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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真实的应用场景，激发了
学生们的设计灵感，使他们的最终
作业充满了灵动与现实的映照。

“灵感来源结合临床的实践经
验、文献阅读以及课堂所学的思维
发散。”陈奕和她的同组同学们共同
设计了一个AI辅助压疮识别与管
理的项目。在医院的伤口护理中，
压疮患者多见于居家护理的病人，
许多家属常常分不清擦伤和压疮。

“如果家属在家就能通过一些交互
式平台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那将
非常有帮助。”

基于此，陈奕小组展开设计，通
过图像识别技术，结合病人的个人信
息及家庭状况画像，最终借助大数据
推荐系统，为临床实践者提供个性化
的照护建议。陈奕还表示，他们期待
能够获取大规模、多中心的数据集，
以建立中国的压疮数据库。

在AI垂直领域应用课程《AI考
古》的期末作业中，学生们的表现同
样令人惊叹。在复旦大学本学期授
课的最后一天，邯郸校区北区的三
角楼里，学生期末项目汇报正如火
如荼地展开。

这些结课作业中，有的是利用
AI工具完成的文献综述，更多的同
学则挑战自我，自主设计完成了AI
辅助考古项目的演示。项目涵盖甲
骨文、青铜器、钱币、玉器识别以及
纸张文物修复等多个领域。凡是通
过编写代码、基于现有考古数据库
训练完成演示项目的作业，课程负
责人文少卿老师都会在列表中可爱
地标注一个“笑脸”表情。

其中，来自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物保护专业研究生李元瑾完成的
期末作业是《利用AI识别纸质文物
霉菌状态，辅助文物修复保护工
作》。在接触这门课前，李元瑾的预
期是期待运用AI解决所在专业领
域中的棘手问题。“我本科学的是装
裱，现在学的又是纸质文物保护，一
直比较关注纸张本身。霉菌问题是
纸质文物保护中的难点。因此，我
希望能开发一个AI识别霉菌的模
型，不仅帮助书画爱好者保护藏品，
也希望未来能应用到专业的保护工
作中。”

然而，纸质文物的霉菌状况并没

有现成的博物馆数据集支持，李元瑾
的训练数据多来自她和同学的搜
集。对于霉菌的生物学知识，她也是
从零开始学习：“我不太了解如何培
养这些菌种，也不熟悉它们的形态特
征。”为了弥补知识的空白，李元瑾一
方面在课下刻苦自学，另一方面积极
向老师和学长学姐请教。

李元瑾的整个模型设计分为训
练阶段和测试阶段，先将数据集划
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在训练时让
模型学习相关数据特征；测试时，输
入一张图像，模型便能预测并标记
类别。通过该模型，AI能够自动区
分健康纸张、沾染墨迹以及有霉菌
的纸张。如此一来，普通收藏者和
文保工作人员只需拍照，就能让机
器识别出纸张上有无霉菌以及霉菌
的种类，这不仅减少了霉菌识别的
工作量，在除霉时也能更高效、更具
针对性。

电子信息专业23级硕士生王
昆仑同样在《AI考古》课的期末完成
了自己的第一个AI项目。之所以
跨专业选修这门课程，是因为他自
己的研究专注于AI硬件技术，希望
借此了解AI在实际领域的应用，进
而提升人文素养，拓宽知识面。他
还提到：“我所做的这个模型在区分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金属货币时，
识别准确度高达97%。”

第一次试水 AI 大课，再
资深的老师，也是“新手”。他
们如何复盘这一学期，又都遇
见了哪些挑战和惊喜？

通过DNA鉴定、颅面复原
等手段，复原山西吕梁无名烈
士的容颜，复原北周武帝宇文
邕生前面貌……复旦大学文
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文少
卿介绍，在很多实际应用场景
中，AI已真实存在并运用。但
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套现
成的课程体系可以作为教学
的参考，“我决定将这门课程
设置为一个开放的探索模式，
首先在研究生阶段开设。希
望学生能够通过AI技术探索
考古学的新可能性。”文少卿
说道。

