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大学 2024年6月6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举全校之力打造AI大课
新一代人工智能已经成为

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
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
量。发展科学智能（包括科学智
能和人文社科智能）是复旦迈向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加
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
学校服务支撑上海国际科创中
心建设的战略任务。

为此，复旦大学决定举全校
之力打造AI大课，通过AI大课建
设，让复旦成为上海人工智能和
国家人工智能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发动机，并推动AI赋能千
行百业，服务全市高校和产业垂
域需要，支撑上海三大先导产业
发展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具体路径来看，复旦的AI切
入点不光是课程，还有AI科研生
态建设。从教学和科研两处发力，
打造学校的科学智能范式与生态
建设，让更多年轻人边习得、边运
用、边创新，增强对未来的把控力。

复旦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AI 大课将打造 AI-BEST 课程体
系。AI通识基础课程（AI-B）、AI
专业核心课程（AI-E）、AI学科进
阶课程（AI-S）以及AI垂域应用
课程（AI-T）。各序列课程分梯
度建设，以学生基础素养和应用
能力为依据，结合具体教学和应
用场景，区分和衔接课程内容。
同时，学校还会配套课程体系，
同步推进教材建设。教材出版
前以PPT、讲义、大纲等形式，使
用课件资料。

科学家产业精英协作教学
其间，全校相当一批各学科

国家级人才已经领衔投入AI大课
建设，带领青年学生共同探索、开
拓科学智能和AI垂域最前沿。之
后，诺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教
授将围绕蛋白质结构建模，让同
学感受AI如何为科学服务。哲学
学院的教授将为同学们讲AI伦理
课。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开源大模
型MOSS的设计者邱锡鹏教授也
将在AI通识课程中，带领同学们
深入AI新浪潮前沿。

通过系统集成、全校动员，
目前，各院系已被充分动员起
来。很多AI领域核心课程，跨学
院组建课程建设团队，确定首席
专家，集体建课、备课，并将汇聚
AI科学家、学科领域科学家、产
业领军人才共同协作来完成教
学实践。在教学中，以学习为中
心，鼓励师生共同解决问题、共
创课程内容，构建知识讲授、能
力习得和实践应用深度融合互

动的AI课堂。
记者了解到，至少100门AI

课程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今秋
将开始与师生们见面。复旦教
务处处长林伟介绍，高考在即，
今年起报考复旦的学生，无论报
什么专业，来复旦就意味着能上
AI课程，包括文科生。AI课程也
会尽快渗透到每一个学科、每一
个专业。从2024级开始，每个学
位项目的修读方案都将明确列
出AI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要求。

把课程开放给上海高校
AI 赋能千行百业。虽然很

难预测未来究竟有多少行业与
AI相关，但学校认为，需要致力
于让AI赋能同学们的未来。掌
握 AI，可以增强同学们把握未
来、制胜未来的能力，引领同学
们更好成长成才。

此前，在“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的建设中，复旦引入社会资源开门
办课，给师生留下深刻印象。同样
的，AI大课依旧秉持开门办学，主
要体现在“AI垂域应用课程（AI-
T）”中，这一序列的课程承载AI教
学模式改革的理想，具有鲜明的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特征。

届时，基于各专业领域，围
绕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具体
AI应用场景，将把课程建设与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充分结合。其
中，产教融合课瞄准市场，注重实
训实战实践，围绕科学智能融合
创新项目和产业实际问题开发课
程、组织教学。这类课程由上海
科学智能研究院、复旦大学人工
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牵头，整
合各类社会资源，开门办课。科
教融汇课鼓励有垂域研究和应用
需求的院系、教师，围绕AI赋能科
学研究与技术研发的各类应用场
景和具体问题开发课程。而同学
们也会走出校园，走进产业行业
一线，在生动的场景中，感受AI在
垂域的应用。

作为复旦大学AI垂直领域
应用课程实训基地之一，上海科
学智能研究院已辟出了专用物
理空间。“我们可以根据学生要
求来定义课程，将集合高校和产
业力量，在解决行业实际问题中
培养人才。”上海科学智能研究
院院长漆远说道。

目前，上海正在抓紧推进AI
垂直领域产业发展，对交叉人才需
求将大幅上升。复旦大学人工智
能微专业（学程）今年秋季学期不
仅面向全校开放，根据课程容量，
还将以跨校选修方式向上海高校
开放，完成修读的学员将获得复旦
大学AI+微专业（学程）证书。

将AI素养能力覆盖全部专业
复旦“AI大课”大幕开启 开门办课并辐射其他高校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复旦大学将在2024-
2025学年推出至少100门AI领域课程。一场人工
智能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模式改革的“大会战”，正
如火如荼展开。通过一学年努力，到明年秋季学期
开学，复旦将实现AI“三个渗透率100%”——AI课
程覆盖全体本研学生，AI+教育覆盖全部一级学科，
AI素养能力要求覆盖全部专业。同时，复旦表示，将
开门办课，把课程开放给上海其他高校。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上海交大官宣：“零门槛”转专业

