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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联合助力脱贫攻坚
乳山市大孤山镇探索村企联

动新模式，400多人在自家庭院打
工就业，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目前，该镇采取“编号、挂牌、管理”
三统一的星级管理模式，力争“村
村有车间、家家机器响，人人收入
涨”。 (徐海妍)

心系贫困户，走访送温暖
近日，大孤山镇组织志愿者到

西林家村实地走访慰问贫困户并
送去过冬的柴草。志愿者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近况，帮助清扫卫生等。同
时给他们进一步讲解扶贫政策，把温
暖送到群众心坎里。 (迟心怡)

文化扶贫暖人心
文化扶贫是全面的扶贫。2020

年12月8日，大孤山镇在吴家沟、小
孤山等村开展文艺汇演活动，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丰富广大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大孤山
镇精神文明建设。 (迟心怡)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李家澍

学生的读书札记
已堆到天棚高了

“我们学院的本科生培
养独具特色。”在曲师大教育
学院一座没有暖气的老楼
里，唐爱民一上来就直奔主
题，边说边把“一课一本”计
划表递到记者手中。

唐爱民介绍，从2017年
起，学院就推行了“一课一
本”计划。以教育学专业为
例，总共有25门专业课程，每
一门课学生必须读一本书。

“每位老师把这门课中最经
典的10部专著列出来。除了
正常上课外，学生要从中任
选一本阅读。”唐爱民说，这
样，大学四年里，每位学生至
少要阅读25本书。而任课老
师指定的这25本书，几乎将
教育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一
网打尽。

学生不光要读，读完一本
书，还得手写6000字读书札
记。假设学生不照做怎么办？
唐爱民说，他有办法督促。

“读书札记、课程论文的
分值，分别占这门课程期末
考试成绩的20%、10%，试卷
成绩仅占70%。如今，学院资
料室里的读书札记，已经堆
到天棚高了。”唐爱民透露，
读完这25本经典著作，基本
能保证学生的专业内涵。“学
生们每天都闲不住，阅读能
力上去了，写作能力也上去
了，将来写学术论文、学位论
文、调查报告都没问题了。”

唐爱民说，会读会写还
不够，大部分学生将来要站
到讲台上，所以还得学会

“讲”，“我们专门设立了读书
分享会，大学四年里，一个学
生至少有4次公开分享阅读
心得的机会。分享者本人不
胆怯了，能讲出来了，读、写、
说、讲的能力显著提升”。

小城大学争来
教育学制高点

相比部分师范类院校，
曲师大招来的学生分数相对
较低。底子薄、基础差怎么
办？唐爱民说，只能是师生都
忙活起来，做老师的更要辛
苦一点，要批改每名学生的
25篇课程论文。

不是没有老师喊累。唐
爱民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培养人是个慢工夫，教师职
业道德体现在有没有耐心触
动学生个性发展、支持其成
长。”在唐爱民看来，任课老
师讲完课就走、考试出三两
道题的做法极不负责任。

刚开始老师们有压力，
也有怨言。为调动老师们的
积极性，唐爱民也想出个好
办法，“每5篇学生的读书札
记给一个工作量，但必须是
批改完了的。假设一位老师
有136个学生，这一下子就几

乎增加了30分。要知道，一位
老师总共才有70个工作量。”

“只要老师们不懈怠，学
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下去。”
目前，教育学院全体老师都
加入了“一课一本”计划，“我
跟全院师生讲，要坚持走自
己的路，突出我们的教学改
革路子。”

一周前，山东省教育厅
确定了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
学科建设名单，曲阜师范大
学的教育学专业被列为“高
峰学科”建设学科。

唐爱民不无感触地说：
“我们这样一个小地方培养
出来的学科能进入高峰，意
味着这些年来的辛勤付出有
了收获。”

从2018年获批教育博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到2019年
获批为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唐爱民说，全国的教育学
制高点，他们学院都占了。

“要知道，我们办公楼没有暖
气、教师没有工作室、教授三
四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大家
在这样落后的条件下争取来
荣誉，很不容易。”

教育学院的“小破楼”
走出130位正教授

在教育学院，走廊两侧
整齐摆放着一排排小黑板，
上面用粉笔书写着朱熹的

《观书有感》。“仔细看看校园
就能发现，我们的学生究竟是
怎么培养的。”唐爱民说，小黑
板比赛每学期组织一次。即便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学院
也要拿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
一，给每名学生买一块小黑
板、发两本钢笔字帖。“不管
其他学院，也不管其他师范
类院校是怎么做的，只要按
教育规律来培养学生，我想
都能做出成效。”

唐爱民介绍，从教育学
院的小破楼里，已经走出至
少130个正教授，“全国设有
教育学科的大学，几乎都有
曲师大的毕业生”。

在唐爱民看来，曲师大
学生最大的特质就是朴实。
他用了“基础扎实、能力厚
实、作风朴实、为人诚实”来
形容自己的学生，“单是作风
朴实和为人诚实，哪一个单
位不抢着要？”

“又是搞改革，又是设比
赛，又是给学生花钱买字帖和
黑板，不少人劝我少给自己找
麻烦。我说不行，我们要有职
业良知，还是要做点事情的。”
唐爱民告诉记者，他们学院培
养出来的学生不光能写会画，
省里的各种比赛也都没落下。
百年育人需要的是慢工夫。

从早6点到晚11点，
“有光的地方，就有人
读书”正是曲阜师范大
学学子的真实写照。

曾备受争议的小
城大学到底有多努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专访了曲师大教育
学院院长唐爱民，试图
通过描绘一个学院的
育人经，透视整所学校
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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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老师在认

