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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旷课做检讨，你还在逃课？

本报济南3月6日讯(记者 王光营)

春天来了，又到了最适合参与户外
活动的季节。你想和孩子一起走出课
堂，参与社会活动吗？你想让孩子离开
教室，在大自然中开拓视野吗？2016年
齐鲁晚报小记者开始纳新啦！采访、参
观、拓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等
你来。

国学课堂上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小记者课堂里了解当记者的秘密、
滑雪场上结下深厚的情谊、法庭上体

验法官的威严……在过去的一年中，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带领小记者参与了
数十场社会实践和大型知识讲堂，增
长知识开拓视野。

除了参加课外实践活动，我们还
举办了小记者绘画大赛和作文大赛，
让孩子们的心里话变成铅字，与更多
小朋友进行交流。与孩子们在一起的
日子，我们付出了心血，也收获着感动
和快乐。

经过上一年的积累，新的一年里，

小记者活动将提质升级，即日起接受
面试。根据安排，预计每月组织一次大
自然实践课堂，雪地乐园、萤火虫洞感
受自然的神奇。在这里，有专业老师进
行讲解，保证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新的一年里，小记者团将继续
走进血站、医院，探访人体、医学的奥
秘；走进国学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当然，也将不定期组织法庭、警营、
实验室等地的参观学习。

此外，小记者课堂将进一步丰富，

除了一线的记者编辑，我们还将邀请
大学教师、作家来做客，为小记者讲解
采访、写作技巧。同时，齐鲁晚报的资
深记者还将带大家参与公益，采访公
益活动，撰写公益稿件，并评选出十佳
公益小记者。

即日起，家长可加入齐鲁学堂小
记者QQ群(群号：184941630)，或关注“齐
鲁学堂”公众号(微信号：qiluxuetang)，有
意者可拨打电话0531—85193746、
85193855或85196867详询。

2016年齐鲁晚报小记者开始纳新啦
小记者活动提质升级，即日起接受面试

济南市经十一路小学 杨璐嘉

3月5日是学雷锋日，虽然天气有点冷，但是
我们齐鲁晚报小记者都坚持来到泉城广场参加
捡垃圾的公益活动。

有的拿塑料袋，有的拿筷子，有的戴着一次
性手套开始捡垃圾，干得热火朝天。我发现草坪
里有很多烟头，椅子下面有许多垃圾。虽然天气
有点冷，风也很大，但是大家都坚持把周围的垃
圾捡得干干净净。一个小时后，大家的垃圾袋都
装得满满的。

在捡垃圾的过程中，大家发现了许多不文
明现象：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乱扔烟头，有人
乱扔果皮纸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爱护环境，保
护我们的家园，做个文明好市民，不做损害公共
环境的事情。

捡垃圾公益活动让我体会到为社会做贡献
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
公益活动中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爱心和力量，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参与公益，我很快乐 第一次捡垃圾，还挺不好意思

山东师大附小齐鲁合作学校 周姝含

3月5日是雷锋纪念日，“学习雷锋好榜
样”。我们齐鲁晚报小记者到泉城广场捡拾垃
圾，为济南的清洁出一份力。

9点到达集合地点，团长叔叔讲述了要
求，我们就在寒风中开始捡拾泉城广场上的
垃圾了。

虽然我的激情很高涨，可是第一次在大
庭广众之下捡垃圾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有点
害羞。这时，妈妈看到地上一个香烟头，告诉
我：“你看到这个小垃圾了吗？这样的小垃圾
环卫工人打扫起来很不方便，快来把它捡起
来吧！”我听了这话，赶紧跑过去捡起来扔进
垃圾袋里。

捡了第一个垃圾，我就不那么害羞了，看
到其他小记者也开始捡起来，我加快了寻找
垃圾、捡拾垃圾的速度。

我发现在泉城广场上很少见到大的垃
圾，但小的香烟头却到处都是，特别是一些砖

缝和犄角旮旯里，还有草丛的边上。除了香烟
头就是吐的口香糖，这些都不容易捡起来，我
找了一个小棍，慢慢地把它撬起来，再拾起
来。

除了香烟头和口香糖，贴在地上的小广
告也特别难清理，我想了一个办法，用脚搓几
下，然后把纸屑捡起来，可是，地上残留的胶
依旧很难清理干净。

虽然我捡的都是小垃圾，但一个半小时
的时间也捡满了一垃圾袋，最后腿和腰都疼
了，环卫工人每天都要捡拾很多的垃圾，要弯
腰蹲下无数次，他们多辛苦啊！

这次活动，让我知道在公共场所抽烟、
乱扔烟头、随手扔垃圾是多么不文明，如果
每个人都能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一个小小
的举动就会减少环卫工人工作量。我要从
自己做起，不乱扔垃圾，看到不文明行为也
要提醒制止。

