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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观点]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研究生入学第一
课，什么最重要？答案是优良的
作风、学风和学术诚信。只有澄
净了初心，才会与“剽窃与抄袭”

“伪造”“提供虚假学术信息”“篡
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
发表”“实验违规”“买卖代写论
文”等彻底绝缘。

华东理工大学的“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中
国工程院院士、副校长钱锋为全
体研究生新生作题为“弘扬科学
精神，恪守学术规范”的报告。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
族强”。报告伊始，钱锋列举了
我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道路
上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指出唯有
科技创新，才能抢占先机，实现
高质量发展。

在这当中，优良的作风和学
风，又始终是做好科技工作的

“生命线”。从当下学术研究中
的主要不端行为及其危害，到当
前高校学术道德规范中存在的
共性问题，再及加强学术道德教
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钱锋指
出，学术创新和学术道德影响一
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影

响青年人的学术行为，影响一个
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储备。“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能够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促进学术繁荣发展，与学
风、教风、校风建设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

在华东师范大学，学风和学
术诚信问题，如今正用贯穿一学
期课程的形式，予以强化。《学术
规范与学术伦理》正所谓一门

“火出圈”的课，同学们用“选到
就是赚到”来形容。最为特别的
是，课程邀请校内外知名学者联
袂授课，共同讲述学术研究的体
会与学术伦理，让学生了解学者
的学术人格。

用该课程开创者萧延中教
授的话来说，这门课就是用知识
来治“知识病”。它的教学目标
就是通过课程讲授和课堂讨论，
明确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的基
础原理，牢记学术研究中的原
则、规范和底线的各项细则；树
立冲突、负责、可信的良好学术
风尚以及勇于探索、积极创新的
科研精神。从能力目标来说，就
是懂得学术规范与伦理的基本
原理，使遵守学术规范与伦理成
为学生的理性的自觉行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近日，中青校媒面向
全国1028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
查。“近九成大学生支持学校开设
恋爱课”的结果，一度冲上了热
搜。其实，在上海，各大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正承担着疏
导学生恋爱问题的责任。课程方
面，华东师范大学有一门最接近

“恋爱”话题的网红课：《20世纪中
国爱情文学》。

大学生亟需“恋爱咨询”
调查结果显示，88.23%的大

学生支持大学开设恋爱课。参
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中，处于恋爱
状态的占28.89%，有恋爱经历、
现在单身的37.55%，从未恋爱过
的占28.99%，处于暗恋或追求他
人状态的占4.57%。

在一段情感关系中，大学生
难免会遇到不易解决的问题，或难
以疏导的心理状态。调查发现，如
何解决恋爱中的矛盾和分歧、如何
面对感情的结束是大学生最希望
在恋爱课上学习到的内容，分别占
调查总人数的71.79%和71.50%；
如 何 在 感 情 中 保 护 好 自 己
（70.53%）、如何在与感情相关的关
键时刻做出选择（66.93%）、如何让
相处更愉快（66.73%）等，也都是大
学生希望学习的。

华师大开文学课讲爱情
在华东师大，“爱情”是一门

通识课。从2017年2月14日学
校官宣《20世纪中国爱情文学》
开课至今，这一课程都由朱康、
毛尖、罗萌联袂讲授。

课程以20世纪为对象，通过
对具体作品的主题与形式的解

读与分析，描述20世纪中国爱情
文学的历史沿革，探究现代中国
人的爱情意识、爱情观念与爱情
生活的变迁。同时，引导学生把
握爱情观念与爱情生活的历史
形态，以此为参照，深化对当前
语境中的爱情的理解。

在18周的课程里，除了导论
和结语，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
记》、郁达夫的《迷羊》、穆时英《被
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张爱玲的《倾
城之恋》与《留情》、王安忆的《香港
的情与爱》、余华的《古典爱
情》…… 16部作品一一呈现。

高校心理中心勇挑“重担”
此外，记者从各大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获悉，因恋
爱中的情绪情感问题前往咨询
的学生数还是比较多的。

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副教授姚玉红说，有关恋
爱问题的心理咨询量占比约三分
之一。“深夜树洞”是同济心理中
心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个栏目，从
2017年10月开始回答同学们关
于心理问题的网络提问，由同济
心理中心的专兼职心理咨询师以
回信形式回复。

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中心
出品了《恋爱指导手册》，在实体
手册过于抢手之后，PDF版被顺
理成章搬到了网上。通过手册，
学生们可以自主学习那些建立
亲密关系的普适性知识。

