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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之言之言

□郭英剑

今天，我们在高校的课堂教

学中碰到诸如逃课、迟到、早退、

上课说话或睡觉、玩手机等问题，

教师们常忍不住对学生大谈“要

求”，却忽视了提“责任”二字。这

里的责任，不仅仅是指他们对社

会、民族与国家所承担的使命，也

指他们在课堂教学中的责任意

识。其实对于大学生而言，学习

是其主要职责，特别是在当代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仅仅

站在高校和教师的层面对学生提

出诸多泛泛“要求”，比如要好好

学习、认真听课、完成作业等，已

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也无法

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佳效果。

国外大学中，在入学之初，校

方一般都会对学生的“权利”和

“责任”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比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在对本科生的学习责任守则

中提到，学校会大力支持每个人

去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专业、

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培养自己

的各种能力、规划大学四年课程

以确保顺利毕业。在这一过程

中，教职工会提供各种帮助和建

议，但“你（学生）要为自己所作出

的各种决定、所接受的大学教育

和个人的成长负责任”。

在这其中，需要为此负责的

具体要求包括：每学期都自行确

定辅导时间，并带着问题面见辅

导教师；保证阅读学校、学院的各

种辅导邮件；认真学习自己感兴

趣专业的各种要求，保证了解自

己专业申请的具体要求，并能够

达到这些要求；保证了解德州大

学核心课程的各种要求，时刻把

控自己的学习进程，从而保证可

以不断进步并最终获得学位；了

解并遵守学校的各种学术与制度

规定。

类似这样的“责任”要求，是

几乎每所美国大学都会对学生提

出的基本要求。有些高校还提出

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包括按时上

课，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按时完成

作业，注重质量；不为自己的（不

良）行为寻找借口；与教师、同学

或者校内任何人交往时，尊重他

人、言谈得体；抽出足够的课余时

间参加学校相关活动；充分利用

学校各种资源；尊重不同观点与

不同思想；制定自我规划，尽量完

善并全力去实施，以达到教育的

最终目标。

这样的“责任意识”与“责任

落实”就使得学生在大学四年学

习中，必须（也不得不）担负起各

种责任。如此一来，教师只担负

起教学与学术之责，而不用劝导、

引导甚至管理大学生的学习，学

生主动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无须

听教师唠叨，双方各司其职，也都

自得其乐。如此，也是致力于将

学生塑造成真正自律的学习者，

让他们心里清楚，学业乃是为自

己，不是为他人。

在大学的学习中，每个人的

能力培养与能否最大限度地从大

学教育中获益，完全要仰赖所处

的校园环境、课堂气氛与个人贡

献，这与学习和活动的效果有关，

也与大学这样一个学术机构的使

命与目标有关。因此，大学只有

将这些责任明确地让青年担负起

来，才能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才能

使大学教育真正进入到一个良好

的循环状态之中。

当培养大学生对学习的责任意识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观察观察

□本报记者 汪 恒

放下手机，合上笔记本电脑，捧

出一本书来读，对于今天的大学生

来说，也开始变难了。高校图书馆

的纸质图书借阅量整体下降已是不

争的事实，碎片化、娱乐化、功利性

的阅读风气在校园弥漫，更难言让

学生翻开大部头的经典名著，仔细

品读了。

今年，“全民阅读”这个关键词

连续第4年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即将出台。

大学阶段是培养年轻人终身阅读习

惯的重要时期。在第21个“世界阅

读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进省内高

校，调查了解各校在促进大学生阅

读方面采取的措施。

阅读融入通识课程
读书，写读后感，参加线上测试

并通过就可以拿2个学分……这个

学期，浙江工商大学新开出了一门

叫经典阅读的通识选修课程。据不

完全统计，首拨尝鲜的学生超过了

500人。

实际上，拿到这2分的学分并