上海交通大学昨天正式宣布，今年起全面放开转专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入读大学转专业，
惯常考虑的依然是必须成绩名
列前茅，但是有没有真正想过大
学生提出转专业的初衷究竟是
什么？一定是有更热爱的专
业。上海交通大学昨天正式宣
布，自 2024 年起全面放开转专
业。

另外，面向今年的高考生，
将首设人工智能领军人才培养
体系、打造行业特班新设若干本
硕贯通培养特班，升级致远荣誉
计划，并进一步打破专业限制等
一系列招生利好新政，升级打造

“SJTU＋X”本科招生培养模式。

接收专业不看成绩看热爱
“自2024年起，上海交通大

学全面放开转专业，更注重学生
综合能力、兴趣爱好及个人发展
考量，充分尊重学生进校后的二
次选择机会，学生在大一、大二、
大三学年均可申请转专业，有多
次转专业机会，医学院与本部之
间各专业也可以互转。”上海交
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武超说
道。

在他看来，转专业，一定不
是从所谓的“冷门”到“热门”专
业的流动，开放“零门槛”转专业
更是希望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选
择。“我们希望每一个来交大就
读的同学都可以在经过专业磨
合后，能有机会选择自己更适
合、更感兴趣的学科和专业，所
以，我们提出转出‘零门槛’，除
了个别约定的批次之外，所有学
生都可以申请，打破学生绩点成
绩的要求。”武超说。当然，接收
专业一定会根据综合考量再来
选拔学生，比如，通过专家组面
试来考察学生的热爱和与专业
的适配性。

除了转专业外，学校还将进
一步打开专业限制，通过多渠道
充分满足学生的学科修读需求。

今年，学校还将设立16个双学士
学位项目，通过专业强强联合，打
造理工交叉、经管文理交叉、医文
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
学习年限内，完成相关学位修读
需求，可获得两个学位。

此外，同学们也可以在大二
时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兴
趣爱好选择修读第二学科专业，
拓展知识领域，使自己成为“复
合型”人才。目前，已开设覆盖
人文社科、工科、理科、农学的43
个辅修专业。

新增若干行业特班
今年，上海交大多个学院不

断优化人才培养特色，推出多个
行业特班，助力学生拥有更良好
的教育增值体验。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新增船舶与海洋工程（强基计
划），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船
舶与海洋工程系1949届校友黄
旭华学长命名为“旭华班”，旨在
发扬黄旭华科学精神，培养服务
海洋高端装备设计制造、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海洋安全维护保障
等国家海洋强国战略需求方向
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还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数学
与应用数学双学位项目，加强船
海工程与应用数学的交叉培养，
重点加强数理方法、计算数学和
随机理论等知识的学习，训练学
生面向复杂工程问题的建模分
析能力培养“新知识发现与创
建”的素质。

材料学院新增材料科学与
工程（徐祖耀荣誉班），培养能够
解决国家重大关键领域中轻质
高强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生物
医用材料，清洁能源材料等材料
问题的未来科学家和工程师。

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将新增
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融合理、
工、医等多学科领域，致力于培
养引领人类未来健康科技创新

的领军人才，引领“全周期主动
健康领域技术”向个性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

法学院新增涉外法治特班，
整合上海交大在理工、经济、外
语等学科的优势资源，借助上海
建设全球五大中心的政策定位，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
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
律事务、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勇
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高
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医学院新增临床医学（五年
制，眼视光医学），以培养临床医
学人才为基础，在教学计划和课
程体系中增加眼视光医学模块，
结合各附属医院丰富的眼科学
临床教学资源，以及中国工程院
院士等强大师资团队，以新医科
建设发展为契机，力求培养复合
型卓越创新眼视光医学人才。

前沿领域培养创新人才
新学年，上海交通大学国家

拔尖计划学科基地——致远学
院也将进一步升级，打造特色致
远书院荣誉体系。今年“致远荣
誉计划”招收理科和工科专业学
生，其中面向理科学生开设数
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命
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科
学七个方向，全部入选国家拔尖
计划2.0学科基地，且计算机科
学方向分设ACM班、约翰·霍普克
罗夫特班两个班。拔尖计划2.0
时代，致远学院将兼容并蓄，致
力于建设世界一流、交大特色的
致远书院，为拔尖创新人才构建
交叉、融合、开放、创新的学习生
活环境。

今年，上海交大以人工智能
（拔尖英才试点班）为招生专业
首次进行本科招生，同时新增数
学－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项目，
至此，加上人工智能（卓越人才
试点班），上海交大在人工智能
领域招生培养全方位格局已经
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