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十年如一日，宋少莉致力于临床与教学工作

“我要作为桥梁，培养出独当一面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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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半，宋少莉便开始

了忙碌的一天。

医院早会准时召开，她全神

贯注地听取院领导传达的医院

各项事务，为即将开始的门诊做

好准备。八点半，门诊开诊，她

耐心接待患者。中午时分稍作

休息，但往往会有学生或青年医

生前来沟通处理事情，她给予指

导和帮助。下午继续门诊或处

理报告，确保每一个病例都得到

妥善处置。晚上六点，门诊终于

结束，她阅读学生的论文、讨论

疑难病理、阅读文献学习新知，

直至9点才离开医院。这就是宋

少莉作为导师和医生日常工作

写照。

“宋老师每天早上七八点多

到医院，”2023 级博士生卞琳杰

说，“从来没有在晚上9点半之前

离开过，有时半夜12点还能收到

老师的工作邮件。”数十年如一

日，她永远热情饱满。

她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核医学科主任，从医二十八

载，致力于核医学临床与教学工

作。她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分子影像学课程负责人，培养了

一批批优秀的医学研究生和博

士生。

日前，她荣获复旦大学“钟

扬式”好老师称号。

“老师要成为引导者而
不是知识灌输者”

作为临床一线的医生，宋少

莉长期承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本科生、八年制本硕博《核医

学》教学工作，开设研究生课程

《分子影像学》。

授课中，她常常通过分析典

型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和探讨，

“有些学生提出问题，是我作为

老师从未思索过的，”宋少莉说，

“虽然有些稚嫩，但解答这些问

题的过程中也给我带来启发，

“老师要成为引导者，而不是纯

粹的知识灌输者。”

“《核医学》在学生中很受欢

迎，我在本科时根本抢不上。”

2023级博士研究生张丰盛回忆。

不少同学在课后来找请教

宋少莉，有的则决定成为她的研

究生，继续在核医学领域深造。

“以前几乎没有临床八年制的学

生报核医学研究生。”宋少莉

说。自从她开设这门课程后，每

年至少有两位临床八年制学生

会选择进入核医学专业。

2018 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

生裘丰爽就是其中一位。她至

今记得本科时期上《核医学》时

的场景，“她的课堂让我对核医

学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宋少莉这样看医学教育，

“比起教授具体的知识，不如启

发学生的兴趣，当他们主动深入

了解，会更有价值，这时老师就

要把经验无私传授给学生，让他

们少走一些弯路。”

是“严师”更是“慈母”

作为导师，“严师出高徒”是

宋少莉秉持的信念。在科研项

目中，宋少莉会耐心教授学生们

设计实验方案、分析数据和撰写

论文，甚至亲自指导学生撰写开

题报告。“她不仅希望我们能毕

业，而且要优秀地毕业。”如今，

卞琳杰的开题报告已经修改了

两次，“宋老师把我叫到面前，逐

字逐句地阅读修改，直到达到专

业标准。之后可能还要修改，要

改到宋老师认可为止。”这是因

为宋少莉认为“对学生来说，每

一次展示都是个人能力的提升，

但学生不一定能意识到，所以老

师要帮助他们明确认知。”

但宋少莉也明白，“医学生

培养周期太长，同学在面临学术

压力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

理压力。”因此，她不仅做“严

师”，也当“慈母”，时刻关注学生

们的心理状态，及时给予心理疏

导和鼓励。

“宋老师把我们当家人看

待。”作为宋少莉培养的第一位

研究生，刘秋芳曾获上海市优秀

博士毕业生，她是师弟师妹心中

值得信赖的“大师姐”，“我们经

常参加宋老师家宴，和她的家人

很熟悉”。

逢年过节时，宋少莉挂念着

学生只身漂泊在外，总会邀请大

家去参加自己的家庭聚餐。如

今回忆起求学时代的每一次节

日聚餐，刘秋芳依然能感受到每

次愉快的氛围，“心里很温暖、很

感动。”

卞琳杰对导师的悉心关怀

如数家珍，“她会因为担心办公

室炎热影响我们的工作状态，而

自掏腰包买饮料，在每次组会前

点好外卖，还会在我们的科研遇

到困难时，第一时间寻找解决方

法。”