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学校教务处

通识教育中心赵霞介绍，学校此前

组织了专业教师共挑选出100本经

典书籍，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史学、

科学等。学生需要在其中精选本专

业领域以外的8本书籍进行阅读。

每读一本书，都要撰写提交不少于

1500字的读书笔记或小论文，并参

加校内的在线考核。也就是说，修

完这门课程，需要至少写12000字

的读后感。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理解这些经

典，学校还在校内聘请了13位指导

教师。这些教师来自不同专业领

域，各有分工，在各自相关领域对学

生阅读提供帮助。人文与传播学院

教授潘文年就是其中之一，他会和

其他教师一道参与网上答疑，并组

织读书报告分享会、阅读专题讲座

等。潘文年参与了经典书籍清单中

科技类书目的推荐和指导。“推荐文

科的学生们也多接触理工科的知

识，读读科普书籍。”比如，潘文年

推荐过一本叫《卡文迪什实验室：现

代科学革命的圣地》的书。他希望

借此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了解科学实

验及科学家的工作。

“碎片化的阅读还是有很多缺

陷。想要系统了解一门知识，还是

需要通过看书。”潘文年认为。 赵

霞告诉记者，把经典阅读融入通识

课程的一部分，扩大了参与学生的

范围，也更有利于阅读活动的长效

推动。

“演一演”经典读物
对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学生

陈亦全来说，读经典还有另一种方

式，就是把它“演出来”和看别人“演

出来”。她所在的学院4年前开设

了“百本书小剧场”，通过学生改编、

自导自演的方式把多部传统经典名

著加以演绎。

陈亦全记得第一次参演的剧目

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初进贾

府》，她饰演的是贾母这个角色。虽

然高中时就看过原著，但排练时陈

亦全仍然花时间好好地揣摩了这个

角色。演出过程中，她对贾母这个

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更能够体会

到她在小说情境中言行的缘由。

据该学院团委书记费伟平介

绍，上个学期，这座学生自己的“百

本书小剧场”共演出了16个剧目，

参加班级达到20个。“参与表演本

身增加了对原著的理解。在台下观

看，也会让人有想要找到原文来读

的想法。”陈亦全说。除了文学经

典，学生们还对昭君出塞、霸王别姬

等经典历史故事进行了大胆演绎。

如果说陈亦全和她的同学们是

通过戏剧打开了通向经典书籍的大

门，那么浙江海洋大学一群爱好国

学的师生，则是把经典书籍的诵读

作为了修身的途径。学校的百川书

院由6名热心国学的教师创立，校

内有兴趣的学生可报名参加。晨读

是大家的固定项目，不仅学生来读，

相关负责的教师也会早起赶过来陪

读。学生在经典诗词经句的熏陶中

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晨读之余，

师生还会组织专门的国学经典研读

与讨论。

“其实最希望学生们通过这些

经典的学习，提升人文素养，夯实人

文底蕴。”教师马忠杰表示。

推广更贴近学生需求
专业性高校如何让学生在选择

阅读上达成共识呢？浙江中医药大

学的办法是发动全校师生，拟定适

合医学生的必读书目，并进行推

广。图书馆工作人员邓佳介绍，为

了确定必读书目，不仅听取了校内

外专家的意见，还在校内设摊向学

生征集。最后的这份书目名单也颇

具学校的专业特色：100种图书中，

85%是人文社科类图书，另外15%

则是中医类图书。

书目确定之后，图书馆加大了

对其的宣传力度，比如在人流量多

的地方设置相关书目的书架，在网

上开辟相关书目的电子书专栏，举

办必读书目讨论的专题读书会等。

经统计，学校开展必读书目推广后，

图书借阅量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提

高。2016年 9月的借阅量同比增

长了1倍左右。2016年年底，该项

目还在全省图书馆推广案例大赛上

获得二等奖。

为了创设良好的阅读氛围，浙

江师范大学近年来一直在坚持“相

约六点半”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了

4个子活动，分别是主题书展、真人

图书、玉函读书会和三余沙龙。而

且1个月里这4项活动会依次轮流

展开。“周周有活动，而且每周的活

动都是固定在下午六点半开始。

促成了活动举办和学生参与的良

好延续性。”图书馆工作人员邹小

珑表示。

谈及如何让阅读推广活动更有

吸引力，该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主

任郝桂珍认为，从活动的策划环节

开始就可以多听取学生的建议，让

活动不断推陈出新。人文学院大二

学生曾檬檬是学生“图管会”的成

员，她和同学们就在真人图书的推

