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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课上旁人练击剑
学校体育馆对外承包引争议，有教师认为干扰了正常教学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亚楠

近日，在山东大学和平击剑馆，参加击剑培训的社

会学员和家长出现在了体育教学课堂上，授课老师感到

教学受到了干扰。“上课时间，学击剑的社会人士来回走

动，有人还要求我们挪地方，学校场馆不应该首先保证

正常教学吗？难道现在成了他人赚钱的工具？”

老体育馆

现在一馆两用

5月30日中午，记者来到
山东大学和平击剑馆，馆门
口石狮基座上印有简介，上
书“山东大学和平击剑馆为
山东恒信集团董事长郭若晗
先生捐资筹建”。进入击剑馆
记者看到，整个击剑馆被隔
成篮球场地、击剑训练场两
部分，二者面积相差无几。

“和平击剑馆本是学校
老体育馆，好几年前就有了，
今年才改名并建成了击剑培
训设施，怎么就成了某人捐
资筹建的了？”对于击剑馆被

“捐资筹建”的说法，一不愿
透露姓名的山大教师表示了
怀疑。

对此，和平击剑馆工作
人员称，该击剑馆是在山大
中心校区存在多年的老体育
馆基础上建成的。击剑馆馆
长陈言彪向记者介绍，虽然
恒信集团董事长郭若晗投了
200万元改建这个场馆，但该
击剑馆的归属权还是属于山
大，而且是山大校办资产的
一部分。不过，和平击剑馆运

营管理权由山大委托授权给
了山东恒信信息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他因为有击剑俱乐部经
营管理经验，被郭若晗委托来
具体负责管理这个场馆。

和平击剑馆副馆长王先
生告诉记者，现在的场馆实
际上是击剑、篮球两用场馆，
击剑训练场地这边完全由恒
信一方负责管理维护，相邻
的篮球场地一边则由校方管
理人员负责。

培训和教学

时间上有冲突

记者在和平击剑馆员工
提供的一份材料上看到，击
剑训练时间是周六、周日全
天和周一至周五的下午5时
至晚8时许。

山大一名体育教师告诉
记者，下午最后一节体育课
要上到5点半，与击剑培训时
间存在冲突。在冲突的这段
时间里，体育馆场地是如何
利用的？对此，和平击剑馆王
副馆长向记者解释，尽管学
校给出的课程表中显示上课
场地是和平击剑馆，不过实
际上“从没在场馆里上过”。

反映教学受到干扰的教师也
承认，之前上课一直是在场
馆外的空地上进行，偶尔下
雨才转移到场馆内。

陈言彪说，当时因为家
长和学员的出现引发上课老
师不满，击剑馆工作人员做
了努力，把学员和学员家长
拦在教学区以外，没有对教
学产生影响。

和平击剑馆王副馆长
说，山大课程时间表由冬季
制改为夏季制之后，下课时
间由17时延后了半小时，对
此，击剑馆并未接到学校通

知，而是私下里通过老师才
知道的。目前，击剑馆正在给
学员做安抚性工作，通知学
员延后击剑培训时间。

与校方有协议

保证正常教学

对于和平击剑馆的建成
与管理，山大体育学院有关
负责人证实了管理方的说
法。击剑馆的建设初衷是在
保证正常教学的基础上发挥
高校场馆功能为社会服务。

在校方与恒信集团签订的合
作协议中，双方约定在周一
到周五的早8时到下午6时，
击剑馆场地由学校支配，用
到教学上。

山东大学场馆器材管理
中心科长韩仁坤介绍说，为
了把击剑运动引入山东大
学，“校领导设想跟郭若晗合
作组建山东大学击剑队，将
来还会为学生开击剑课。”

韩仁坤说，根据合作协
议，和平击剑馆每年将上缴
50万给学校，在合作协议之
外，双方还商议将击剑馆盈

利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设立针
对山大学生的奖学金。

至于和平击剑馆如何盈
利，韩仁坤说，校方肯定有监
管，但是没有具体约定。击剑
馆现在的盈利状况怎样，校
方也不清楚。

韩仁坤说，这个学期，山
大社会体育学大一、大二的
学生已经享受到了免费的击
剑培训。这一说法也得到了
山大某体育老师的确认。

击剑馆方面

自称赔钱运营

在和平击剑馆工作人员
提供的材料上，明示击剑馆

“不以营利为目的”。馆长陈
言彪也多次强调，击剑馆“实
际上一点都没收(培训费)。”

记者以社会人士身份咨
询和平击剑馆工作人员，对
方告诉记者，会员年费3400
元，其中包括1000多元的装
备费，这个价格已经是便宜
的了，以后会提价。

对此，陈言彪说，目前和
平击剑馆会员接近450人，其
中只有7人交训练费，也就是
交了3400元年费。其余的人
要么交了1800元的装备费免
费培训，要么自购装备参加
免费培训。“免费培训活动上
周末刚结束，7名交培训费的
都是刚刚新报名的。”“现在
没有营业收入，整个场馆每
个月大概往里贴1 0万元左
右，都是恒信集团出钱。”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王光营) 活灵活现的剪纸、
栩栩如生的面塑、喜庆吉祥
的中国结……4日，来自济南
市民俗艺术学校的非遗传人
走进山东大学医学院，对大
学生进行手工技艺培训。民
俗艺术家们现场展示绝活，
手把手进行指导，民俗技艺
让不少大学生着迷。

“哇，一张红纸转眼就成
了一对蝴蝶，真是太神奇
了！”4日下午，剪纸大师郭金
平拿出一张红纸，手中的剪
刀上下飞舞，一对跃跃欲飞
的蝴蝶很快就成形了。在山
大医学院礼堂内，教授中国
结的李梅和面塑艺术家邓君
秋也被学生们团团围住。看
着手中普通的红绳三绕两绕
就成了精美的中国结，不起
眼的面团揉搓几下就成了各

色造型，引得大学生们大呼
“神奇”。

作为医学院的毕业生，
五大三粗的夏勇和邱效东等
也都报名学习中国结，双手
看似笨拙，态度却一丝不苟。
邱效东表示，由于医学课程
很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
花在了学习上，平时虽然有
不少同学对传统文化比较感
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学习。
非遗传人这次走进大学课
堂，让大家有机会拜师学艺，
多一些传统文化的修养。

“对医生和民俗艺术家
来说，都需要耐心和细心，手
上都必须有过硬的功夫。”山
大医学院团委书记曲珊娜表
示，本次活动第一期有130多
人，主要面向毕业生，不仅能
增强个人修养，还能学习一
项技能，成为学生在就业中

的优势。
“民俗手工技艺培训走

进校园，不仅能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还能提高大学生
的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能
力。”对此，济南市民俗艺术
馆馆长刘学斌认为，对大学
生进行民俗手工技艺培训，
这在省城还是首次。按照制
定的“千人计划”，以后还将
在其他高校陆续进行，共对
1000名学生进行技能培训。

刘学斌表示，在上世纪
90年代前，民俗传承主要是
师傅传帮带，学员多是下岗
职工等。最近几年，学习民俗
技艺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
多，大学生就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群体。他们不仅学习快，
还能通过出国、工作等跨区
域、跨文化交流，将非遗项目
传承发展下去。

放下手术刀 拿起剪纸刀
剪纸、面塑等非遗项目首进山大医学院课堂

和平击剑馆目前是一个篮球、击剑两用场馆，图中远处为击剑训练场地。

面塑艺术家邓君秋在向学生们教授面塑。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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