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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城城设设学学的的曲曲师师大大，，八八成成毕毕业业生生考考研研

有有光光的的地地方方
就就有有人人读读书书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特殊形
势影响，硕士研究生大幅扩招。
再过十几天，数百万考研大军将
走进考场，为前途奋力一搏。在
山东，县城设学的曲阜师范大学
因毕业生80%的考研率备受社会
关注，甚至被称为“考研基地”。
从15年前的76%，到如今的80%，
这所高校为何一直保持着高考
研率？数千学子为何选择这一奋
斗路径？12月7日—10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曲师大蹲
点探访。

编者按

教教室室黑黑板板上上，，考考研研倒倒计计时时的的提提

示示激激励励学学子子们们珍珍惜惜每每一一分分每每一一秒秒。。

在曲师大校园里，无论白天

黑夜，随处可见学子抱书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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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路灯下背书的学生

12月7日晚7:20，夜幕笼罩下
的曲阜小城，行人寥寥。而在曲阜
师范大学，却别有一番景象。

记者首先来到被神化为“通
宵自习室”的西联教室。灯火通明
的平房外，不少考研学子正捧着
书本，在路灯底下念念有词。

“还有十几天就要考试了，学
习挺紧张的，用‘起早贪黑’形容
我们一点都不为过。”讲述起自己
的考研备战史，曲阜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2017级学生刘欢欢感
慨地说，每天天蒙蒙亮就赶到自
习室，晚上11点才回宿舍，匆忙洗
漱完睡一觉，再次开启新一天的
冲刺。

谈及“考研基地”的传闻，刘
欢欢笑着说，“这是外界对我们的
误解。他们只看到学校考研率高，
但如果深挖每个人的内心就会发
现，并不是学校逼着我们考研，而
是我们心底萌生出要变得更好的
想法。”

“刚来曲师大时，我就看到这
里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学习，这
对我震动很大。”站在刘欢欢旁的
徐宇忍不住告诉记者，来这里之
前，他以为大学就是求学路上的
终点，毕业后就能踏入社会参加
工作了。但在曲师大校园这种好
学的氛围下，他油然而生一种上
进心，“我想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将
来。”

“其实，我之所以有这种学习
状态，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推着自己。现在考研已经到了白
热化阶段，每天一大早，所有人都
起来了，自己也被带动着起床。到
了晚上，教室里很多人在自习，你
就不好意思先走。”

“有光的地方，就有人读书”，
西联教室的一面灰墙被粉刷成了
黄色，上面几个黑色大字遒劲有
力，灯光下愈发醒目，仿佛在“见
证”着学生的成长。

一位途经此处的老师介绍，
无论早晚，只要走在校园里，都能
见到一个个学习的身影，这也是
最打动他的地方。

一栋没暖气的温暖小楼

12月8日7点前，记者再次走
进曲阜师范大学。只见教室前、草
丛边、亭子里、广场上，处处可见
高声诵读的学生。

他们之中不全是考研人，也
有大一大二的学生。历史文化学
院2017级历史二班学生庄亚婷介
绍，对她来说，这样的学习方式已
经成为一种习惯，在这种氛围下，
想不学习都难。

渐入深冬，黄绿色的杨树叶
随风飘落下来，不时落在专注诵
读的学生身上，让人有些感动。

教学楼里，几乎每一个角落，
都有考研人的身影。走廊里摆满
了各式简易桌子、马扎，这些大都
是学生网购来的，占地小，对他们
来说便携又实用。

“今天也要加油呀”，小字条
上写有学生留给自己的鼓励。桌
子上摆有台灯、水杯、时刻表，写
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笔记本、考研
政治背诵笔记等各类考研资料，
有的还在一旁放了三大盒咖啡。
一面半旧玻璃上，用大红胶带贴
成的“超越自我 自强不息”几个
大字格外醒目。走廊里，全副武装
的学生们忙着背书，路人行经这
里，他们甚至顾不上抬头看一眼。

教室里，一堂有关微生物学
的课程正在进行。当问及学生背
书会不会影响上课时，刚下课的
一位老师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位
老师，会因为走廊里背书声音大、
影响自己上课，而去指责学生们。

时下，曲阜最低气温已达到
零下3℃，但教学楼旁一栋没有暖
气的办公楼走廊里，却格外温暖，
有学生在过道上背诵。

研究生处处长李兆祥向记者
解释，“学生努力，老师用心。像我
们这栋办公楼，每晚都有学生来
背书。夏天老师们会主动把办公
室的门打开，让空调的凉空气散
出去。冬天，同样会把空调的暖气
散出来，这样，学生在过道上学习
就能暖和一些了。”而那些握着书
本的学生，有的站在走廊里，有的
坐在马扎上，已经成为校园里一
道亮丽的风景。

