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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透视

青年，起来！早起来，读书去！

高校晨读,重形式还是内容
本报记者 杨璐 胡修文

“青年，起来！早起来，读书去！”25 日早
晨 7 点整，山东农业大学 18 个社团的负责
人高喊着口号，举着各式团旗在校园里走
过。18 个社团的 100 余名积极分子，手中拿
着英语书、专业书，在校园里迎着晨光大声
诵读。

大学生演讲团一位姓孙的队员告诉记
者，这是第一次三校区社团联合发出倡议，
这个倡议晨读的活动将持续一个月，号召学
生们加入到晨读的行列，每天早晨 6 点半至
7 点半晨读一小时。参加启动仪式的学生是
从各个社团选取的积极分子，他们将起到造
势的作用，为其他同学做出表率。记者发现，
参加晨读的大学生中，读英语和日语的人数
比较多，也有不少大学生在朗读考研政治，
还有一些学生则拿着古诗和论语诵读。

“去年的倡议活动效果非常好，所以今
年就联合三个校区的社团一起倡议晨读活
动。”演讲团负责人王蒙告诉记者。

然而遗憾的是，不少学生对于 18 个社
团联合举办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并不“感
冒”，有的只是在旁边看看热闹，有的则直接
很冷漠地走过，拿着书本加入到队伍中的屈
指可数。启动仪式结束后，大部分队员都离
开了现场，只有少数队员拿着书本留下来继
续读书。

说起对晨读的看法，已经连续三年
号召学生早起晨读的泰山学院美术系汪
翠平老师是非常坚定的“挺读派”。

汪老师告诉记者，两年前，号召高
校学生早起晨读的活动就在泰山学院
发起过。今年 3 月份，晨读活动又如期
开展。至于活动效果，汪老师高兴地表
示“很有成效”。汪老师称，美术系的学
生多读一些和文学、艺术有关的作品，
效果很快就在专业素养上表现了出来，
学生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改观。倡议
活动开始之后的几个月，有不少学生从
开始坚持到了最后。“让大学生早起晨
读并不是最终目的，主要是想让他们培
养终身学习的好习惯。”汪翠平告诉记
者，晨读只是一个倡议，并没有强制性，
一些打算考研的学生和学习本来就比
较刻苦的学生会自发晨读。而一些不爱
学习的学生，就算倡议了也很难主动参
与进来。

采访中，汪翠平老师一直强调读书
不要太功利化，读书是自我素质的培养
过程，大学生要懂得在潜移默化中汲取
知识的精髓。一些大学生到毕业都没有
明白上大学的目的和意义，其实大学就
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一些大学生不喜欢
早起，把好好的光阴浪费在其他的地方
非常不应该。

至于晨读的具体操作，汪翠平老师
表示应该“尽量灵活”，要从自己的兴趣
和需要入手，诗歌、古文、英语，都可以
是晨读内容。“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读
武侠小说。”汪老师笑着说。

社团代表响应晨读倡议书。本报记者 刘丽 摄

格延伸调查

“只要你愿意，

甚至可以读武侠小说”

“我以前就有‘赖被窝’
的习惯，今天看了这个倡议
晨读的活动，很受启发。我觉
得大家可以组团加入晨读
团，互相监督，改掉一些恶
习。”大三学生柳如动心地
说，她想回宿舍和舍友们商
量加入这个晨读团。

柳如认为，进入大学后，
学习环境相对宽松，好多同学
在刚走进大学时还制订了很
多宏大的计划，但是因为自我
约束力太差，导致最后将当初
的豪言壮语抛到了九霄云外，
习惯了早晨“赖被窝”、周末打
游戏逛街的生活。对于晨读的

倡议，她更希望能建立起一个
监督机制，刚开始时加入一些
强制因素在里面。

大学生演讲团一位姓王
的学生告诉记者，社团倡议
同学们早起读书的目的，就
是想用实际行动引导更多的
同学加入到晨读的行列，一
大群人一起晨读对锻炼个人
的意志有好处。

采访中，相当一部分学
生对这个晨读的倡议并不以
为然。“今天刚刚开始降温，
今后天气也越来越冷，晨读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
我认为大学的学习压力相对

较小，我能在晚自习时间将
所有的课业完成，实在没必
要去勉强自己早起床晨读。”
看到大批学生在寒风中晨
读，大二学生刘克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我是‘夜猫子’型
的，早起晨读没有多大的效
果，我喜欢晚饭之后读书。”
大三学生小陈也说。

近一半的受访学生表
示，大学生应该具备合理安
排学习时间的能力，不一定
非要保留高中时晨读的习
惯，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自
主学习，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学习会松散。

热议：高校晨读有无生存必要

25 日，山东农业大学 18 个社团的 100
余名学生组成庞大的晨读团，号召同学们一
起加入到晨读队伍中来。他们举着旗帜、拿
着书本，在校园内大声诵读。而对于这次三
校区合一的盛大号召，一些学生表示赞同，
一些学生选择冷眼旁观。

启动仪式：

社团百余名学生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