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记者 姜澎

AI

离
不
开
数
学
，但
AI

面
临
的
问
题
不
全
是
数
学
问
题

知
名
科
学
家
姚
期
智
受
聘
出
任
同
济
大
学
名
誉
教
授
，分
享
对
AI

研
究
和
人
才
培
养
的
新
思
考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等

基础学科的发展， 但人工智能发展面

临的问题不全是数学问题。 ”昨天，图

灵奖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

受聘成为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在同日

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 姚期智分享了

对当前人工智能（AI）研究和相关人才

培养的思考。

姚期智认为， 当前的很多AI技术

应用， 无不是得益于过去一段时间在

理论研究层面的突破， 而AI所取得的

一些进步也正来自跨学科领域。 他特

别指出一点：AI的科学基础，既包括数

学、物理等经典科学，也有以计算机、

通讯、 控制、 统计等为代表的近代科

学，再发展到如今与计算机科学、信息

论、 博弈论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事实

上，从成果发表来看，很多研究者的学

术背景并不是传统的数学或计算机等

与AI相近的学科， 而是呈现出学术背

景多元的趋势。另一方面，一些在AI发

展上取得成果的前沿领域， 往往是乍

看起来与AI不完全搭界的学科。

“AI研究的特色，就在于它能够巧

妙结合若干元素， 通过学科交叉产生

拥有‘大能量’的新核心技术。”姚期智

指出，AI在投入具体场景应用的具体

过程中，会生成各种新的问题。如何用

各种学科工具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对

研究者而言，重点是“要推进AI的基础

研究，以激发原始性的创新突破。 ”

毫无疑问，AI的迅速发展正深刻

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为抢抓

AI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国家已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另有统

计显示， 今年新增人工智能专业的高

校达到180所。

高校应当如何培养AI人才？ 姚期

智表示 ， 对于有研究兴趣的学生而

言， 一流高校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就需

要接触AI所涉及的诸多前沿学科， 培

养跨学科意识； 而在研究生培养上，

学生最好能够拥有多学科的背景， 具

备一定的从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的理

论基础。

以清华大学去年成立的人工智能

学堂班（“智班”）为例。 由姚期智出任

首席教授并亲自授课的“智班”，每两

周都会举办一次“吹牛大会”，让学生

发挥想象力，畅想AI如何赋能百业。据

“智班” 班主任袁洋老师介绍，“智班”

学生的“脑洞”时常让人惊喜，纷纷尝

试将神经科学、建筑学、生物科学、人

文学科等与AI研究有机结合。“如果更多的研究能够在某个交

叉学科领域发现问题，并利用各种学科新工具去拓展问题，这

肯定比单纯聚焦AI赛道更有意义。 ”

姚期智同时提醒，AI研究强调学科交叉，但并不意味着强

行融合。对高校而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用科学的方法研

究问题、继而找出解决方案的思维，而不是为了追求多学科而

强迫没有兴趣的学生去学习过于艰深的跨学科知识，“如果这

么做，很可能适得其反，让学生丧失对研究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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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考分填报基础专业，考生为何这样选择
复旦大学0001号录取通知书昨发出，考生张施杰高考610分，只填报一个志愿

小三门加试物理 、 化学和生物 ， 得

了三个A+， 但是填报志愿时 ， 却只填报

了唯一一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 格

致中学奉贤校区的张施杰今年以高考610

分的高分 ， 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录取 ，

他也是今年参加复旦大学综合素质测评

的考生中分数最高的学生 。 昨天上午 ，

复旦大学校领导以及哲学学院的老师一行

将属于张施杰的0001号录取通知书 ， 送到

了他的手中。

记者从复旦大学获悉， 在今年的综合

测评中， 不少考生都在第一志愿选择了基

础学科， 而他们选择的理由都是出于自己

的兴趣 。 其中 ， 有不少学生在中学期间 ，

就已经通过大学与中学的联合人才培养项

目， 与大学教授们有了深入的交流。

谈及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

也分享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从小学、 初中、

高中， 再到本硕博， 前后需历经20年。 大

学一头连接基础教育， 一头承担研究型人

才培养的使命， 因此必须主动 “向下” 影

响中学， “向上” 思考学生的最终成才。

“大学提前介入中学人才培养 ， 目的

绝不是去拔尖。 学生最终选择哪所学校不

重要， 关键是让中学生尽早找到自己的兴

趣所在， 且让他们在面对自己的兴趣时眼

中有光， 心中有爱， 坚定选择。” 徐雷说。

喜好哲学的种子早就埋
下，“不留后路， 这代表了我的
态度”

