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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将更重视人文学科将更重视““科学科学””

在复旦大学首批开设的 AI
大课中，有一门课，名叫“AI
赋能的语言分析和语言习得”。
在选课的 54 名学生中，有 10 位
是语言学博士，44位翻译专业的
硕士。

“这门AI大课不是用AI技术
来教外语，而是从语言学本身来
看 AI 和语言学如何相互赋能。”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语言学教授郑
咏滟是授课的三位教师之一，她
坦言，不仅仅是外语类专业，人
文学科，乃至高校的所有学科，
都需要在这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
学科调整中，重新寻找各自的定
位和发展路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AI的快
速发展正给高校的学科专业，特
别是人文学科带来巨大挑战。就
以外语类专业举例。几乎所有高
校的外语类专业，不论是报考人
数还是招生分数，都呈下降态
势。

外语学科还能生存下去吗？
未来该如何发展？上海交大外国
语学院院长助理郇昌鹏教授介
绍，他所在的学院新开设了一批
与语言数据科学相关的 AI 课程。

“语言学与人工智能本身就有密
切的关系，无论是语音智能、大
语言模型的语义理解，还是生成
式AI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都与
语言学密切相关。”在上海交
大，AI+教育教学计划的启动，
也让包括外语类专业在内的人文
学科，更加关注其“科学性”的
一面。

郑咏滟也持类似看法：人文
与科学自诞生起就是一体的，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两者是割
裂发展的，而AI的发展，则迫使
人文学科不得不思考如何“重
归”科学。简言之，AI 的发展，
使得人文学科的科学性重新受到
重视。

AI赋能，不仅改变教师的教
学方式，还有科研范式的变化。
同样在复旦大学新开设的《AI考
古》课堂上，授课老师中不仅有
文博背景的文少卿副教授，还有
来自计算机学院的钱振兴和金城

教授，负责为学生讲授卷积神经
网络以及图像处理、重建修复等
内容。此外，该课程的 4 位助教
中，有 3 位也来自计算机专业，
同样拥有丰富的考古与AI交叉研
究的实践经历。

“在当前的考古工作中，AI
技术已经不可或缺，而这次AI大
课上，学生选择的课题，既有用
AI算法研究甲骨文识别的，也有
尝试用 AI 来鉴别玉石、霉菌的。
学生对AI的熟练运用，更是推动
了教师的研究和教学的升级。”
文少卿说。

师资转型已经箭在弦上师资转型已经箭在弦上

与高校纷纷开设 AI 大课同
步，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也被鼓
励在教学中引入AI技术——这也
将进一步加快教师队伍的升级转
型。

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风
景园林简史”授课教师于冰沁受
邀和同事们分享AI进入课堂的经
验。这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去
年引入了生成式AI技术，将学习
情境从二维平面跃升为可感知、
可漫游、可交互的形式。老师还
和学生共同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个性化学习游戏“时光之
书”，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学
习测试。于冰沁说，“过去我也
在课堂上引入一些VR或者AR技
术，让学生对于风景园林设计有
沉浸式的直观感受，但这次不一
样，将AI工具引入课堂，意味着
从头开始设计教学，我们将 8 万
多个知识切片开发成垂直类的专
业语言模型，用于教学全程，甚
至学生的学习过程也会和整个模
型进入一个相辅相成的共同发展
过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熊易寒团队一直在研
究政府的数字化治理，对技术的
运用相对熟悉。他坦率地说，

“如果学校不推 AI 大课，我们未
必有那么大的动力去主动拥抱AI
技术。我们的团队成员中，有些
本来就有计算机和政治学的双博
士学位，他们会走得更快一点，
再带动所有老师加快转型、继续
向前。”

在上海交大外国语学院，58
岁的管新潮老师对AI技术颇为熟
悉，不仅带领教学团队，还为不
少教师提供“技术支持”，不断
创新机器学习在翻译领域的应
用。郇昌鹏告诉记者，积极应对
外语专业面临的“危机”，确实
需要越来越多的教师更快地拥抱
新技术。但从长远来看，外语类
专业仍会面临诸多考验。从学生
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到在全校
开放转专业的背景下，外语专业
能否吸引更多学生等等。“师资
转型箭在弦上，否则学科很难有
长远发展。”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亟需升级亟需升级