广活动中就邀请的嘉宾、讨论的话

题提出过不少建议。在即将到来的

学校读书节上，师生们还共同策划

了一场全校性经典诗词大赛，目前

学生踊跃参赛报名。

期待大学生多读经典 夯实人文底蕴

浙江树人大学护理学院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 张颜也）由浙江树人大学与树兰(杭州)医院共建

的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护理学院近日成立。据悉，这是国内首家

通过教育部和卫计委审批,由院士领衔的校医共建的护理学院，将共

同探索“校—医定向合作”创新机制。

据介绍，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护理学院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招

生，每年招生不少于100人，学制4年，课程设置上除了常规的基础课

程之外，还涉及护理美学、跨文化护理、护理管理学等专业学科。学院

确立了国际化的专科护士培养目标，要求毕业生具有良好的外语能

力、精湛的护理技术、系统的全人全程护理理念，能够在国际医院及大

中型医疗保健机构胜任护理岗位。

浙江大学成立
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

本报讯（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柯溢能）日前，浙江大学文化遗

产学科发展联盟揭牌，该联盟将对标世界一流大学，形成集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

该联盟整合了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文

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的资源，将

业务发展、学术队伍建设、设备平台建设应用等纳入统一规划，并增设考

古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等，成为培育文化遗产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表示，成立文化遗产学科联盟不仅是浙江大学文科

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而且是前瞻思考，面向未来的文科创新生

态体系，也是深入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与模式。

□本报通讯员 王 舒

不久前，温州肯恩大学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楼敏慧收到

了一份来自德国波恩的邮件。作

为世青—联合国气候大会青年领

导力项目入围者，楼敏慧将于5月

9日前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

场，与全球气候领袖们同场交流，

展示自己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独

到见解。

有人说“青春太灿烂，不得不

浪费。”楼敏慧却说：“时间不够用，

哪里能浪费。”进入大学3年多以

来，楼敏慧不仅专注于课业，而且

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去寻找

社会实践机会。

“一直向前跑的感觉，真好。”

她回忆说。大一时，她在校内担

任职业发展中心学生助理、学生

大使，又在校外参加了香港国际

大学生领导力峰会，假期还去武

汉生存体验；到了大二，参加完宁

波长三角创业论坛，又去韩国做

志愿者支教，其间，还在亚洲青年

国际微电影节为毛里求斯大使夫

妇当翻译……那两年，作为学生

代表的她还跟随温州肯恩大学招

生队伍跑遍了小半个中国，参与

数十场招生咨询会。

在丰富自己的社会实践经历

之余，楼敏慧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

绩。谈到如何平衡时间，她说有个

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是写手账。

在她的手账里，每个月、每周乃至

每天都有详细的计划。她一刻都

没让自己闲着。在她的微信界面，

各类实习招聘、青年项目的公众号

都设成了置顶。她每天早上会浏

览一遍，如果看到适合自己的项

目，便去投简历。“一开始，屡试屡

拒。而我屡拒屡试，为自己争取到

了一个又一个机会。”她说。

就这样，楼敏慧一路“小跑”，

这次竟“跑”进了联合国的现场。

今年2月，一则世青—联合国气候

大会青年领导力项目的招募公告

吸引了她的注意。凭借出色的社

会实践经历，她顺利通过十分严苛

的网申阶段，挺进了面试环节。

“ 我 有 每 天 早 晚 听 BBC、

CNN的习惯，这让我了解了国外

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提案、理念。”

