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3 日是大暑，也是东北大学正式放假的第一天。坐落于东北

大学东北角的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却热闹如常，近百名学生正在这里

进行创新项目的研发、竞赛实训、作品设计，抓紧时间提升自已的创

业技能。

据统计，暑假期间，将有 300 多名大学生的创新训练项目在东北

大学创新创业基地推进，数百名学生将赴全国各地开展项目调研工

作，留校创新创业的人数突破千人。

作为东北大学示范性创新团队的典型代表，ACTION 创新团队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以绝对优势三捧全国冠军，

8 月底还将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这个

假期，该团队的队员们也将在实验室完善竞赛项目，甚至比往常还

忙碌。

“看来吃住都得在实验室了，国际赛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而且

国际与国内赛事规则差异也很大，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主力队员龚

启 琛 说 。 事 实 上 ，像 ACTION 这 样 的 团 队 在 东 北 大 学 还 有 很 多 ，

T-DT 创新团队、智能汽车创新团队也都在学生创新创业基地里积极

备赛。

据校方介绍，为了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给学生提供一个能力培

养与提升的平台，东北大学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每年在暑期都会面向

全体学生开放，创新创业学院也会结合学生的成长需求，为留校学生

提供电子设计、程序设计、数学建模、创新方法培训以及创新项目、科

技竞赛、创业实训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这些举措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创新创业热情。

“难得有这么一个集中的时间段，让自己放下书包，潜心科研和竞

赛，为创业补充能量。”选择留校科研实践的王世雄同学说。这已经

是他留校学习实践的第四个暑假了，虽然他已保研本校，但还是在放

假前早早地做好了学习任务列表，用他的话来说，“这可是实现项目

重大突破的关键期。”

在东北大学里，像王世雄、龚启琛这样的学生已越来越多，忙科

研、备竞赛、学创业已成为他们暑期生活的主旋律。

忙科研、备竞赛、学创业

大学生暑期留校正成新风尚

“在校期间禁用手机，在校学生沉迷王者荣

耀、吃鸡等成瘾性、暴力性网络游戏，一经发现砸

机并做劝退处理。”不久前，武汉国华培训学校张

贴出一则针对游戏成瘾学生的招录通知。该校还

要求今年起，新生入学需签订“拒绝网游协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个性招录通知引发热议。

认同鼓励、批评打击、泄愤谩骂、质疑炒作等各种

声音充斥网络，莫衷一是。作为教育机构，武汉

国华学校的做法有无不妥？青少年学生“网游

瘾”又该如何防治？

众说纷纭，正反观点“对对碰”

“孩子自律性差，就是需要学校严管。”学生

家长罗东山说，上学期间沉迷游戏势必影响学习

成绩。复读一年如果不能大幅提分，既浪费孩子

时间，也耗费家长心血，得不偿失。招录通知在

网络上传开后，持有此种观点的网友不在少数。

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学校不应以沉迷网游为

理由漠视复读生求学的权利，拒收、劝退的管理

方式简单粗暴，容易给高考失利的学生造成二次

伤害，有违教化育人的基本职责。

针锋相对之外，更多网友立场中立。他们认

为，武汉国华作为一所专门针对高考复读提分的

民办培训学校，可以自主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学

校和学生是双向选择关系，且决定权在学生、家

长手中，复读对高中毕业生而言，是一次破釜沉

舟的选择，自身勤奋努力外，优质的师资力量、良

好的学习氛围在客观上能最大程度帮助学生取

得更好成绩，这也是学生、家长择校的焦点。

严苛立规，旨在营造学习环境

不经意间，再次成为“网红”，武汉国华培训

学校校长刘邵阳有些意外。

他说，从严招录甚至拒收沉迷网游学生，是

学校今年的新增规定，成瘾性、暴力性网络游戏

泛滥，严重侵蚀学生健康心智，挑战学校正常教

育管理，对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影响十分恶劣。

他介绍，学校规定拒收游戏沉迷程度中度以

上（如王者荣耀黄金级别以上）的学生，并同所有

学生签订承诺书，凡不遵守承诺且不改正者，坚

决劝退。目前，已有 6人被新规拒之门外。

其实，该校从2013年便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

得使用手机，刘邵阳还曾因砸手机当过一次“网

红”。学校的禁烟措施也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发现

抽烟行为，第一次准允检讨改正，第二次就要劝退。

规定如此之严格意在何为？刘邵阳坦言，为

塑造教育品牌、提高升学率，对生源有所筛选，不

否认其中存在功利成分。但从砸手机到拒绝游

戏，都是为了最大程度避免校园负面文化，创造

一个最佳学习环境。

“只要办一天学校，就要坚持一天。”刘邵阳

说，做有情怀的教育是他的信条，那些看似“冷

酷”的规定不会废止。

理性看待，游戏沉迷应科学防治

对此，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刘长海认为，武汉国华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