大学生对开设恋爱课程的
呼声高，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大学生思想动态大数据研究中
心副主任陈赛金认为，高校应该
正视当前大学生群体的现实诉
求，开设相关课程，提升学生的
交往能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的剑桥英语通用五级KET、PET青
少版考试可谓是“一波三折”，先
是原定于4月25日举行的KET、
PET考试与11月14日举行的考
试合并，随后，包括上海全部考
点、北京全部考点、江苏全部考点
等在内的众多考点又取消了11
月14日的KET、PET考试。就在
家长们对今年考试已不抱所希望
时，又得知12月将举行今年最后

一次KET、PET青少版考试，报名
时间为 10 月 12 日 10 时-16 日
16时。

10月12日，报名首日，很多
家长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但当
家长们怀揣期待登录报名网站
时，却发现怎么也登录不上去
——网站系统瘫痪！“也就八点
登录进去了，后面完全就是网页
不存在，手足无措！”一位家长
说。随后，网站发布公告：由于

技术原因，原定10月12日10点
开始的剑桥通用英语五级KET、
PET 青少版考试的报名改在 10
月13日10点开放，报名截止时
间不变。

10 月 13 日上午，“越挫越
勇”的家长们投入新一轮“战
斗”，十分钟内全国考点的考位
就已全部被抢完，北京、苏浙沪
等地考点的考位甚至几分钟内
就被“秒”完。

难过春运抢票 挤瘫报名系统 有家长开始反思

该不该为KET/PET考试挤破头

系统被挤到
崩溃，仍然难以阻
拦“千军万马争上
独木桥”。

网络截图

这两天，家长圈又实
实在在体验了一把“拼手
速”，刺激程度堪比抢春
运车票和拍沪牌，而这次
大 家“ 秒 ”的 是“ 考
位”——KET/PET的考试
资格！10月12日，众多
家长“全副武装”，却发现
报名官网瘫痪；10月13
日10点，报名重新开放，
十分钟内全国考点的考
位全部被抢完。一顿操
作猛如虎后，家长们几家
欢乐几家愁，而这样的场
景已经不是第一次上
演。不少家长非常纠结：
这一“位”难求的 KET/
PET到底要不要考？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我个人的观点是，小学生

没有必要去参加 KET/PET这类

考试。”沪上一位资深英语教师表

示，对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学习

英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兴趣和

学习习惯，“学习一门语言是蛮辛

苦的一件事，要背、要记很多东

西，所以兴趣很重要，要让孩子觉

得学习过程挺有趣的，他才愿意

花时间、精力去学。”

这位老师认为，要不要报考

KET/PET，家长首先要从孩子的

实际情况出发，遵循孩子语言学

习和认知水平的发展规律，不能

为了考试而考试。其次要视孩

子的兴趣而定，如果孩子有这方

面的兴趣，可以鼓励孩子去学、

去考，但如果孩子本身就对此很

排斥且不具备相当的英语能力，

盲目去报考很容易让孩子对英

语学习失去兴趣，反而得不偿失。

事实上，对于越来越火爆的
KET/PET 考试，一些家长很是纠
结，而家长圈对这个考试也持有
不同的观点。

持支持态度的家长认为，
KET/PET 考试成绩终身有效，是
孩子小升初进入好学校的“敲门
砖”。有家长称，剑桥英语五级
考试在一些地方已是“标配”，

“低年级过KET，中高年级过PET
和FCE，如果五六年级前过了CAE
和CPE，对小升初帮助很大。”还
有家长表示，剑桥英语五级证书
在世界各国都获得承认，如果想
让孩子进入国际学校或出国，这
个考试就是必要的准备。

不过，也有部分家长认为，
让小学生参加这种考试没有必

要。“没必要着急，只要坚持都会
赶上来的，初中才从ABC学英语，
不照样考过四六级雅思托福。”
一位家长说，只要踏踏实实学
习，养成阅读的好习惯，没必要
千军万马抢一个“考位”。此外，
在一些家长看来，如今民办学校
已经开始实施摇号，证书对升学
有没有帮助也很难说。

奋勇 跑网吧、拼手速 系统崩溃挡不住报名热情

纠结 一“位”难求的KET/PET 到底要不要考？

培养学习兴趣和习惯比考证书更必要

“爱在华师大”已成通识？
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学校开恋爱课呼声高

沪上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课聚焦学风和学术诚信

澄净初心 才能与学术造假绝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