在文少卿看来，考古的发
掘、研究、展示和传播都需要
AI 的介入，从而解放考古人
员，让他们去做更加有价值的
事情。“传统的考古学还是以
田野为主，实际上非常消耗人
力。我们在实践中发现，AI需
要融入进来。复旦大学也建
立了全国第一个冠名为科技
考古研究院的考古机构，开设
《AI考古》当仁不让。”

《AI考古》的教学团队拥
有鲜明的交叉学科背景，授
课教师包括文少卿以及计算
机学院的教授钱振兴和金
城。课程内容涵盖了AI考古
学的发展历史及应用、AI 发
展简史及基本原理、科技考
古相关文献，涉及影像识别
技术、语义分割技术、数字人
和数字城市重建，以及各种
生态数据的专业数据库状
况。此外，AI 考古大数据的
最新动向和伦理问题也在课
程中得到探讨。

“课程在实际运行中遇到
了不少挑战。首先，报名学生

的背景非常多样化，文理科学
生各占一半，并非以考古文博
专业的学生为主。”文少卿原
本期望每位学生在课程结业
时，能够运用 AI 技术完成一
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作品，不
以传统的论文或考试来评
估。为了弥补学生之间因学
科基础不同而产生的差距，课
堂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对于AI零基础的学生，
我们专门开设了课程，教他们
如何使用AI工具进行文献搜
索和扩展阅读。如何让不同
的学生都能够学到东西，这也
是挑战。”

经过商议，三位老师采取
了灵活的解决方案：对于确有
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利用AI
工具撰写综述文章，这是最低
要求；高要求则是制作一个AI
相关的演示项目。最终，有7
名学生完成了演示项目，6名
学生撰写了综述文章。

对纯文科生来说，想要从
零开始，完成一个 AI 项目不
是易事。文博系24级硕士生
张馨予主要研究方向是青铜

器，结课作业上，原本更倾向
于选择论文的她，在3位老师
的鼓励下，尝试挑战 AI 项
目。“我试着利用AI深度学习
的方法，辨识青铜器的器类、
年代、文化归属等信息，向助
教求教爬虫和大模型搭建方
面的教程。虽然不太成熟，但
我想试试看。”

助教在这门课中同样起
到关键作用。文少卿介绍，课
程配了4名助教，其中3名来
自计算机系，他们可为选课学
生提供“贴身服务”。当学生
有一个创意，但又不知道怎么
去用 AI 去实现时，助教会陪
着他共同解决问题。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学生
在课程中的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还是让文少卿欣慰。“我
发现，理工科的同学技术更高
但可能脑洞不够大；而文科生
动手能力弱一点，但是呈现出
更多好创意。”他期待，未来继
续优化课程设置，探索更多创
新的教学方法，争取在 AI 考
古的教学和研究中取得更大
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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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第三教学楼
3401教室里，老龄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卢洋拿起矿泉水瓶，
将它放在手上。“这个瓶子在
你视网膜上的成像大小是一
度。如果我把它拿近，成像大
小变成两度。你会觉得瓶子
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
是，最早的人工神经网络会误
认为瓶子变大了一倍，因为它
缺乏对图像尺寸变化背后意
义的加工。”

卢洋介绍，为了克服这一
问题，前馈神经网络增加了卷
积层和池化层，来模仿人类的
知觉恒常性，这一技术如今已
广泛地应用在AI人脸识别等
领域。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对人
类智能的仿生和比拟。”在复
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郭秀
艳和卢洋老师共同开设的《认
知科学AI工程》课堂中，介绍
了许多人工智能背后的认知

科学原理。卢洋老师解释开
设这门课的原因，“可能许多
人觉得人工智能属于计算机
科学，而心理或认知科学属于
生命科学或者人文社科，我觉
得我们作为认知科学研究者，
在研究这门学科时首先有责
任厘清这些交叉点，将这些知
识讲清楚。”

