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告诫新生：不坑爹
9月 26日，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张春林在该校新闻传播学院新生见面会上，送

给 2014级的 268 名本科新生九字箴言———不拼爹、不坑爹、不啃爹。 张春林说，无
论你父母地位多高、财富多丰，那都是他们不懈奋斗的结果，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拿
出来炫耀。

（摘自《重庆晨报》9.28）

家长投资百万办私塾
在无锡滨湖区的大山中， 有一所现代化私

塾———黄庭书院，七八个孩子在这里除了上语、数、
外课程外，爬山、徒步、武术等也是必修课。 据了解，
该书院今年 9月开学， 是一种非盈利的家庭互助式
教育，由参与的家长们投资，从租地到布置教室，花
费了近 100万元。家长们大多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他们组成了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班底。

（摘自《扬子晚报》9.29）

七龄童豪言立志上清华
孩子将QQ签名改为“我要上清华北大”，并不

断暗示妈妈关注。 武汉市洪山区曹女士注意到这一
变化后忧心忡忡：QQ签名的主人不是即将面临高
考的高中生，而是一个只有 7岁的学生，“很明显，孩
子这样做是为了取悦大人， 小小年纪不该这样世
故”。 专家表示，现在不少家长对孩子的关注显得过
度紧张，别轻易给孩子的言行“上纲上线”。

（摘自《楚天金报》9.24）

父母让儿走夜路练胆
罗欣觉得 5岁的儿子胆子太小， 为了纠正这个

缺点，她想了无数个办法：带儿子去动物园喂动物、
让儿子走夜路买东西、 送儿子去口才班练胆量……
最终却毫无成效。重庆南开小学校长钱小波认为，对
待胆子小的孩子，要让他们独立地做一些事情，在生
活中得到真正的锻炼，家长也要更多地鼓励孩子。

（摘自《重庆晨报》9.28）

老师批改作业用 T代X
� � � �几十年来， 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 对的打红

“√”，错的打红“×”。 近日，在苏州平江实验学校
里，同学们作业本上的红“×”变成了绿色的字母
“T”，这个“T”，代表 Think（想一想），也代表 Tips
（小提示）。这样一个看似小小的改变，引发微博大
讨论。 有网友称赞，孩子的自尊心应该得到保护，
也有网友不解。

（摘自《重庆商报》9.30）

家长发练习册引质疑
“难道其他孩子都在‘抢跑’，提前学习拼音和写

字吗？ ”9月 25日，家住武汉汉口的陈女士吐槽，5岁
的女儿从常青阳光幼儿园放学后， 带回一本汉语拼
音描红练习册， 说是一位小朋友的奶奶派发的生日
纪念礼品。这事让班级家长群炸了锅，有的家长很焦
虑，说要赶紧给自己的孩子报个培优班，有的则认为
派发描红练习册的做法导向不好。

（摘自《楚天都市报》9.26）

孩子生日会变生日赛
新学期开始近一个月里， 武昌徐东某幼儿园的

传统活动“生日会”又开锣了，园里还有一个不成文
的规矩，谁当寿星谁派礼物。本来只为孩子们图一乐
的生日会，家长却推波助澜搞成了“生日赛”。调查发
现， 校园生日会似乎成了一种流行交际方式， 这种

“分享”在家长们的操办下变得越来越讲究。
（摘自《楚天都市报》9.29）

中学开选修课受热捧
这个学期，扬州中学开设了选修课，有心理学、

电影赏析等 17门课程，学生想读哪门选哪门，老师
讲得好不好还要接受学生的评分， 不受欢迎的选修
课将立即“叫停”。 据了解，选修课只在高一、二年级
上学期开设，学期结束前，学生可通过写散文、写感
悟等形式交作业，获得认可后能获得 2个学分，只有
修够了 6个学分才能顺利毕业。

（摘自《金陵晚报》9.25）

“企鹅爸爸”与病儿“同桌”
自然界里， 雄企鹅为了孵化后代，60多天不能

进食，于是人们用“企鹅爸爸”的称呼来赞美父爱的
伟大。 在武汉，有这么一位“企鹅爸爸”，为了患有重
度多动症的儿子能和正常孩子—样， 他把儿子送进
了普通学校，自己则放弃了工作，与儿子成为形影不
离的“同桌”。

（摘自《楚天都市报》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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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摊推荐毕业生
高校设置摊点，供用人单位挑选毕业生。 9 月 26 日，在南京市举办的“高

校与用人单位 2015 届毕业生供需对接会”上，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位置实
现了“反转”，坐在摊位前等待用人单位前来洽谈的都是各大高校的就业负
责人。 面对高校抛出的橄榄枝， 用人单位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用涨薪
10%的薪酬待遇来对接。

（摘自《扬子晚报》9.27）

重庆大学生徒步去成都
为体验古时学子赶考的艰辛，西南大学学生余浩、方远华在国庆期间，用徒步

方式暴走成都，不过，到了第五天，在距成都还有 125公里的乐至县，他们临时决定
改乘汽车到成都。 余浩说，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徒步至成都，但自己已很满足。 他
说：“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能坚持走这么久，已经是对自己的肯定。 ”