面试时，楼敏慧提出将可持续发

展理念向金融产品和文化产品衍

生的理念。“比如，不一定要倡导

大家去实地种树，不妨使用虚拟

方式，把线上种树带到现实中，这

对环境和企业都有好处。”4月28

日，她将启程前往在北京举行的

世青—领导力训练营，为大会做

准备。“做好负责课题，让我们的

项目落地成为现实。”这是她对此

次波恩之行最大的期待。

楼敏慧还十分乐于和其他同

学分享好的项目，“传授”经验。

2016年上半年，她和来自全球的

青年志愿者为韩国儿童教授英

语。回来后，她将自己在韩国支教

的经验整理成《世界很大，干嘛不

去看看》的演讲主题，并参与了学

校组织的全国公益巡讲。

如今，每当看到不错的实习项

目，她会第一时间转发给其他学生

大使，并教授学弟学妹们各种实践

经验。“不管行不行，先试了再说。

你的上一次经历，就是你下一段经

历的敲门砖。”楼敏慧希望通过自

己的现身说法，鼓励更多人去不断

尝试。

楼敏慧：不断尝试的青春才不后悔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结合服装品牌设计课程，举办了
“创业品牌汇”活动。相关专业学生通过搭设展位，售卖自行设计、
组货的服饰及配饰等，把课上学到的知识直接通过实打实的买卖
来检验。图为活动吸引了校内师生前来选购。

（本报通讯员 朱玉娇 摄）

国际象棋师资培育基地
落户绍职院

本报讯（通讯员 魏均海 王良军）近日，全国国际象棋师资培训

基地在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这是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批准设立的全国第一个国际象棋师资培育

基地，计划在这里培训一大批国际象棋师资（教练）。

该基地将依托国家国际象棋队、省国际象棋队的专业选手组成培

训团队，切实做好国际象棋师资培育的基础性、服务性和相关研究型

工作。培育基地首先面向在绍高校大学生招生，然后扩展到省内外高

校，为全省乃至全国国际象棋师资人才培育、储备提供支持，助力体育

事业发展。

授牌仪式上，中国国际象棋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受聘为培育基地

总顾问。绍兴籍国际象棋国家队主力队员、女子国际特级大师丁亦昕

被聘为总教练，负责组建专业培训团队。

浙中医药大推出精品慕课

本报讯（通讯员 王锦慧）日前，浙江中医药大学在全国东西部高

校课程共享联盟平台上推出了一门精品慕课——《推拿保健与养生》。

当天，除了该校学生，还有包括南昌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华东

交通大学等20余所院校的4200多名学生通过互动教室直播系统，或

在沉浸式教室，或通过电脑web端、手机APP同步学习。第三临床医

学院王晓东副教授以“中医推拿养生保健”为题展开讲解，引经据典，

深入浅出。

据悉，全国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所有成员单位的在读学生，

不受年级限制均可自主选课，足不出户同步享受高水平课程资源，并

能通过这种全新的自主学习方式获得学分。据悉，该校的另一门精品

慕课《中医骨伤科学》随后也将向全国高校开放。

温大瓯江学院学生
参与危房检测义工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晓哲）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建工学院活跃着一

支危房检测义工队。学生们戴上安全帽，手提工具箱，走街串巷，利用

所学专业知识为群众普及房屋常识及免费进行房屋安全系数检测，对

房屋安全等级鉴定提供参考。

危房检测义工队以土木工程、建筑学等具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为

主，共有队员53人。队员们会对每栋危房的“病情”进行诊断并做详

细记录，然后挂上警示牌，提醒群众注意安全，不要随意进入房屋或在

附近停留。此外，队员们还会把危房的情况一一记录，制成“健康档

案”，提供给相应的部门及时“对症下药”。

目前，该危房检测义工队已经成功检测各类房屋2300余间，与温州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松台街道等单位合作建立实践基地，采集到的

数据也将及时提供给相关政府部门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下一步，义工队将扩大服务范畴，对房屋紧固可行性、房屋抗台程

度等方面也加以检测，并将结对更多地方，为有需要的群众送去服务。

校园校园““练摊练摊””检验专业所学检验专业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