真授课。

曲曲师师大大教教学学楼楼走走廊廊里里，，不不少少考考研研学学生生正正在在努努力力复复习习备备考考。。

曲曲师师大大的的学学子子到到底底有有多多努努力力？？

11人人，，2255本本书书，，1155万万字字札札记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李家澍

十六年前，曲阜师范大学因被冠名“考
研基地”火了！然而，这种“火”被过分解读，
有人甚至将曲园学子视为“考研机器”。面对
外界传言，校方很少回应。十六年后，一批又
一批“犁牛之子”成长起来，在社会各领域发
挥着光和热。再次提及外界传言，曲师大的
老师、校友、学生家长如何看待？

大一大二先学好基础知识
有了兴趣方向再决定要不要考研

刘伟，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从
事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我是农村出来的，
小时候感觉只要考入大学，将来就能跃入龙
门，或者拿到一个铁饭碗。”刘伟介绍，他当
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专业，大四那年被
保送至北师大历史系继续深造。

读博期间，听到外界称本科母校为“考
研基地”，刘伟心情复杂。“一方面，这个传言
并没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让我觉得挺遗
憾；另一方面，曲师大的学生希望通过努力，
实现进入名校深造的理想，在我看来值得肯
定。”刘伟告诉记者，曲师大学风好，师生非
常纯朴。曲师大的校训是“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刘伟认为，学习和工作一样，都是学无
止境、不断给自己设立更高目标的过程。

回忆起1997年底，身边同学备战考研的
情景，刘伟依旧历历在目。“大家学习劲头很
足，非常刻苦。因为要去图书馆占位置，一些
同学不到5点就起床了。当你5点半再去排队
时，会发现已经排到了几百号，有几次甚至
把图书馆的门都挤坏了。”

针对外界“曲师大学子大一就开始备
考”的传言，刘伟说，“准备考研应该是在大三
下学期，在此之前都是依照学校培养计划学习
专业课和公共课，并没提前做特殊准备。”当了
老师后，偶尔有大一、大二学生咨询考研问题，
刘伟通常引导他们先把基础知识学好，等有了
基本功、形成兴趣方向后，再决定要不要考研。

动手能力强
有考研生被破格录取

刘柏玲，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
教授，本科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硕博就读
于中科院植物所。“我来曲师大工作16年了，
这些年来，真切觉得校园里学风特别好，学
生的学习劲头非常足，上课抬头率100%。”

刘柏玲介绍，大一还没结束，就有学生
主动找到老师，问能不能跟着做实验，或加
入到一个课题中来。“大部分学生做得很好，
只要能坚持下来，一般都会有一些成果。”刘
柏玲介绍，去年一个学生考入中科院植物
所，他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SCI论文，因
此根本不存在“学生动手能力差”的传言。

“我的学生，每年都有人考入中科院、北
师大、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学生们通过大一
大二的系统学习，已经对研究有了一定认
识，如果感兴趣，就会选择考研继续深造。而
学生本科参加创新创业比赛，或发表过文
章，拿出去就很有说服力。”

刘柏玲举了个例子，她的一位学生报考
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政治差一分过线。“本
来这是没希望的，但老师看他在本科期间做了
很多有关分子的实验，最后将他破格录取。”

袁晓涵，本硕就读于曲师大，如今在生
命科学学院担任辅导员。“从2013年踏入曲

园的那一刻起，我就被这所学校的校风学风深
深吸引。”袁晓涵说，本科四年期间，她逐渐对
未来有了规划——— 要继续考研，让自己的学
识、见识和眼界有更高层次的提升。至于母校
被称作“考研基地”的传言，袁晓涵认真地说，

“校友一句话说得好：有光的地方，就有人在读
书。我觉得这就是曲园人对知识的渴望。”

刘丽，数学科学学院教授，2009年入职
曲师大。“大一新生来到这里，不用苦口婆心
告诉他们好好学习，看到大三、大四师哥师姐
的学习状态后，他们就会以此为榜样去努力。”
她认为，一所学校的学风和传承非常重要。

耕牛的孩子
都想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

本科就读于曲师大生物科学(师范)专
业的樊佳怡，现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有考
研的念头是在大三，当时跟着老师进行一些
科研训练，逐渐对生物学科非常感兴趣，这
才有了想进一步深造的愿望。”

谈及有关“考研基地”的传言，樊佳怡认
为，这可能是外人对母校不太了解，只看到
了考研率高的结果。“实际上，老师们很负责
任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在考研率高
的同时，学生的科研能力也没落下。”

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霍文博，今年以
高分考入吉林大学深造。“我们学校是一所
农村大学，大部分生源都来自各县城乡镇，因
此大家都管自己叫‘犁牛之子’，虽是耕牛的孩
子，却总想努力奔跑。”霍文博坦言，他和身边
多数同学一样，并非出身富裕家庭。要想进步，
除了多读书，考研可能是最直接的方式。“考研
有初试和复试，就拿我们班来说，考研复试
的通过率是100%。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我们
只会死学习，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

谢锋，2016级曲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国学
班谢景雯的爸爸，孩子今年以优异成绩被推
免到兰州大学读研。谢锋说，曲园每一个角
落里，都有孩子抱着书学习，“这个氛围真的
很好，孩子学习劲头很足。”谢锋告诉记者，
说句实在话，以前有人说学校是“考研基
地”，但实际上，这是学生们努力的结果，也
是学校校风学风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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