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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那门全网都在“求资源”的课，本报记者去听了一堂

明辨“似是而非”应始于大学校园

记者：能谈谈短时间内就造就

“网红课”的感受吗？会满足网友们

的期待开出在线课程吗？

楼红卫：至少在这两天之前，我
个人是不太有这个打算。要做成标
准网课，还应该更细致更成熟，把内
容做得滴水不漏对吧？

坦率说，我们是不想成为“网红”
的，就这课现在接受采访其实也还不
够成熟。但是从这个课程来讲，目的
还是希望培养学生们的科学精神，其
本身倒需要一定的关注度。关注以
后倒不是说为了课程，而是希望别的
大学如果认同这是一件好事，那么大
家就一起来做，对伪科学辨识能力就

能更高一点。用科学减少谬误应该
起始于大学校园。

记者：“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提

高对伪科学的辨识能力”，是不是对

大学生而言特别重要？

楼红卫：大学生毕业后，也是“社
会人”了，他们不仅应该具备用科学和
逻辑的眼光，分辨身边世界的能力，也
应该对世界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而不
是仍然带着对科学谬误的深信不疑。

因此，我们希望从不同专业的角
度，通过对许多似而非的伪科学观点
加以分析批判，让学生们通过课程的
学习，对于常见的伪科学论调有基本
的辨识能力。

记者：我们采访了一些听课学生，

大家觉得似乎要学的以及真正学到的

并不是一些具象的知识点，也似乎容

易被理解为“水课”，这一点如何防范？

楼红卫：防止《似是而非》成为
“水课”，将是一个永远的课题。

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似
是而非”课程加强了对课程论文的重
视程度。这门仅有两个学分的课程，
将安排三位常规助教以及十几位来
自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组成助教组。
助教组的工作绝大部分是围绕帮助
学生写出合格的课程论文。如何写
作（课程论文）本身是一件大学值得
重视的事。

被网友戏称为“我坐在
了高高的柠檬山上”并全网
都在求资源的复旦通识教
育选修课《似是而非》，前晚
6点半进入第六周的开课时
间。青年报记者终于成功
进入教室，在100分钟的时
间内见识“伪科学”是如何
被层层揭开外衣的。

“没想成为‘网红’，但
的确也期待更多大学开出
这样的课，用科学减少谬误
应该起始于大学校园。”楼
红卫这样告诉记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在现场
30多人全程站着听课

这门由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楼红卫组织开设、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卢大儒命名的课程，在既定的
17个专题里将集结文、理、工、医11
个院系12位教授，并以“提高学生的
科学素养，提高对伪科学的辨识能
力”为教学目的，本学期开设其中的
14讲。

如今，这门通识课已经火了。昨
晚，在距第六次开课还有5分钟时，
授课老师已经就位，正在调试话筒和
PPT的播放。此时，258人座位的教
室前排，被两名女生在角落里捷足先
登加了两个座，教室后排空地早已遍
插“蜡烛”，30多名学生将有限的空间
填得满满当当。

教室外，还有10多名学生纷纷
“抢滩”侧窗、后排门等既能蹭看又能
蹭听的有利位置，“一座难求”实为非
虚。

课堂铃响，开始上课。第六周的
授课轮到的是复旦物理系盛卫东教
授，他原定的题目是“电磁辐射与电
离辐射：手机辐射有危害吗”。在备
课过程中，考虑到仅仅谈辐射问题讨
论面太窄，他又增加了不少内容，提
醒学生要警惕现代社会中反科学、反
技术的行为。

当他说出意图时，教室里稍有哗
然。盛卫东调侃：“是吧？我把你们
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一个物理系教
授是有什么底气来说这样的题？”引
来全场笑声。

话锋一转，盛卫东正色说，其实
任何一门学科，它的方法论都是一样
的，这是他也是此次联合授课教授们
共同的认知。因此，他希望学生们能
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纵然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会参
与到各种似是而非，但要做的是明辨
是非。”

从早年的“磁化水骗局”开始，到
一度声势浩大的美国反疫苗浪潮，对
手机辐射有害问题的宣扬等，盛卫东
环环相扣，引导学生们思考这些现象
背后的受益者是谁，洞悉了受益方就
不难理解背后的推手。

既有科学数据，又有逻辑线的引
导，是不少同学的听课感受。对了，
当晚两节连上的课间并没有休息，加
上课间，全程100分钟。除了教室外
有个别旁听的学生是提早撤了的，那
30名站在教室最后的学生也就这样
站着听完了全程。课后，七八名学生
还继续围绕着老师……