在高校AI大课持续推进的过
程中，作为配套基础设施的教学
管理系统也亟需升级。

复旦大学教务处负责人林伟
告诉记者，在推进AI大课，学校
一直在不断拓展算力资源，通过
建设国内高校最大的云上科研智
算平台，为AI时代的人才培养提
供基础保障。

由于复旦的AI大课首次打破
本研阶段教育教学的传统界限，
打破了本研教学管理藩篱、院
系学科的“小院高墙”。为此，
学校相关管理部门须分别按照
本科生、研究生各学段教学的
要求，重新设定评价体系，让
不达标的课程从课表中消失。
不过，林伟也坦率地说，“未来
如何引入更多优质资源，将最
前沿的学术和产业成果纳入课
程，打造具有前沿性、创新性
和挑战性的国际一流课程，目
前仍然在探索之中。”

在上海交大，校方也为 AI+
教育教学行动规划匹配了专门经
费，每门“AI+专业”投入300万
元，每门课程投入 5 万元，第一
批 设 立 了 9 个 “AI + 专 业 ” 和

“168门AI+课程”。上海交大教务
处负责人王鸿东告诉记者，“老
旧课程的淘汰、不同学段类似课
程的合并和更新，将成为常态。
这客观上会让老师必须要竞课上
岗，如何提升教师升级教学的动
力，学校还需要继续探索。”

本报综合消息

头部高校开设AI大课重塑教育范式
近日，一起涉及网红带货的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网友“奉

贤周公子”发布视频称，在拥有600多万粉丝的健身博主李维刚的直播间
购买到了疑似合成肉的“原切肥牛卷”。视频中，“奉贤周公子”展示了牛
肉卷在烹煮过程中缺乏牛肉纹理且伴有异味的情况，引发网友热议。对
此，李维刚回应称将安排送检，并承诺若产品为假，将假一赔十。视频中
食品包装上显示的生产商额尔古纳市金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对比表示，
公司从不生产原切牛肉，怀疑产品被“套牌盗用”，并已向警方报案。

网友质疑健身博主带货的牛肉

近日，网友“奉贤周公子”发视频称，自己在健身博主“体德学院校长
李维刚”的直播间买到了假牛肉，他在视频里将买到的牛肉卷包装拆开
放入锅中烫熟，“烫熟后的肉片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牛肉该有的纹
理，而且上面黄黄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闻起来有股难闻的药水味。”“奉
贤周公子”怀疑这些肉是合成肉，“我在李维刚账号的评论区看到不止我
一个网友留言质疑肉的口感。因为李维刚这个博主给我的感觉一直是
一个很老实善良的人，所以我下单买了很多，我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李
维刚被品牌方骗了，品牌方在直播间给他吃的可能是好的牛肉，但给我
们发的就是合成肉，因为不是在内蒙古发货的，是从青岛发货的。”

“奉贤周公子”拍摄的视频显示，该疑似合成肉的牛肉卷产品标签上
写着“原切肥牛卷”，生产商为“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金牛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标签上还标注了地址和电话。记者拨打包装上的电话无法接通。

“奉贤周公子”表示就此事联系了博主李维刚，李维刚回复他：“产品所有
手续资质齐全，支持客户送检，如有违规我们承担，承认直播间所述的赔
偿客户金额10倍。”“奉贤周公子”表示，自己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方告诉他检测需要2000元，他认为自己不该承担这个费用和责任。

质疑合成牛肉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1月11日下午，李维刚在社交
媒体发布视频回应称，“我会将这些牛肉安排送检，若是假的，会假一赔
十，而且自己先行赔付给大家。”

1月13日，记者联系了“奉贤周公子”，他表示事情进展自己暂时不作
回应，后续应看李维刚发布的检测结果以及处理方案。记者又联系李维
刚询问事件是否有后续进展，截至发稿前未得到回复。

