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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志愿服务促创想诞生
“森林时光”产品的起源要

从胡海霞参与的一次志愿服务
说起。在这次志愿服务中，她来
到一家专门服务于孤独症儿童
的康复中心。胡海霞发现，传统
的康复训练方法过于单调、缺乏
趣味性，而孩子们本就囿于自身
疾病，更难以长时间地集中注意
力。看着那些天真无邪，却又在
社交和沟通上挣扎的孩子们，她
感觉非常惋惜。

志愿服务结束后，她在返校
的途中开始思考，能不能开发出
一种治疗方案，既能为孤独症儿
童提供个性化且高效的康复服
务，又能使他们的康复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呢？她回想起在与康
复中心负责人的交流过程中所
了解到的脑科学在孤独症研究
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虚拟现实

（VR）技术在康复训练中的潜
力。最后，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
想法：结合脑科学和VR技术，为
孤独症儿童创造一种全新的康
复训练方式。

这个想法成型之后，胡海霞
立刻行动起来。她利用上海大
学综合院校的优势，集结了来自
不同学院的同学，组建了一个跨
学科的团队。他们一起研究脑
科学理论，探讨VR技术的应用，
寻找合适的算法分析患者的大
脑活动模式，试图找到一种个性
化的康复方案。

运用数据科学和算法提升
康复训练效果，为患者提供更具
针对性和更高效的康复服务，这
是胡海霞最初的方案设想。基
于这一理念，来自管理学院、计
算机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学院
多位同学共同开发出一种“起源
算法”，用以分析患者的大脑活

动模式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可以
制定针对每位患者个性化的康
复计划。“这款数据分析工具可
以帮助我们深入挖掘大脑神经
网络的复杂关系，为病情阶段不
同的患者推送不同的治疗方案，
为精准治疗提供有力支持。”胡
海霞介绍说。

让VR技术带来沉浸式治疗
治疗方案匹配算法研发的同

时，团队也在探索VR设备的引进方
案，他们开始探索如何有效地引进
VR设备，并将其融入康复过程中。

在VR技术的帮助下，孤独症
儿童能够沉浸在模拟的日常生
活场景中，通过互动体验提升社
交能力和沟通技巧。这种沉浸
式的治疗方式不仅增加了患者
的参与度和兴趣，还有助于改善
他们的生活质量，目前在一家小
规模的康复中心已经启动了试

点。团队还建立了持续改进的
机制，定期评估设备的性能和康
复效果，并根据最新技术发展以
及患者的需求进行更新和升级。

在落实方案的过程中，胡海
霞和团队成员们遇到了许多困
难。他们需要学习新的技术，与不
同领域的专家沟通，频繁地展开线
下调研，筹集资金购买设备……但
每当团队陷入低谷或忙到不可
开交时，他们总会想起康复中心
那些“星星的孩子们”——这些
孩子纯真善良的微笑、对新事物
的好奇心以及在克服困难中表
现出的坚韧，总是能够激励着团
队成员继续前进。“我们的努力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项目的成功，
更是为了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带来希望和改变。”胡海霞说。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团队都始
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不断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法。

胡海霞曾解释这个孤独症
数字治疗方案的名称由来：“森
林”是充满生命力和多样性的地
方，孩子们可以在其中探索和学
习。这种探索性质与数字康复方
案的目的相吻合，即通过互动和
游戏来促进孩子们的认知、社交
和语言技能的发展。“森林时光”
也可以给人一种安全和岁月静好
的感觉，这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
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常常感到焦
虑不安。这个名字传达了一种温
馨和包容的氛围，有助于孩子们
建立信任和参与治疗过程。

方案试点回馈也让人欣喜，
数据显示在缓解孤独症儿童相
关病症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看着孩子们的笑容和进步，
胡海霞和团队成员们都感到无
比的欣慰和自豪。“希望我们的
一点小实践能为数字疗法的发
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许多人都看过《西
游记》，但你有吃过《西游记》里
的美食吗？唐僧恐怕永远也想
不到，自己的九环锡杖有朝一
日会与老北京糖葫芦结合起
来。

昨天，上海立达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2024届毕业展“破茧·新
生·追梦·初心”在人文松江活动
中心开幕。其中，将中国经典的
文学作品《西游记》中的人物特
色以及人物的经典场景与中国
美食相结合制作而成的作品《西
食记》让人眼前一亮。

本次展览汇聚了视觉传达
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三个
专业的742名毕业生的作品。不
少作品的灵感来源于非遗和中
国传统文化。据了解，该毕业展
将持续至5月中旬，其间将免费
对公众开放。

现场展示的作品《西食记》
吸引了不少人围观。在这个系
列中，《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的
特色与地方美食相结合。谈及

