这手绝活啊！”返沪前，亲戚们还纷纷

跟她约定，来年要为每位家人定制一份“独

家墨宝”。

无独有偶，该校信息学院2019级学生张

蕴仪，在春节期间特意为爷爷奶奶写了春

联。她“露”得一手好书法让全家惊喜不

已。能把学校学到的“美”带回家，背后是上

海海洋大学美育育人中心的支持。

“自2020年起，学校整合各类美育资源

为学生服务，搭建美育实践活动平台”，上

海海洋大学美育育人中心秘书长、海洋文

化与法律学院副院长郑建明告诉记者。仅

在2021年，美育育人中心就开设了96门次

课程，选修人数近4000人。

新学期，琴棋书画类的选修课程一出

来，几乎就被学生“秒光”。

该校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教师高榕负

责学校的书法与篆刻类授课。据他介绍，目

前三门书法篆刻类选修课程累计有近500名

学生选修，而所有学生都是非专业甚至是零

基础。“同学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

让人吃惊，书法和篆刻的课程报名也出现

‘一课难求’的现象。这让我非常欣慰。”

在书法和篆刻的课堂上，高榕要求学

生刻十方印章、写十幅作品，内容包括自

己名字、父母生日、具有学校特色的螃蟹符

号等。

这样的作业居然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创

作欲望。交上来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达到

了要求，质量也让高榕备感“惊喜”。学生们

还自购了材质更好的印石、纸张，逢年过节

时就送长辈、好友，有的甚至作为优秀的作

品留在了学校。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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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洋大学书法和篆刻的课程“一课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