学校，有挑选学生的权利，其发布通知从严或拒

收沉迷游戏的学生具有合法性。

他同时强调，教育机构及全社会应理性看待

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作为一种休闲方式，本身没有

问题，但青少年沉迷游戏以致迷失人生价值和理想

追求，才成为问题。对于沉迷游戏的学生，教育机

构应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

的引导，帮助学生跳出网络沉迷，学会合理安排学

习、娱乐和生活，而不应简单砸机或拒录。

在刘长海看来，克服青少年学生沉迷游戏，

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该学校的拒收

做法，会在社会公众中制造一种“游戏有毒”印

象，对学生本身帮助不大，反而让公众不能理性

看待偶尔游戏的学生。

当前，“游戏成瘾”已经是社会难题，该学校

的做法也反映出公众对青少年沉迷游戏的恐

慌。为此，他呼吁，相关机构能尽快出台系列科

学、有效做法，帮助普通公众及教育工作者预防

和干预学生沉迷游戏。

武汉一培训学校对沉迷网游的学生说不——

青少年“网游成瘾”防治盼科学“药方”

教育部日前部署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

写行为，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单

位）教育司局和各高等学校抓紧部署专项检查，

并将依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备案信息平台

和有关动态监测数据，对学位授予单位进行专项

督导。

就像小学生要完成家庭作业，高中生要参加

高考一样，完成学位论文本是大学生的“必修

课”，作为大学生就要不折不扣地独立完成任务，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也有人可能会拍桌子

反驳说，大学生知识层次不高，研究深度有限，写

出来的论文对国家和社会完全没什么意义，不就

是一个形式主义吗？与其绞尽脑汁去写毕业论

文，还不如多去社会上锻炼锻炼实在。

应该承认，大学生由于阅历学识等原因，论

文的整体水平有限。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大学生学位论文既是起步，也是练步，是以

后写作高水平论文的基础。倘若因为现在水平

不高就不写，那就永远没有提高的可能。对大学

生的论文而言，态度比能力更重要。

从另一个角度说，论文的水平高低与社会实

用性并不能打等号。大学生由于水平、条件等限

制，一些涉及到国计民生、尖端科技等宏大的课

题研究不了，但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些与社会密切

相关的小问题。比如研究不了中国历史脉络，可

以研究学校所在地的历史脉络；研究不了中国未

来经济走向和商机，可以研究学校周边商铺发展

走向和商机，等等。这些课题虽然小，但是接地

气，同样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其价值也不

该被忽视。

不过，一些大学生去找“枪手”代写论文，恐

怕并不是担忧论文水平不高，社会价值不大。更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仅把学位论文当作了拿

到毕业证书的“敲门砖”，功利化的思维方式，使

得他们做事只看当下，不看未来，不愿意去做打

基础、利长远的事情。

其实，对于大学生而言，最主要的精力并不

是去接触社会，而是应当认认真真把书读好，扎

扎实实把论文写好。与其煞费苦心，花费金钱去

找人代笔，不如从进大学那天开始，就有所准备，

厚积薄发。经过几年的积累，不但写好了论文，

而且培养了学习精神、研究精神，这对于今后走

向社会和工作岗位也将大有裨益。

少数靠论文代写蒙混过关的同学，骗得了自

己，却骗不了别人；骗得了老师，却骗不过社会。

更何况，现在科技手段越来越发达，被查出来的

可能性越来越大，留下的后遗症也越来越多。在

这个时候铤而走险，不是懒，而是傻。

拒绝论文代写，大学“必修课”莫要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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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在高校中，这样的现象并不罕见：高考

填报志愿盲目性强，进入大学后发现跟本专

业不来电，心仪别人的专业，却只能干巴巴

瞪眼。

近年来，多所高校发布了转专业的相关

政策，但也或多或少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如

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探索实施“零门槛”