设计理念，该校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的学生李其霖告诉记者，在做
毕设前，自己在网上做了一个调
研，题目是大家对四大名著中的
哪个印象最深，投票最多的是
《西游记》。她便希望先做《西游
记》相关的作品。“中国是一个美
食大国，主张‘民以食为天’。所
以就想到了用美食切入。唐僧
师徒沿途取经，也会遇到各个地
域的美食。我将《西游记》中的
人物与中国的地域美食相结合
的原因是想要借用《西游记》这
一老少皆知的神话故事以及经
典角色造型，去广泛传播中国地
域美食文化。”

记者发现，此次不少学生的
作品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比如上海立达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2020级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的扶小蓝的设计灵感源自光
山花鼓戏的非遗文化。她表示，
自己的目标是在保留这一珍贵
文化价值的同时赋予其更新潮
的配色和原本的纹样，探索传统
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该校学生王霄鹤设计的建
盏系列美轮美奂。她介绍说，建
盏作为中国传统茶具文化的重
要代表之一，制作工艺和装饰艺
术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她通过建盏的造型
和装饰图案，融入宋代景物风貌
的元素，使建盏更具艺术感和文
化底蕴。其次，她通过建盏的色
彩和釉色，体现宋代景物风貌的
意境和情感。“通过建盏的应用
场景和功能，展示宋代茶文化的
生活方式和情趣。”

据悉，本次毕业展的参展作
品涵盖了平面设计、包装设计、
品牌形象设计、产品设计、家具
设计、交互设计等多个领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走进教授书房，遇
见书柜里的上千册书籍；伴着丽
娃河流水潺潺，在夏雨岛上师生
们边走边讲；写在“对谈卡片”上
的学习困惑，也在一番面对面的
点拨后各有收获……这一幕幕
出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书院
昨天开展的“大师面对面——教
授书房”第一期课程现场。在书
香环境中，师生们以漫谈的形式
相伴从游，教学相长。

五月的师大校园，优雅而
卓然。同学们此行的首站便是
教授的“办公室书房”。庞维国
教授的办公室里布置了好几个
书柜，溢满着静谧书香。心理
学的研究类书籍几乎占了一
半，其余则有许多国学类的书
籍滋养心灵。“当年也曾是一名
想考中文系的文艺青年。”庞维

国教授笑着说起高考往事。
“第一次有机会踏入教授

的书房，那满室的书籍立刻令
我为之一振。陈设与庞教授本
人一样，朴实却内蕴深厚。厚
厚的学术著作，如同学术道路
上的坚实基石。尽管书桌面积
不大，但每一本书、每一份资料
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严谨细致
的工作态度一览无遗。墙面虽
然不宽，但学术足迹和师生拼
图照背后的情谊，让我深切感
受到学者专心学术、严谨治学
的精神风貌，也更加敬佩人格
魅力与学术成就。”教育学部
2023级本科生邓清月说道。

师生相伴游丽娃河畔的夏
雨岛时，庞维国还向同学们剧
透，经过设计改造的岛上的透
明小房子，未来将考虑布置一
架钢琴、古筝和扬琴，让悠扬的
琴声与丽娃河的流水相互交

融。这里，今后也将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教学点，开展一些
小型化的课程。一草一木皆育
人，更多静态的风景将变成活
的课程。

“创造是自主学习的最高
等级”，这一观点让同学们深受
启发。在如何提高学习专注力
和兴趣方面，庞维国用了一个生
动的比喻。他将课堂比作菜肴，
虽然有些可能看似平淡无奇，却
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他鼓励同
学们要学会品味这些“菜肴”，从
中汲取营养，并在未来的学习和
工作中得到融会贯通。

记者获悉，“大师面对面——
教授书房”系列课程是希望为同
学们提供与教授近距离深度交
流的机会，了解课堂之外教授是
如何做学问的。未来，课程也将
挖掘学校的更多精神文脉、宝藏
故事，助力学生的成长。

上大团队用脑科学和VR技术拓宽孤独症治疗场景

为“星星的孩子”打造一片森林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医疗健康领域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特别在孤独症治疗领域，新兴

技术的应用为改善患者状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来自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生胡海霞就通过整合产学研
力量，成功带领团队提供了一个以VR康复训练系统和多模态生理信号监测系统为核心产品的新型孤独症儿
童治疗方案——“森林时光”。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走进丽娃河畔最美的“秘密花园”

这群大学生一探大师学者的书房

在教授书房聆听他们对阅读、治学的见解。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植根传统沃土，绽放创新活力

这个毕业生作品展够吸睛

建盏系列美轮美奂。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