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水族馆里见过魔鬼鱼吗——就那个上班时间试图
“吃同事”的大家伙！来自上海的高校科研团队“复刻”出
一条智能仿生的，翼展1米，虽然在空气中的“体重”达到
35斤，但在水里游动却是灵活无比，让人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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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才没有学段贯通
华东师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吕长虹开宗

明义，这个中心是专门致力于数学拔尖创新

人才早期发现、评估遴选和一体化贯通培养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平台。他说，对数

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目前国家层

面的政策基本上面向高等教育阶段或者高中

阶段，对初中和小学阶段的数学“资优生”关

注不够，没有建立起学段贯通的拔尖人才教

育体系，也缺乏整体设计和制度保障。在实

践层面，还需要厘清拔尖创新人才的含义、选

拔方式、成长规律、培养模式，追踪培养效果

等问题。数学“资优生”的选拔和培养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各类数学学科的竞赛，而竞赛

之外的数学资优教育课程资源相对匮乏。此

外，数学“资优生”的甄别工具开发、能力特

征、适合中国的数学“资优生”教育模式、数学

资优教育的师资培养等，现在都还缺乏理论

研究和实际探索。

基础教育里的困境
数学尖子的早期培养问题，谁最有发言

权？华东师大昨天特邀了沪上20多位中小学

校长莅会，但他们显然不只是来捧场的，而是

利用这个机会道出了许多当下基础教育领域

里数学教育的困境。

华东师大附属小学校长严玮懿说，即便

是像他们这样的优质小学，而且又是冠名师

大的附小，数学教师队伍里却没有一位是大

学数学系毕业的。虽然这些数学老师平时

也能把课上得很好，学生的数学成绩也蛮好

看，但指望他们去建构小孩子的数学思维、

数理逻辑，包括给孩子们分享数学史上的

许多有趣故事，非数学科班出身的教师就有

些勉为其难了。没想到严校长的话竟引来其

他小学校长的认同，甚至有一所名牌初中的

校长也说，他们学校40岁以上的数学教师，只

有两位是来自数学专业的。这些年数学系毕

业生鲜有进入小学教育领域的，阻力到底来

自于哪里呢？

对于数学“是大脑的体操”“是一切自然

科学的基础”这样的论述，从中小学的角度

来看，目前或许还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专家

在会上直言：“拿解二次方程来说，日常生活

中没有一个人会需要运用到这个知识。那

么学数学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考试和升

学吗？有的学生学数学只为了竞赛，拿了金

牌被保送进大学后，很多人不到一年就提出

转专业，再也不碰数学了。这个问题又出在

哪里呢？”

培养模式引发热议
创新拔尖人才不一定来自竞赛，这样的

观点在会上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现在竞赛

越来越“小众化”，很多有兴趣想参加的学生

却被挡在奥数比赛的大门外。对此，上海中

学校长冯志刚提出了一个问题：像数学班这

样的培养模式，到底是圈养在鱼缸里好呢，还

是就应该直接把鱼缸放置到大海里好呢？市

西中学校长董君武说得更直白：“把孩子都往

竞赛上培养肯定是错的，但有天赋的孩子却

得不到竞赛的机会也是不对的。教育是要引

导社会改变一些什么呢，还是让社会的焦虑

把教育带偏呢？”