产品从山东发货，售出店铺已关店

记者在博主李维刚的评论区发现，不少网友晒出交易截图表明购
买了他直播间的牛羊肉产品，但交易记录显示发货的店铺为“喜宝家
农场”。

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购买者。他告诉记者，物流显示他收到的牛羊
肉卷从山东聊城发货，他询问了客服，客服回复说从山东云仓发货，产地
为内蒙古。他向记者展示收到的羔羊肉卷的包装，上面标明生产商为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金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包装上还有动物产品检疫
合格标志。

这位顾客说，自己刚收到产品还没吃就看到了网上的消息，由于一
直还没拆开包装，所以肉质和口感不作评价，但他从购买记录点进该牛
羊肉套餐的宣传页面，已经查不到该牛羊肉的生产厂家等信息，只有一
些介绍产品口感的内容。该顾客说，现在点进“喜宝家农场”店铺，已经
没有任何商品了，他把该店铺链接分享给记者时，系统显示该店铺已关
店。记者发现，在直播平台已搜不到这家店铺。

李维刚为健身圈知名网红，仅其抖音账号就有600多万粉丝。天眼
查商业履历信息显示，李维刚（体德学院校长李维刚）名下关联3家企业，
2家为存续状态。其中，湖南体德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
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李维刚，注册资本200万元人
民币，经营范围含软件开发、体育健康服务、健身休闲活动、餐饮服务、食
品销售等，由长沙体德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涉事企业回应：被套牌已报警

企查查显示，不存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金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只有“额尔古纳市金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地址与涉事牛羊肉包
装上标明的地址一致。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法定代表人为李洪
武，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由李洪武全资持股。

1月12日晚，李洪武通过社交平台晒出公司营业执照自证，并称自家
公司从不生产原切牛肉，也未授权其他人或企业去生产、销售、代理公司的
牛肉，网友视频中“打假”的牛肉卷很可能是被其他公司“套牌盗用”了。

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洪武说，事情在网上发酵后，他主动联系过
博主李维刚，但未联系上。因此，公司已经向额尔古纳市公安局报
案，要追究博主和涉嫌“套牌”公司的责任，要求赔偿对自家公司造成
的损失。

李洪武表示，涉事的牛肉包装上贴的标签与他们公司出品的产品所
贴标签完全不同，“我们公司的注册商标是蒙地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
贴上蒙地尔标签，连箱子顶上都有。”

李洪武进一步介绍，“我们公司有屠宰场，不是那种肉类加工企业，
我们都是直接屠宰。视频里出现的牛肉卷所标的执行标准，跟我公司所
有产品都不一样，它这是合成调理肉的执行标准，我们公司销售的是加
工半成品。一般我们都是生牛羊肉直接分割，通过检疫后往全国各地的
批发商分发，是不在网上卖货的。”

对于众多购买者的交易截图中出现的发货店铺“喜宝家农场”，李洪
武表示从未有过联系，不是他们公司合作的批发商。对于网友晒出的涉
事包装上面贴的检疫标识，李洪武表示这标识已由当地的农牧局证实为
造假标识。

李洪武告诉记者，事情在网络发酵之后，当地市政府领导特别重视
这个事，“我们市里相关部门开了会，对这个事儿要深究到底，这不是说
我自己公司受影响，是对整个额尔古纳市产生影响。” 本报综合消息

2024年，国内几所头部高校纷纷将人工

智能（AI）引入课堂：清华大学开展100门“AI

赋能教学试点课程”；浙江大学出版AI教材，

研制AI实训平台，打造万门AI赋能课；复旦

大学首批开设 100 门 AI 大课，创设 23 个 X+

AI双学士学位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制定AI+

教育教学行动规划，推出一系列AI+专业和

AI+的课程。

对高校而言，开设 AI 大课的最初考量，

或许是为了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结构、跟上AI

时代的步伐。但不少高教界人士发现，当AI

真正“登陆”大学后，改变的不仅仅是学生的

知识结构，也带来了高校学科加速新陈代谢、

推动师资迭代升级。

在主动应对AI给教育带来的挑战中，大

学也要解锁一系列全新的治理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