（摘自《重庆晨报》10.8）

韩大学生为照毕业照整形
9月末到 10月初是韩国大学生照毕业照的高峰期，很多大学生为此专门去美容

院化妆和烫发，甚至还有不少学生在拍照前接受微整形手术，希望在毕业照上留下
良好的形象。很多大学生为准备照毕业照花费了过多的费用，甚至还有攀比成风的
势头。

（据新华社 9.30）

学生成绩差不能报考四级
广西河池学院一名学生， 去年 12 月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时分数较低，

后来就被学院限制报考，不能报名参加今年的英语四级考试，这让她很郁闷。 学院
教务处表示，此举实属无奈，学院的标准化考场不够接纳所有有考试意向的学生，
目前该学院已获批 90万元经费用于增建 54个标准化考场，12月将能投入使用。 对
此，报不上名的学生指出，该校内部报名的通道目前已经关闭。

（摘自《南国早报》9.30）

男生被舍友冷落竟抑郁
开学一个月不到，南京某高校的大一新生

小徐竟抑郁了。 原来，小徐觉得自己被舍友“欺
负”了：偷懒的舍友不愿打饭，便招呼着他“带
一份”，爱熬夜的舍友们捧着手机打游戏，他气
得蒙着被子哭。 专家分析，随着智能手机依赖
症的普及和低龄化，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矛盾
会变得突出。

（摘自《扬子晚报》10.3）

大四学生为找工作逃课
“工作还没有着落，都大四了我真的很着

急，所以就逃课去工作了。 ”青海师范大学李同
学说， 这个学期他要忙着找工作单位。 李同学
的境遇是目前很多大四学生的共性。 幸运的
是， 老师们也都比较通情达理， 一般会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因此， 很多大四学生或穿梭在就
业市场， 或泡在图书馆准备考研， 剩下的上课
族寥寥无几。

（摘自《西宁晚报》9.18）

外教发外币奖励学生
上课踊跃回答问题，答对有红包，而且还

是外币。 近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一位土豪
外教走红，惹得网友一阵嫉妒，感叹“别人家的
老师就是好”。 据了解， 这些红包里确实是外
币，不过都是面值较小的硬币，纪念意义更大。

（摘自《海峡都市报》9.26）

新生打造军训版单品
近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新生王文烨把原

本土气的军训服改造成让人艳羡的时尚单品，
超精美的手镯和手袋、 超时尚的背心和短裙、
极具创意的相框和书皮、 个性十足的拖鞋、实
用的家居储物袋、小巧别致的杯垫……网友直
呼：“神作！ 光是看看也是醉了！ ”

（据中新社 9.26）

南开首设运动辅导站
为更好地推动校园运动的开展，南开大学

首次推出了运动辅导站，让更多学生“走下网
络，走出宿舍，走下操场”。 运动辅导站从周一
到周日安排不同的运动，包括跑步、跆拳道、游
泳等 11 个项目， 每周的运动时间和地点会定
时公布，方便学生根据兴趣安排课余活动。

（摘自《中国日报》9.26）

高校将设计课搬进商场
为锻炼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9 月 23 日，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珠宝与设计学院的 3 位教
师带领 129 名学生将课堂搬到了位于东西湖区
的宜家武汉商场。“来这里不仅能切身体验家
具造型，还可以直观看到房间设计后的样子。 ”
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感叹。

（摘自《武汉晚报》9.26）

“课友”火了校园
“大学物理课在东教一阶 105”、“下课能留

下来请教你个数学题吗”……开学以来，一款
名为“课友”的手机软件在安徽工业大学的学
生间走红，下载量已达 2 万人次。 只要登录该
软件，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自己上课的时间和
地点；如果你不小心忘掉了上课的时间，手机
也会自动提醒；此外，你也可以通过互动功能
与同班上课的同学交流。

（摘自《金陵晚报》9.25）

大学食堂现插花老板
废弃的塑料水瓶搭配刚开的桂花， 从 1

瓶，到 10 瓶，到最后全场 170 瓶……历时 6
个多小时，食堂大厅成花市，厨师、阿姨变身
插花者。 日前，网友“@ 于龙广厂長”发微博
称，江西师范大学二食堂的“胖老板”插花造
惊喜，只想让学子们在起床后能吃个花香四
溢的早餐！

（摘自《九江晨报》9.28）

少年回家拿棉被打的近千元
日前，在外打工的 16岁少年小吴，为回家拿一床棉被，从重庆沙坪坝区三峡广

场打车到南川区老家，的哥载着他来回奔波 3个多小时，产生打车费、过路费共 970
元，临下车，小吴一句“没钱”惊呆司机，“当时没想到可以买被子”。

（摘自《九江晨报》9.28）

学校建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每年 9月和 10月是大学应届毕业生求职的高峰期，不过，在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就读的应届毕业生小刘却非常郁闷，原来他被学校拉进了“就业不诚信学生名
单库”。 学校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学生拒绝签约不仅浪费了招聘资源，也影响了学校
的声誉。 调查发现，学生对于学校这一做法的评价呈现两极化趋势，而老师称学校
夹在用人单位和学生之间，建立“不诚信名单库”实属无奈之举。

（摘自《半岛都市报》10.6）

“函数舞”走红网络
说到数学里的函数公式，不少人都觉得很

头疼。 近日，有网友发明的一套“函数舞”在网
络上一炮走红。 不少中学生在网上表示，亲身
验证了“函数舞”，觉得“用肢体动作，配合记
忆，确实有效果”。 有数学老师表示，函数公式
很多，记忆量不小，“函数舞”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记忆，也能用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对
数学的兴趣。

（摘自《海峡都市报》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