在捡拾垃圾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很多
爷爷、奶奶、阿姨的表扬，我非常自豪！

大家说>>

反思自己生活中的错误

@山东师大文学院院长杨存
昌：这是一封感人的检讨书，王万森
教授已经在去年年底退休，此次上
课是被返聘回校任教。一个偶然的
教学事故，彰显了一位老教师的人
格风范，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山东师大文学院教师陈长
书：王老师这样的举动让人佩服，我
也要对自己的教学进行批评与自我
批评。

@山东师大文学院学社冯梦
霜：如今，大学生对自身义务与责任
的意识逐渐淡薄化。尊师重道的传
统文化在如今大学校园内也有日渐
萎缩的趋势。因看错课表而耽误学
生课程一事，老先生将其认真化、严
肃化处理，反思自身忽视细节等错
误。我们当代大学生需要的正是这
种将小错误深化进行反思，而不是
忽略错误或将其根源归因于别处。

“大学四年，你旷过课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大学生坦率地说“旷过”，甚至有人说“没逃过课的大学生活是不完完整的”。
近日，山东师范大学74岁的老教授王万森给所有在校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悔过课”：因看错课表缺席2015级硕士研究生的中国当代文学专

题研究课程，在反思之后，他向学校和学生递上了检讨书。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卜慧文

王万森教授>>

作为老师，责任感是底线

“教授向学生自我检讨，从来没
有遇见过！”4日晚上，山东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5级研
究生胡燕说，上周四，王万森老师特
地早去了教室，等所有同学到齐后，
他摊开手中的检讨，给同学们读了起
来，王教授自言旷课事件使他“羞愧
难当，无可弥补”。

据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韩晓
云介绍，王老师平时上课从不迟到，
讲课时伴以板书，往往能把晦涩难懂
的文学知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让同
学们深受启发。“在生活中，王老师也
是个很有趣的人，经常会和老伴儿约

会看电影，同学们都觉得很可爱。”
“我从教50年，把上课作为铁的

纪律，雷打不动地要求自己。这是教
员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教员的光荣。
教师就应当按时上课，而且倾注心血
把每堂课上好。”王万森在检讨书里
写道。

在得知自己“旷课”后，王万森曾
一度落泪，“底线很重要，作为老师，
责任感就是底线。”他一直认为，看错
课表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细节上酿成
大错，究其根本还是自己的教学态度
有问题，所以要从检查自己的不足开
始，认真做学问、认真教学。

学生调查>>

大学四年，鲜见无逃课经历的学生

对王万森教授来说，50年的教学生
涯中有了一次“旷课”，他把自己称为

“终点线上的失败者”。那么大学四年，
学生中又有多少人没旷过课呢？

“基本上每个学生都有过旷课的
经历，只是旷课多少不同。”5日，省城一
高校大三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班共有39

个人，三年中必修和选修的科目非常
多，很多人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旷课。

据介绍，如果老师上课不点名，有
的学生一个学期数十节的课程，可能

也就开课来认识认识老师，最后一节
划划考试范围。

相较于大一到大三绝大多数时间
在学校上课，大四的课堂和宿舍都显
得有些冷清，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大
四空巢”。“大四基本都是选修课，有人
忙着找工作，有人忙着复习考研，不来
上课老师也谅解。”大四学生小杜说，大
四只有一门化学选修课，两个班原本
该有110名学生上课，但坚持听课的也
就二三十人。“都是考上研究生的，找工

作的根本顾不上。”
记者了解到，其实大学老师迟到

早退现象也不鲜见。“有的老师来不及
上课，给学生打个招呼，就晚来一会儿；
还有的老师应该连上四节课，但上了
三节、三节半就下课了……”

“很感动，也很惭愧，扪心自问，真
做不到。”有高校老师坦言，如果事情多
比较忙，来不及备课，有时候就停一次
课，要么给学生补课，要么就不上了，没
当做很严重的事。

3月3日，山东师大研究生胡燕在朋友
圈写下这样一段话。（来源于网络）

为了尽量减轻这个“小意外”给
王万森教授带来的懊恼，更为了体
现学校对他多年坚持教书育人的认
可和褒奖，3月7日，山东师范大学在
千佛山校区为先生举行简单的退休
证颁发仪式。

山师今日为王万森教授

颁发退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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