《认知科学AI工程》是复
旦秋季学期开设的AI学科进
阶课程之一，此系列课程立足
文社理工医及交叉学科，将AI
技术与学科核心知识相结
合。依照课程大纲，《认知科
学AI工程》的授课计划分为三
个板块，分别探讨认知科学的
前沿AI成果、认知科学工程及
AI技术运用关系，以及认知科
学工程的AI应用转化。

“学生兴趣很高。”卢洋表
示，许多学生来找他聊天，表达
了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一是激
发了学生们的一些思维碰撞；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模仿人类
大脑认知的理论与计算模型也
让学生们感到非常有趣，跟他
自己传统想象的认知科学和人
工智能不太一样。”

23级心理学系的硕士生
田静提及，卢老师的授课十分
详细，“比如说数据分析的方
法，他会和你讲这个方法的一
些原理基础；讲解实验，对实
验内容介绍、使用方法、最新
研究进展和结果都会介绍
到。”

在课程的最后一堂课上，
卢洋向学生们表达期望，“一
个是希望大家打开视野、激发
跨学科的想象力。不管你未
来从事什么研究领域，只要跟
人的行为有关，或者涉及人类
认知的一种具体表征，那么你
就可以从认知科学视角继续
深入；另一个是，你要学会运
用AI的技术和AI的工具，甚
至AI的思想。”

AI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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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很难预测未来究竟有多少行业

与AI相关，但复旦大学认为，需要举

全校之力打造AI大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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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AI大课打造的AI-BEST课程

体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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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计了问卷，从情况来看，

学生对AI课程的整体满意度较高，

尤其是在知识传授、AI应用识别及伦

理认知方面。不过，也确实存在一些

问题和挑战，比如一些学生反馈课程

难度偏高，一些学生反映课程实践性

还显不足等。综合学生问卷、教师问

卷调研和座谈交流，学校教学管理部

门还将继续协同开课院系，针对师生

反馈动态调整教学内容，持续提升教

学质量，改善学生学习体验和成效。”

该负责人这样提及。

记者获悉，预计到2025年春季

学期，首批建设的116门AI课程将

全部完成首轮开课，同时，还将有

6～8 门 AI 课程与同济大学共建共

享。另外，学校还在谋划以人工智

能赋能教育教学变革为目标，推动

实施“AI大课”2.0版建设。

复旦复旦AIAI大课试水一学期交出怎样的答卷大课试水一学期交出怎样的答卷？？
从从2024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年秋季学期开始，，复旦大学课表里上新了复旦大学课表里上新了6161门门

AIAI大课大课，，超过超过43004300名本研学生修读名本研学生修读，，AIAI课程一经推出就深受课程一经推出就深受
学生追捧学生追捧，，部分课程的旁听生还超过了正式选课生部分课程的旁听生还超过了正式选课生。。

时值寒假来临时值寒假来临，，同学们正纷纷交出带有同学们正纷纷交出带有AIAI特色的作业特色的作业。。
一学期一学期1616个教学周个教学周，，时间给出了怎样的答案时间给出了怎样的答案？？连日来连日来，，青年青年
报记者走进教学课堂报记者走进教学课堂，，对话多名学生和教师对话多名学生和教师。。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李思涵

授课老师

在常规的校园课堂之外，
复旦的AI大课还走入了各个
专业的应用场景。

《AI 赋能护理科研与实
践的策略与方法》由复旦大
学护理学院袁长蓉教授牵
头，与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等医院的多名老师联
合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的智慧医疗展示中心里，从虚
拟诊室的“数字孪生”医生诊
疗，到包括智能输液器在内、
遍布医院诊疗方方面面的智
慧医疗系统应用场景得到集
中展示。复旦大学24级护理
学博士生陈奕是这门课的助
教，同时也是这门课的学生，
她告诉记者，“这次参观不在
原来的课程安排中，是临时增
加的环节，同学们可以自愿报

