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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学习模式”让历史细节浮现

禁毒馆推出四场直播，
为青少年普及防毒拒毒攻略

中德开放在线学习平台试运行
将深化中德两国高校合作，推动远程教育发展

同济学子在孙中山故居内合影留念。 （学校供图）

同济大学寒假城市徒步活动为学生打造生动“四史”课堂

时报记者 刘文婷

大多数高校还未开学，一

群同济学子已开启“行走学习

模式”，他们寻访上海的历史文

化老建筑，在开学前交上了一

份“四史学习”寒假作业。据

悉，在坚持疫情防控不松懈的

背景下，同济大学团委在寒假

期间结合“四史”学习教育，组

织开展了寒假城市徒步活动，

让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上海成

为学生学习“四史”的教科书。

2 月 23 日，以复兴公园南

门为起点，同济学子们从思南

公馆、周公馆、孙中山故居到启

秀中学旧址、张学良旧居、科学

会堂，一路行走，一边聆听上海

的红色故事。在思南公馆的老

花园洋房建筑群中，老洋房美

丽的鹅卵石墙面引发了探寻者

的好奇。导游解释道，当初为

修复老洋房墙面，修复团队特

意在上海周边探寻鹅卵石来

源，终于在南京六合镇一个古

河道内寻找到了最为接近的材

质，恢复了墙面的本来面貌。

“我喜欢这种讲述方式，站在楼

前，完整保存的历史风貌让过

往的气息扑面而来。”同济大学

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女生邓慧

说。

据悉，城市徒步活动一共

五期，每期限定 40 人，活动推

出后每期都报名满员。“我几次

都没报上”，邓慧告诉记者，之

所以执着参与活动，是希望在

政治专业学习中使理论学习与

感性认识相结合。“每一张图

片、每一个文字都不想遗漏，感

觉把伟人的一生都经历了一

遍，这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

他们的精神魅力。”

“我在孙中山故居仔细看

了每一处展示，看得最久的是

书柜，想了解孙中山会看哪些

书。”同济大学力学专业博士生

陈阳表示，实地行走可以使“四

史”课堂更生动；最生动之处在

细节，这是书本、网络等无法比

拟的。“走进这个空间，彷佛走

进了历史。”

活动负责人、同济大学团

委干事齐梦瑶表示：“希望同学

们走出校园，了解上海这座城

市的历史文脉、城市发展，感受

上海的红色文化底蕴，从而感

受信仰之力、理想之光、使命之

艰、担当之要。”

时报记者 臧莺
通讯员 吉卉

缉毒小车载着青少年探秘

高科技，VR眼镜带领大家了解

吸毒的危害，3D打印颠覆了每

个人的认知……今年寒假，上

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在“一直

播”平台上推出了四场“做中学”