数学在中考和高考总分里的权重大家都

心知肚明，学不好数学的学生大概率无缘

985、211高校，这已成客观事实。由此，中小

学的数学教育就必然会“天然地”带有选拔功

能。有校长提出，这对广大学生来说到底是

受益还是受损？对于这个问题，昨天的研讨

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仍没有结论。有专家表

示，这给新成立的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

究中心留下了一个很好的课题，答案只能在

实践中“且听下回分解”。 本报记者 王蔚

华东师大探索数学拔尖人才早期培养，但难题一个接一个

昨天，国内首款智能软体仿生蝠鲼——

“文鳐”在上海海洋大学问世。蝠鲼，就是魔

鬼鱼的学名。

“文鳐”由上海海洋大学仿生鱼团队历经

10余年研发，核心成员30余人。“文鳐”取自

《山海经》中的“五谷丰登，文鳐现世”。据介

绍，“文鳐”的核心器部件已全部国产化，其效

率高，能耗低，功能多；同时具备共融性、超仿

生、隐身性三大优势，满足长续航、高机动、大

负载、大范围作业需求。

仿生鱼团队负责人、海洋生物资源与管

理学院院长陈新军教授介绍，“团队从鱼类行

为学出发，在形态、运动、结构、材料各方面仿

生，实现生物外轮廓拟合，动态全运动模拟，

达到翱翔海洋、‘以假乱真’的目的。”同时，仿

生鱼凭借高效、节能、低噪、隐蔽等性能优势，

可广泛应用于远洋捕捞、深海勘探等领域。

陈新军说，仿生鱼产品内部具备超大有

效载荷空间，基于多传感器协同的智能监测

技术，通过搭载多款高精度传感器，给仿生

蝠鲼装上“眼睛”和“耳朵”，可胜任对300米

以内水深的水下监测等工作。在仿生蝠鲼

身上搭载成像声呐测扫设备，以更灵活、成

本更低的方式描绘海洋的地形地貌、鱼群情

况。搭载水下成像系统的蝠鲼，基于人工智

能的水下目标识别技术，通过对目标检测和

图像分割进行监测实现分类识别，准确率高

达90%。

“文鳐”不仅外形高仿，且功能强大，仅3

节微小电池，便可在水中续航3个小时以上，

无论是转弯、360度翻滚，还是回旋，都可以

畅游自如。据透露，“文鳐”可以搭载多款高

精度传感器，满足对鱼群的实时状态监测，实

现全空间内水下鱼群智能识别与互动。此

外，它也可以作为人工打造的智能观赏鱼，带

来全新的视觉享受。

除了模仿神出鬼没的“魔鬼鱼”以外，上

海海大的仿生鱼团队还开发了仿生鱿鱼、仿

生金龙鱼、仿生海豚、仿生海鳗等。日前，他

们已和一家上海企业签约，共同研发各型软

体仿生鱼，并期待更多市场应用。此举也代

表着国内首款智能软体仿生蝠鲼相关技术转

移落地，走上产学研和科技成果转化道路，实

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本报记者 郜阳

国内首款智能软体仿生蝠鲼问世

下水监测鱼群
“文鳐”以假乱真

本报讯（记者 左妍）再过几天，肺鳞癌

晚期患者王先生即将迈入治疗的第五年。“我被

确诊时就是晚期，根本没想过能活这么久，而且

现在还能过正常生活。”挽救他于水火的是上海

市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项“免疫+

化疗”的临床研究。

大家对于肺癌基因治疗已不陌生，各类

“靶向药物”的上市为肺癌患者带来无数生

机。而王先生患的肺鳞癌驱动基因突变较

少，靶向药物基本上无计可施。临床上，晚期

肺鳞癌患者药物治疗以化疗为主，更令人痛

苦的是，这个病对化疗也不太敏感，单纯使用

化疗不仅毒副反应大，且预后不佳。

2018年12月，由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名誉主任韩宝惠教授、主任钟华教授

领衔，联合全国74家研究中心共同启动了一

项Ⅲ期临床研究：派安普利单抗联合紫杉醇

加卡铂对比安慰剂联合紫杉醇加卡铂一线治

疗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随机、双盲、多

中心研究（AK105-302研究）。经过两年多的

潜心钻研，此研究大获成功。其成果在国际

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呼吸医学》发表，派安

普利单抗注射液也在2023年1月被国家药监

局新药评审中心批准上市。

2020年5月，王先生被确诊肺鳞癌晚期时，

被选入临床研究。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肺部

的肿瘤明显缩小。研究显示，派安普利单抗联

合化疗的治疗模式，能为肺癌患者带来了更

加显著的生存获益。

派安普利单抗是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免

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激活患者自身免疫功能

攻击肿瘤细胞。研究结果显示，派安普利单

抗联合化疗可以将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

降低60%。尤其在PD-L1表达阳性的患者

中，联合派安普利单抗可进一步将患者的疾

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63%，且安全性良好，

为晚期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和更好

的预后生存质量。

据悉，胸科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近五年牵头的临床试验已相继推动4款新药

上市，很多患者从中长期受益。

“免疫+化疗”为患者带来更多生机
胸科医院科研团队打破晚期肺鳞癌治疗困境

本报讯（记者 易蓉）“OpenAI的团

队最早提出规模法则（ScalingLaw），提出

参数量、数据量、计算量事关大模型的性

能。我们将创新规模法则，让人工智能人

才‘满天星’聚成‘一团火’产出大成果。”昨

天，上海交通大学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学院，

上海交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在

介绍新学院院情发展时如是说。

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将坐落于徐汇

校区，致力于与企业深度合作解决关键核

心技术难题，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产出具

有前瞻性、颠覆性的原始科技成果。学院

将围绕核心基础理论与算法、底层架构创

新与实践、深度学习与大模型基础理论等

方向，推进复合型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孕育

出一批源头性、颠覆性科技成果。

上海交大成立
人工智能学院

昨天的华东师范大学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研讨会
伊始，出现了一个小花絮。因为请来的都是数学界重量级人物，有参会的中学
校长当场“调侃”：大咖们“不能只会揭牌，也应该多上上课”，意指大学的数学教
授们要有责任多走进中小学的课堂。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主办单位的采纳。

教育新观察

本报讯（记者 杨硕）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成立15周年大会昨

天举行。高金特别创设了“特别贡献人物”

奖项，包括学院历任理事长、首届理事会成

员、在学院创办阶段作出重要贡献的老

领导和创院教授等在内的38位人士获奖。

另外，高金新大楼建设启动仪式也在

会上举行，新大楼选址位于上海交通大学

徐汇校区内，计划2025年开工建设预计

2027年竣工。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新大楼建设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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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鳐”在水里游动灵活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自带选拔性 中小学数学怎么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