名。”
陈奕对智能输液器的印

象很深：“可以监测输液的实
时状态，比如说输液还剩 5%
时，护士站就可以知道消息，
及早去更换补液，或者去封管
操作，病人也就不需要时刻关
注补液状况，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用药安全。”

因导师是这门课程的负
责人，陈奕也参与了一些课程
准备工作。陈奕介绍，受中山
医院大数据人工智能中心主
任张老师授课的启发，课题组
中同样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也
依照课程中一位老师的形象，
设计了“数字老师”来辅助课
程介绍。

课程开始前，陈奕一直在
想，AI确实应用到临床了吗？
整门课下来，她印象比较深刻

的两个案例来自急危重症护
理和助产实践。

在AI赋能急危重症护理
创新实践课堂中，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的蔡老师给他们介
绍了一款模型。“这个系统可
以基于收集的一些个性化的
生命体征数据，来预测败血症
的几率。”陈奕说，“因为是国
外已经在使用的一套产品，老
师们还对它进行了针对中国
人群的本土化改良。目前已
经在科室投入使用了，这是令
人鼓舞的一件事儿。”

另一个项目则是来自红
房子医院的虚拟仿真的助产
教学产品。在 AI 协助下，医
院助产士可以通过人机交互
模拟生产过程。仪器前的摄
像头识别操作手法后，反馈到
模拟系统中……

“《AI赋能护理科研与实
践的策略与方法》为我们带来
一连串的惊喜与感动。”看着
同学们的一份份期末AI项目
设计，复旦大学护理学院袁长
蓉教授同样感到欣喜和值得。

这门课是复旦AI-BEST课
程体系中的学科进阶课程。选
课学生分别来自护理专业、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系
统生物学、外科学和儿科学专
业，课程融合复旦护理学科优
势，案例导向，紧密结合临床场
景需求，帮助学生养成和深化
利用AI解决护理问题的思维，
提升AI素养和能力。

“踏入这门课程的同学
们，自始至终都以极高的热忱

投入学习之中。在文献导读
小组汇报的舞台上，他们对每
一篇前沿文献展开了深入细
致、层层剖析的解读。他们的
思维触角不断延伸，在彼此思
想碰撞中迸发智慧火花，为后
续学习与实践筑牢根基。”袁
长蓉以文献导读中所提及的

“图像识别与大语言模型相结
合用于治疗方案”推荐构想为
例，这一创新性的思维在后续
的项目设计书中得到了生动
而具体的呈现。

在期末项目设计书汇报
的关键时刻，同学们更是展现
出了硕博生的实力与风采。
袁长蓉说，每一个项目设计书
都凝聚着同学们的智慧与汗

水，彰显着他们对知识的精准
把握和对创新的执着追求。
这些成果清晰而真切地映照
出 AI 赋能生命健康领域、有
效解决健康相关问题的核心
宗旨，也让她由衷地为同学们
的成长与进步感到骄傲与自
豪，更为这门课程所激发出的
潜力而深感欣慰。

未来，课程还将如何深
化？“我们想围绕老龄化时代
需求，增加 AI 赋能老年护理
的课程，同时，进一步改进课
程结构，加强对AI分类、应用
场景的学习，为进一步提高学
生学习获得感，后期也将设置
课程顾问，使小项目可以真正
孵化落地。”袁长蓉这样介绍。

再资深的老师也是“新手”

计算机学院教授钱振兴在《AI考古》课上。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AI课程带来一连串惊喜

打开自我认知

走向应用场景

遇见AI作业

李元瑾的汇报课程作
业《利用AI识别纸质文物
霉菌状态，辅助文物修复
保护工作》。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李思涵 摄

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同学。 受访者供图

让AI赋能同学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