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一项

重要举措，新校史馆建设筹备工作目前

已经启动。为丰富档案、校史典藏，以

珍贵的校史文物和翔实的校史资料充

实校史展览，全面总结百余年来复旦大

学在传承文化、研究学术、培养人才、服

务社会等方面的办学业绩，充分展示几

代复旦人“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秉

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学校特向全体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及

所有关心支持复旦的社会各界人士征

集校史文物档案资料。（详见第2版）

诚望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提

供重要文献档案资料线索。凡有意捐

赠档案资料的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面

谈、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复旦

大学档案馆联系。

联系电话：陈老师 021-65642653

慕老师 021-65642208

联系邮箱：chqm@fudan.edu.cn

来源：档案馆

新校史馆开始筹建并征集文物档案资料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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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主管、主办

本报讯 3月26日上午，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年启动会暨新一

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动员

会在光华楼举行。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

务，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使命。

为更好落实这一根本任务、更

有力地履行这一重要使命，深

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构

建一流大学创新体系，更高效

地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生长和发

展，学校把 2024 年作为教育教

学质量年。

会上，校党委书记裘新作动

员讲话，校长金力部署教育教学

质量年行动，教育部教育督导局

副局长马杰到会作专题报告，副

校长周磊布置迎接新一轮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副校长

汪源源主持会议。

裘新围绕“乙方思维”，引导

与会干部、教师深入思考教育教

学质量问题。他表示，学校把今

年定为教育教学质量年，一是以

迎评为契机，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本研贯通狠抓教育教学质

量；二是把人才培养放在教育科

技人才综合改革的头阵位置，加

快构建高质量育人体系。办学、

育人都应树立“乙方思维”。法

律上看，甲方邀约、提出目标，乙

方履约，是负责实现目标的主

体。全校要把满足国家战略需

要、时代进步需要和学生成才需

要作为“甲方”需求，把自身放在

“乙方”的角度来思考、去行动。

金力强调，全校要深入、系

统、扎实地推动教育教学质量年

行动。他表示，本次教育教学质

量年行动，要把人才培养放在教

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一体推进

的头阵地位，紧扣培养“干细胞

式”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要求，

贯通本硕博全过程，联动招生、

培养、就业各环节，融汇教育科

研产业全链条，探索人才培养新

模式，实现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的新突破。

马杰作专题报告时，从强化

战略人才支撑、落实教育评价改

革、推动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三个层面，强调新一轮本科教育

教学审核评估的意义，并着重介

绍了此次审核评估方案的要点

和改革着力点。

周磊介绍了学校迎评工作

安排、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

本报记者赵天润

第二十三期教师教学发展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3月27日下午，复

旦大学第二十三期教师教学

发展研修班开班，聚焦教师教

书育人能力提升。复旦大学、

同 济 大 学 共 百 余 名 教 师 参

加。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

出席并致辞。

裘新表示，本次研修班体

现了“旦复旦兮、同舟共济”的

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为两校

教学骨干提供了互学互鉴的

宝贵机会。好老师、大先生的

涌现，既离不开老师们的投入

奉献，也离不开“有组织”的培

养。学校重视教师育人能力

提升和教学文化的培育传承，

注重激发教师内生动力，鼓励

老师们积极开展教学研究、设

计教学改革。教师要从国家

战略需要、时代进步需要和学

生成才需要出发，树立“乙方

思维”，帮助“甲方”实现目标，

统筹推动教育教学的供给侧、

需求侧改革。希望大家抓住

参与研修的契机，把握教学规

律，创新教学方式，提升教学

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青胜于

蓝”的学生，实现自主培养造

就“干细胞式”拔尖创新人才

的新突破。

开班仪式上，复旦大学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陆昉介绍

本期研修班的目标、任务与要

求，基础医学院教授刘琼作为

往期优秀学员代表作课程教学

设计汇报，教务处处长林伟作

本科教学项目与奖项申报简

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

丁妍介绍“以学为中心的创新

课程设计”内容概要。

本期研修班扩大教师覆盖

面，将拟申报各类人才计划的

教师、拟申报各类教学成果或

教改项目的教师以及有意愿改

进教学设计的教师等纳入，并

向同济大学教师开放。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余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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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3版

树立“乙方思维”，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年启动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医科“首课”开讲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管，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
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揭晓，复旦大学合作发掘的
两个项目“甘肃礼县四角坪遗
址”及“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入
选。这是自2019年 3月获国家
文物局授予考古发掘资质以来，
复旦大学首次有项目入选该项

重要评选活动，并实现历史性的
新突破。

如今，复旦大学考古学专业
已建立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
物考古、古DNA、稳定同位素等多
个实验室，通过多学科交融，全
方位、多角度地挖掘出土材料信
息，推动考古学的革新与发展。

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
院文少卿团队、生命科学学院金力
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取得一项重要
研究成果，对北周武帝死因作了分
析，并对其面貌进行了复原。

2015年4月，受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委托，团队正式前往西安
对北周武帝及阿史那皇后遗骨

进行采样。近十年里，伴随着持
续出现的“卡脖子”问题，团队运
用不断打磨升级的科技考古利
器，驱散在北周武帝身上笼罩千
年的死因迷雾，揭示公元六世纪
发生在都城长安的民族融合证
据，为后续解读隋唐的大一统进
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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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合作项目入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科技考古团队获一项联合研究成果

▲参加教师教学发展研修班的部分教学骨干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成钊 摄

中山医院强化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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