转专业。

吴纯新 本报记者 刘志伟

本报记者 江 耘 通讯员 陈胜伟

一项调查曾显示：67.9%的人承认自己在报考

专业时是“盲目的”，71.2%受访者表示如可能想重

择专业。虽然不少在校学生有转专业的需求，但

是受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分布等因素影响，

大多数高校对学生转专业设置了一定门槛：比如

专业成绩要达到班级前列、有明显科研特长、想转

入的专业有学生转出等等。

如何满足学生对转专业的需求，也一直是

浙农大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根据

浙农大转专业的有关办法，除存在休学、转学、

定向培养等规定不得转专业的情形以外，该校

全日制本科一、二年级在校生均可以申请转专

业。学生转出所学专业没有任何限制，转入专

业在教学资源和教育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

尽力努力满足学生合理的专业选择要求。

据浙农大教务处提供的数据，近三年浙农

大学生转专业成功率一直在 90%左右，最高达

95%。而在 5 年前，这一比例只有不到 70%。

通过实施“无门槛”转专业政策，更多的本科学

生进入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浙农大教务处处长郭建忠说：“我们降低

转专业门槛、出台新的转专业政策，就是为了

更好地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

性，更好地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营造有利于

学生成长成才的学习环境，使学生有更大的学

习发展空间，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不设门槛 让学生按兴趣转专业

虽然申请转专业不设门槛，更有利于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但很多学校之所以

没有放开转专业，主要还是担心——学校的

“好专业”“优势专业”可能会令大家挤破脑袋，

而很多冷门的专业，可能会出现大批学生转出

去的情况。

动态调整 改善学科“冷热不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国较早允许自由

转专业的高校，四年内均可转专业；中国农业

大学无成绩限制，允许转两次以上专业；浙江

大学除三位一体入学考生外，所有在校生有三

次机会可申请零门槛转专业……

在 2018年高校的招生宣传中，北京邮电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三校也都实

施了转专业申请“零门槛”制度。可见，尊重学

生的自主选择权正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承诺。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组

长谭松华认为，学生的专业兴趣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够满足，对其发展、学习很有帮助，原则

上来讲学校应该支持这种转专业的合理要

求。同时他也表示，学校应该把握好转专业的

标准和程序，让接收的专业有能力去接收转过

来的学生，同时不影响太多原专业的学生。

“零门槛”转专业也得到了 21 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认可。他表示，以往转专

业，“分数门槛”是相当苛刻的条件，但这往往

会陷入一种悖论：学生对原专业没兴趣的，学

得不好，不能换专业；对原专业感兴趣、学得好

的学生，反而有资格换专业。

“要想真正实现学生按兴趣转专业，必须

打破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的局限性。”熊丙奇表

示，未来应给高校更大自主权，包括课程和专

业设置的自主权，让高校能够根据学生的需求

来灵活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实现真正的“零

门槛”转专业。

尊重学生 给高校更大自主权

龙跃梅

图说教育

本报记者 郝晓明

科普石油知识的智慧小课堂、令人目不暇接的古生物化石、妙趣横生
的化学实验、神秘的地层“时空隧道”断溶体油藏……7月中旬，来自3所
小学的师生和媒体共39人来到乌鲁木齐市中石化科研园区，参加中国石
化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科普讲解和趣味实验，观众们近距离了解了西
北油田的科研成果，以及油田的核心理论知识和技术。

（记者朱彤 通讯员张洋）

探秘智慧油田

暑期来临，各类图书城、城市阅读空间成为合肥不少孩子暑期生活的
首选之地。安徽省合肥市近年来努力打造阅读之城，建设各类新型书店
及覆盖城市社区的城市阅读空间，其中不少书店和阅读空间都专门开辟
了儿童阅读专区，为孩子们提供舒适的阅读场所。图为安徽合肥城市阅
读空间青秀书城内，一名小学生在阅读书籍。

新华社发（屈彦摄）

悦读伴暑假

跟本专业不来电跟本专业不来电？？

““零门槛零门槛””转专业来了转专业来了，，你的兴趣你作主你的兴趣你作主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担心最初也出现在浙

农大身上。但在郭建忠看来，通过不断加强专

业建设，这样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浙农大目前有 64个本科专业，但是实际招

生的却只有 53个。停止招生的 11个专业主要

原因都是一样的：专业特色、优势、吸引力不

够，在专业招生或专业分流时，没有足够学生

愿意填报这些专业。

“为了优化学校专业结构，学校不断对

专 业 进 行 调 整 ，一 边 增 加 受 学 生 欢 迎 的 专

业，同时叫停不受学生欢迎、没有特色优势

的 专 业 ，从 而 使 所 有 专 业 都 焕 发 活 力 和 生

机。”郭建忠说。

动态调整专业结构的做法，对学校的专业

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和督促作用。郭建忠

介绍，为了提升专业的吸引力和教学质量，各

个专业的负责人都在不断加强本专业的建设，

提升专业的品牌和知名度。

“推进零门槛申请转专业制度，是浙江农

林大学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建设一流本科的重

要举措之一。”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应义斌表示，

近年来学校将本科人才培养摆到事关学校可

持续发展的高度，不断完善学校的专业布局、

推进专业认证工作，先后推行了院长主管本科

教学、学科专业一体化、开设求真实验班等一

系列举措，进一步强化本科教育的核心地位，

以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提升本科生培养质

量，推动学校高水平发展。

最近，浙江农林大学（以下简称浙农大）植

物保护 172 班的郑喧尹得到消息，她提交的转

专业申请已经得到学校同意，下学期她将转到

林学专业继续学习。

和郑喧尹一样，本学期浙农大提交转专业

申请的学生中有 91.8%被批准转到自己更喜欢

的专业。这正得益于该校 2014 年就开始实施

的“零门槛”申请转专业制度。

“推进‘零门槛’转专业以来，学生转专业成

功率从 5年前的 66.76%提升到了现在的 90%以

上。”最近，关于浙农大高成功率转专业的新闻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让这所学校成为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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