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后， 张施杰确曾考

虑过， 自己究竟是该追求梦想， 还是追求

一些更 “实际的东西”， 但最终他觉得， 追

梦更重要。 “既然追求梦想， 那就要坚定，

只填一个志愿， 不留后路， 这代表了我的

态度。”

张施杰初中就读于奉贤泰日镇一所乡

村中学 ， 用格致中学校长吴照的话来说 ，

这个孩子看上去内向， 但实际上沉稳， 而

且 “他认准的目标，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张施杰一直以来爱好哲学。 高中住校

时， 他就在宿舍里 “啃” 哲学著作， 诸如

叔本华的 《人生的智慧》、 尼采的 《悲剧的

诞生》 等， 他都读过好几遍。

哲学的种子， 其实早在他读小学时就

已悄悄种下。 他告诉记者， 小学时， 他偶

然在书店里买了几本书， 其中一本是老子

的 《道德经》。 “看完后， 我觉得自己对这

些玄妙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所以后来就慢

慢喜欢上了哲学”。

高二暑假时， 张施杰参加了复旦大学

的夏令营， 听完文学、 哲学和话剧欣赏等

一系列课程后， 他开始思考把自己的兴趣

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选项。

考试分数公布后， 张施杰坚定追求梦

想， 决定填报复旦大学哲学专业。 按照他

的理想规划， 本科毕业后自己还将继续深

造， “未来的就业问题我没有考虑那么多，

从事哲学研究， 我觉得也很不错。 如果不

行， 那再想办法呗。”

大学提前介入中学教育
的成效， 不在招生而在兴趣
识别

于昨天收到复旦发出的首批录取通知

书的学生， 几乎都是第一志愿坚定地选择

了自己感兴趣的学科。 其中， 不少学生都

曾参加过大学的夏令营或大学在中学开设

的微课， 有不少学生在中学时期， 就与大

学老师有着比较深入的交流。

徐雷昨天下午送出的一份录取通知书，

收信人正是复旦附中2020届毕业生席轶群。

这位曾经的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特等奖获得

者， 今年选择了复旦大学中文系。 席轶群

已连续五年参加古诗文大赛并获奖， 且她

对人类学、 社会学等多个人文社科领域都

很感兴趣。 之所以最后选择中文系， 席轶

群说， 主要是因为自己在复旦附中期间选

课时， 选择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陈

特讲授的中国古代文学课。 “我在夏令营

时也上陈老师的课， 听她讲古诗词， 让我

觉得古代文学中的世界特别令人着迷。”

同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张

沛羽今年也以600分的高分， 以第一志愿被

数学大类录取。 张沛羽是复旦大学与中学

合作计划———博学计划的参加者之一。

徐雷介绍， 复旦大学近年来在中学开

设的微课和导师制， 以及各类与中学合作

的人才培养项目已陆续显露成效。 “我们

讲的成效， 不在于这些学生填报志愿时选

择了复旦大学， 而是他们在选择学校、 专

业时不再盲目， 可以更多理性地考虑自己

的爱好 。 “除了复旦派出的教授定期到

各个中学开设讲座 、 交流 ， 目前 ， 上海

每年有一千名左右的学生与我们的教授

有比较深入的交流 。 未来 ， 这个范围还

将扩大 。”

学习是追求内心选择，而
不是简单地“投入—产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袁新曾参

加过多年招生咨询， 他发现， 在考生专业

志愿选择上， 很多时候， 家长的问题高度

雷同， 特别关心 “这个专业出路如何”。 而

所谓 “出路 ”， 无非就是毕业后就业怎么

样、 赚钱是否容易， 很少有家长在招生咨

询时会提到学生的兴趣。 让袁新特别有感

触的是 ， 当大学老师和学生交流多次后 ，

总是能够慢慢发掘出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学提早介入中学教育

是必要的， 将这个过程提前， 不仅可以让

学生尽早了解自己， 也有利于他们了解大

学、 作出正确的选择。”

“让学生能够跳出世俗的教育观 ， 不

是把学习当作一件 ‘投入—产出 ’ 的事情

来看待， 而是真正从内心出发， 从自我认

识、 自我成长的角度来选择专业， 这也许

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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