“医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需要我们用善良的心去对待每

一个生命。”宋少莉对学生们

说。如今，她已培养了23名研究

生 、6名博士后，多人获市级、校

级优秀毕业生各类荣誉。

“我要作为桥梁培养出
独当一面的医生”

作为核医学科基地主任，宋

少莉长期深耕核医学分子影像

诊治领域，先后承担国家级课题

6项(含1项重点)，研发多个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并实现

临床转化，为解决“核药”卡脖子

难题做出突出贡献。

2018年，通过人才引进来到

附属肿瘤医院后，她首先建立和

完善了核医学科基地临床业务

学习的机制，确保每周都有固定

的业务学习时间。在她看来，

“固定的培训时间很重要，周一

下午和周四下午进行业务学习，

周三中午的疑难病例讨论都成

为了惯例。”

她通过组建包括教学主任、

教学秘书、科研负责人和科研秘

书，以及临床方面各组组长的教

学团队，带领全科人完成了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本土化、体化

系建设，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

大批紧缺的核医学人才。

近 5 年内，在宋少莉的带领

下，基地培养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硕士研究生17名，博士研究生15

名，与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硕

士生 8 名，在培及已完成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达16人。

培训结束后，有人留在本

院，继续深化专业实践；有人回

到家乡四川，致力于提升当地的

医疗水平；有人投身于援滇工

作，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理念带

到边远地区。

2023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核医学科获批上海市专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宋老师为专培基地建设做

了很多前期铺垫工作，所以基地

才能取得今天的成果。”2015 级

研究生李盼丽说。作为宋少莉

“手把手”教导的第二位研究生，

李盼丽将老师多年来的付出看

在眼里。

回望来时路，宋少莉感慨万

千：“我愿意作为过渡的桥梁，让

优秀的下一代脱颖而出，培养出

能独当一面的医生。”

文/郭玉雪

校青年教师联谊会主办的“来自音乐的心灵之旅”音乐疗愈

体验活动11月20日中午在邯郸校区工会南楼开展。音乐的团

体性活动不只局限于歌唱类、器乐类，在音乐疗愈领域的应用也

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次活动为青年老师提供了舒缓心情、释

放压力的一种尝试，帮助青年老师们为工作生活补充了能量。

来源：校工会

图片新闻

心灵之旅

■ 宋少莉指导学生做实验

理论培训、实践研学、优秀

案例品牌共同赋能，今年是学校

“红帆训练营”研究生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举办第22年，也是研究

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案例大赛举

办第十年。十年来，先后有 701

个研究生党支部参加大赛，孵化

出 262 个优秀案例，涵盖党史学

习、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多个

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案例库。

历届大赛中评选出的四位

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优秀

代表分享各自的组织生活案例。

“在马言马、在马信马、在马行

马”，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第五

党支部积极传递红色基因、讲好党

史故事，坚持“以学促讲、以讲促

学、讲学促干”。公共卫生学院社

会医学教研室党支部利用学科优

势，将“三级预防理念”融入社区服

务。中国语言文学系2023级学硕

党支部与中华艺术宫合作推出“文

化艺术思政课”，将艺术作品、传统

文化与党史教育紧密结合，成为文

化传承与社会服务的创新典范。

大数据学院2023级专硕党支部以

“AI赋能问题解决，数智青年在做

中学”为主题，展现出用专业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感。

来源：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十年探索赋能研究生党建高质量发展十年探索赋能研究生党建高质量发展

我校在11月16日落幕的2024

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

践大赛中斩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1

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2项。推荐

的10 个项目从四百多个项目中脱

颖而出，全部获奖。

《行走在万里疆域的“思政大

课”——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

团以劳动教育助力医学拔尖人才成

长的探索与实践》获特等奖。《“舒屋

相伴，心灵护航”青少年朋辈心理支

持项目》获一等奖。 来源：校团委

学子获学子获20242024年年““知行杯知行杯””1010个奖项个奖项

我校高水平武术队8名队员

在孔繁辉老师带领下，11月23日

在 2024上海市学生运动会武术比

赛（高校组）中斩获2金、7银、7铜。

羽毛球队在卢婧雯和杨至

刚老师带领下，获得男子双打金

牌、女子双打铜牌、男子单打第

六名、混合双打第六名。

来源：体教部

武术队羽毛球队获得武术队羽毛球队获得20242024年市运动会金牌年市运动会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