高考研率背后的故事

一组官方数据显示，曲阜师
范大学2017级毕业生8694人，研
究生报考率在80%左右。而2016
级毕业生的研究生报考率同样超
80%，30%以上被各大院校录取，
被录取的研究生，考取“ 9 8 5”

“211”以及各大科研院所的学子
占到了40%。对这所设学县城的
普通高校而言，高考研率、高录取
率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考研率高不是偶然的。”教
务处处长胡凡刚分析，从生源结

构来看，八成以上的曲师大学生
来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他们
承载着家庭的希望、家族的期盼，
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动力，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每个人都想在社会上找到
自己合适的位置，对农村出来的
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而考研不需
要靠任何门道，靠自己努力就能
获得一个优势地位，这也无可厚
非。”李兆祥认为，“社会上对我们
学校的考研率很关心，其实考研
率高的原因有很多，社会对高层
次人才的需求就是一个重要因
素。”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
育普及化阶段。“换句话说，现在
上大学已经很普遍了，要想在社
会上谋得一个好职位或得到更好
的发展，学生可能还要在本科基
础上继续深造，读研考博。”

提及“一入学就考研、动手能
力差”的外界传闻，胡凡刚向记者
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山东举办
了八届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曲
师大获得了连续六届双料冠军。

胡凡刚回忆，把关过程中，扬
州大学一位担任本科教学技能大
赛评委的院长，说要到曲师大校
园走走看看。“他在校园里拍了好
多学子们勤奋读书的照片，感慨
地说，很少见到有高校将‘有光的
地方，就有人读书’这句话印证得
这么好。”

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杨正运坦言，扎根于孔孟故
里的曲师大，非中心城市的地缘
劣势很明显，但学生们骨子里都
有种“犁牛之子”的精神。

“晚上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看
到一群在路灯下读书的孩子，这
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对家长来
说，把孩子交到这里放心，而老师
内心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自豪，因
为这是我们的学生。”杨正运说。

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王
建阳介绍，很多学生报考曲师大，

就是冲着曲园学风来的。

一次争议声浪后的反思

对曲阜师范大学而言，“考研
基地”一度成为挥之不去的标签。
面对外界传闻，学校师生如何看
待？

“2015年以来，全国硕士研究
生的报名人数屡创新高。其实对
考研学生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提升能力，从而成为国家的
多元化人才，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呢？学生通过继续深造来充实自
我，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有什
么不可以呢？”在胡凡刚看来，无
论别人如何冠名，只要老师们立
德树人、做好本职工作，这就足够
了。

“只要你站在阳光下，就会有
影子，也就有人议论你影子的长
短。”李兆祥认为，按照自己的步
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别人
怎么评价，都不要去管它。在这个
过程中，只要老师努力了，学生受
益了，就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对
于别人的评价，我们也要反思自
己。”李兆祥说，来到曲师大就能
看到手不释卷的学生，这其实是
一种校风，更是文化的积淀和传
承。

“研究生资源是国家的公共
资源，因此我们的学生考研没有
错。”教育学院院长唐爱民认为，
大家要做的，是为这些孩子感动，
鼓励他们，而不是讽刺挖苦。

其实早在2015年，时任曲师
大校长的戚万学在新生开学典礼
致辞中就曾提及：对于有人曾称
曲园为“考研基地”，我给予的是
七分自豪三分坚定。

戚万学说，自豪的是，在全国
性的大考乃至统考中，我们有这
样多优秀的学生步入“985”“211”
高校、中央直属科研院所继续深
造；坚定的是，他们没有切身认识
到这所充满科学精神和人文底蕴
的学校，不知道这所乡村设学的
大学有多努力，不知道这所大学
里的人有多努力。

戚万学的一席话言辞恳切。
确实，在记者探访过程中深切感
受到，“努力”两字已成为曲师大
及学子身上的最大标志。

“学霸”师姐谈考研

坚持和自律很重要

在2020年研究生考试中，曲
师大日照校区美术学院2016级
302-3宿舍杨琼、吴健丹、魏若珂、
王子文四人全都被如愿录取。杨
琼考取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画专
业，吴健丹考取江西师范大学中
国画专业，魏若珂考取长春师范
大学中国画专业，王子文考取东
华理工大学学科教学专业。

对待学习，她们态度认真、一
丝不苟，宿舍的学习氛围也一直
保持得很好。王子文介绍，当时随
着考研时间的推进，四人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六点半的起床时间
逐渐提前至不到五点。魏若珂说:

“我们四个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
帮助，如果你有什么题不会，她们
真的会倾囊相授。”

所有坚持到最后的努力，都
会有所回馈，四名同学都成功地
获取了研究生资格。谈到考研心
得，她们说，首先得坚持和自律。
考研是个长久战，得有心理准备，
做好咬咬牙就过去了的打算。

她们也为师弟师妹留下许多
寄语，一定要好好珍惜大学这四
年所有的学习机会，问清楚自己
内心想要什么，如果选择了考研，
希望把无关紧要的事情先放一
放，考研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考
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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