论情怀
能达到20%的目标也值得

早在一年前的7月，楼红卫转发
了一篇《美国大学开了一门课，名字
叫“抵制狗屁”》的文章，觉得这个想
法好，并当即提议：“我们也去张罗张
罗？”

在这门由华盛顿大学开设的“大
数据时代抵制狗屁课程”中，“狗屁”
指的就是那些公然罔顾事实和逻辑
的语言、统计数据、图表以及其他呈
现方式，它们的目的是让受众留下深
刻印象并且让人难以抗拒。

受国外同行开设类似课程的触
动，几个志同道合的教授开始了这门
课程的筹备工作，课程将由各学科多
专家合作开设，首次开课包括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管理学、计算机科
学、医学、文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
等学科。

最终，呈现在如今课程大纲上的
有，楼红卫讲授“用简单数学发现谬
误”；哲学系郝兆宽讲授“关于悖论的
种种误解”；计算机系陈翌佳讲授“比
特币——技术革新还是庞氏骗局”；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郭永秉
讲授“汉字是象形文字吗”“上古大一
统世系可信吗”；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卢大儒教授讲授“基因能够算命吗”

“血型与性格有关系吗？”生命科学学
院薛磊讲授“你的眼睛背叛你的

‘心’”等17个专题。
在四五个候选名称中，选定了由

卢大儒教授给出的课程名称《似是而
非》。虽显温和，但直中要义——好
像是对的，实际上不对。

楼红卫说，太多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甚至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
于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时常会有错误
的认知，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尤其
是当他们面对本专业之外的一些争
议时。因此，《似是而非》课程则是希
望针对这一现象，由不同学科的专家
提供一些事例、一些思考方式。

“与我们的期望相比，《似是而
非》课程能够达到的效果可能会有很
大的落差，但若能达到哪怕20%的目
标，也是值得的。”在《似是而非》开课
之初，楼红卫也曾这样写下。

马云“江湖再见”
畅谈“爱商教育”

“机器只有芯片，但是人类有温

度，AI时代就是需要爱的时代，因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机器取代，才

不会在变革中被淘汰，这是教育的责

任，也是教育的担当。”

——马云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AI时代，
更需要爱，需要爱商，否则就会技术
越强大越可怕……马云如今真的转
型了。昨天，他出现在了华东师范大
学，面对来自全球50个国家的1500
多位中小学校长，作为一名曾经的

“师范生”，首先发表主旨演讲，畅谈
他的教育情怀。

“放而不弃”
教育三十载

此次国际校长联盟大会是国际
校长联盟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
办。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批复，昨
天起至25日，以“共创未来的学校领
导者”为主题的第14届国际校长联
盟大会在华东师大举行。

阿里巴巴合伙人、马云公益基金
会创办人马云说：“大家从世界各地
远道而来，一起来探讨教育的责任，
教育的创新，这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责
任和担当，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无比
的希望。”马云说。

马云曾经也是一名教师，一名班
主任，而今，离开这个职业已近 30
年，但是，他自认为在过去30年应该
是“放而不弃”！

马云在现场不无骄傲地说，
“教育是我下半辈子最重要的工
作。我觉得我给自己找的工作非
常重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辈子的教育
的支持者。”

“要培养IQ、EQ
还得加上LQ”

“今天的教育首先要思考的是，
我们如何改变？如何适应？如何发
展？”马云接着抛出命题。

马云认为，世界从工业时代进入
数据时代，人类必须要有能力探索自
身，了解自己。我们现在了解外部世
界越来越多，但是了解人类本身，了
解我们内心，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社会技术巨变的情况
下，教育必须发生改变。“人工智能可
以代替老师批改作业，互联网帮助问
解决问题，未来人类在大脑中植入芯
片以后，知识也许根本不需要交，但
是老师对学生的爱，对学生的思想，
对学生的价值观的洞察和引导，使机
器无法取代。”马云强调。

除了精英教育，马云还呼吁，各
个国家、政府还应该关注每个人普
惠的机会。在面向未来的教育上，
马云觉得，不仅要培养智商高、情商
高，更需要培养爱商高的人。“IQ、EQ
还得加上LQ，Q of love。机器只有
芯片，人类有伟大的心，有爱机器有
精度，但是人类有温度，AI时代就是
需要爱的时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
才不会被机器取代，才不会在变革
中被淘汰，这是教育的责任，也是教
育的担当。”

▲ 上课时
间，教室里座无
虚席，连后排空
地、窗外都站满
了学子。

青年报记
者 施培琦 摄

▶▶对话 如何防止成为“水课”将成为永远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