直播活动，给青少年观众们带来

了满满的“干货”。这四场直播

累计参与人数超17.3万人次。

据了解，禁毒馆充分探究

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和动手实

践，通过互动答题和DIY体验

的形式，打造了四场不同系列

的主题直播。在直播现场，

DIY小车带观众学习缉毒高科

技，即使“零口供”照样能够逮

捕毒贩；“主播”还向青少年科

普电子烟的知识，带领大家一

起动手制作3D眼镜，通过虚拟

感官体验了解吸毒对人体器官

的危害；而在桌游“狼人杀”中，

青少年观众则可化身为福尔摩

斯，协助“主播”寻觅隐藏的犯

罪分子；“开学第一课”更是普

及了日常的防毒拒毒攻略，让

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边看边

学边做。

这些线上直播不断改变着

青少年学习的模式，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教育模式也使禁毒科

普深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时而

化身为“老师”讲解科普知识，

时而化身为“匠人”亲手制作手

工，禁毒馆“主播”们使整个寒

假更有“热度”，也让青少年在

学中融入了DIY元素，在做中

贯穿了科普知识。

时报记者 臧莺

“贝多芬在中国”“中德建

筑比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

“二十四节气民俗文化”……

打开中德开放在线学习平台

（简称CG-OOC，网址：cgon-

line.org.cn），一门门有关语言、

商贸、数字经济等的课程赫然

入目，吸引着广大网友在线学

习。2 月 26 日下午，中德开放

在线学习平台试运行启动仪

式在上海开放大学举行。

据悉，中德开放在线学习

平台是服务于中德双方学习

者的国际开放学习平台，由上

海开放大学负责建设和全面

管理。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毛

丽娟对平台的建设给予了高

度评价。她表示，中德开放在

线学习平台的上线恰逢其时，

它汇集了中德高校、企业的优

质资源，能有力推动两国的文

化交流；此外，该平台还将进

一步发挥上海在国际终身学

习领域和在线教育领域的辐

射力和影响力，助力上海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率先实现教育现代

化。

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袁雯

表示，中德开放在线学习平

台 将 成 为 中 德 两 国 高 等 教

育、企业、青年在线学习交流

的枢纽和通道。平台将通过

集成、共建、定制开发等方式

提供适需、优质、特色的在线

教育课程资源和学习支持服

务，深化中德两国高校合作，

推动远程教育和终身学习事

业的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书记姜

锋、德国科格努斯国际集团总

裁阿富廷博士作为联盟单位

代表发言，表示将提供更多优

质课程资源，为学习者提供更

友好的教学体验。作为支持

单位代表，苏州健雄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苏霄飞表示将大力

支持平台的发展，集聚更多合

作企业和资源，助力平台搭建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供给和企

业人才需求的桥梁。

目前，上海开放大学和德

国哈根远程大学作为创始单位

负责平台的日常管理。平台采

用联盟机制，充分调动高校和

企业资源，已集聚了上海外国

语大学、同济大学、德国哈根远

程大学、阿里巴巴等十家联盟

机构。平台具有自动翻译、个

性化学习、组班交互、企业定制

等功能，并初步形成了语言、商

贸、文化艺术、数字经济、智慧

城市五个主题三十余门课程的

体系架构。据悉，该平台的建

设还得到了中国科协、上海市

科委的基金支持。

时报记者 臧莺

到2025年，全球生成的数

据总量预计达到175 ZB（泽字

节，1 ZB 等于10亿TB 即太字

节），如果将这么多数据存储在

蓝光光盘上，光盘堆叠的高度

将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23倍，

开发能够容纳如此大量数据的

存储技术迫在眉睫。日前，上

海理工大学未来光学实验室人

工智能纳米光子学中心顾敏院

士团队在 Science 子刊 Science

Advances（《科学进展》）杂志上

发表高水平论文，在光信息存

储技术领域让海量数据实现

“随身带”有了可能。

据了解，不断增长的信息

存储需求导致大数据中心的广

泛使用，其能量消耗巨大，约占

全球电力供应的 3％，且依赖

于基于磁记录的硬盘驱动器，

存储容量有限，单盘片数据存

储量最大为2 TB，使用寿命一

般也只有3~5年。利用激光实

现的光存储技术有望满足数据

存储需求，同时可有效节省成

本、降低巨大能耗，使用寿命也

可延长至 20 年左右。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光存储技术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光的衍射性质

却限制了可达到的信息位大

小，光盘存储容量仍被限制在

几个TB。

对此，上海理工大学顾敏

院士团队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刘晓刚教授团队联合开展研

究，论文“基于上转换共振能量

转移的纳米级光学写入技术”

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研究的

实验工作由上理博士后西蒙

尼·拉蒙完成。

据上理顾敏院士团队介

绍，这是一项旨在解决海量大

数据光存储技术瓶颈的研究。

研究通过镧系元素掺杂的荧光

上转换纳米颗粒和氧化石墨烯

结合，实现低功率的光学写入

纳米级信息位。这一亚衍射光

学写入技术将大大提高数据密

度，可生产出在所有可用光学

技术中具有最大存储容量的光

盘，预计1张12厘米的光盘数

据存储量可达700 TB，相当于

28000 张蓝光光盘的存储量。

此技术还使用一种新的纳米复

合材料，不仅降低了能耗，还延

长了光学器件的使用寿命。此

外，与传统光学写入技术使用

昂贵且笨重的脉冲激光器相

比，此技术使用更便宜的连续

波激光器，大大降低了成本。

由此可见，这一系列创新

发现为大容量光数据存储技术

提供了更便宜、可持续发展的

解决方案，同时适于光盘的低

成本批量生产，应用潜力巨大，

为应对全球数据存储挑战开辟

了新途径。

将海量数据装进“小口袋”
上理工科研团队突破技术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