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蹭课，灵活利用业余时间

给自己“充电”，在近年来已成

为一种新的学习趋势。然而，

曾 有网 友 问 ：“ 去大 学 听 课，

会不会被老师赶出来？”对此，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与湖南部

分大学进行了沟通了解。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公

开表示 ：“欢迎来北大蹭课。”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院长肖燕雄教授也果断“点

赞”：“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是大学教育走向开放的表现。”

肖燕雄教授说，近年来，到

学校蹭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

上课都非常认真，也没有影响到

正常的教学秩序。尽管学校有

规定，没有学籍的人士进入课

堂听课应办理相关手续，并缴

纳一定费用，但更多时候，授课

老师还是默许了这一行为。

如今，蹭课已经不再是年

轻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也加入了进来。湖南大学办

公室的一名老师告诉记者，课

堂上出现老年人旁听，校方基

本不会制止，毕竟热衷学习是

值得鼓励的事情。记者也多方

了解到，目前，基本上每所大

学都有旁听生制度，只要去相

关学院办理好手续，就能持证

在指定的班级上课，成为旁听

生。

湘潭大学团委书记齐绍平

则告诉记者，学校对旁听生并

没有年龄要求，只要对哪门课

感兴趣，相关学院又愿意接收，

凭身份证件填表后就可以安心

听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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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蹭课族：大学校园里的“夕阳红”

蹭课 16 年，50岁保洁阿姨开画展
50 岁的王俊花是山东省潍

坊市老年大学的保洁员。1996

年，王俊花刚到老年大学工作

时，学校里还只有绘画、书法

几个班。虽然天天都与绘画学

员和老师打交道，但王俊花总

觉得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压

根也没想过要去学绘画。

1997 年，王俊花得了一场

大病，住院期间，她逐渐意识

到，绘画能修身养性，有助于

健康。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拿

起了画笔。

虽然毫无基础，但王俊花

非常好学。因为老年大学经常

会来一些绘画大师，工作人员

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就帮忙，

时间久了，便和大家成了朋友。

当学员们知道她也绘画时，就

纷 纷提出宝贵意见，还 送笔

墨纸砚给她。经过十几年的学

习，现在的王俊花已颇具绘画

功底。2013 年 4 月，王俊花成

功举办了个人画展。

■志同道合

老人奔赴校园，这本身是一种对更高生活品质和精神境界的追求。虽然人们把老人比喻成夕阳，

但殊不知，经历过岁月沉淀与历练的他们，对于治学，反倒有着许多年轻人都不及的坚韧与冲劲。

※修身养性型

门卫大爷走红，热衷蹭课成“学霸”
微博上曾热议过一位年过

半百的中南民族大学门卫杨新

华。杨大爷利用休班时间蹭课，

摇身一变成“学霸”。

杨大爷喜欢听生物课、药

学课，课后还会向老师请教关

于食用菌栽培技术、购买食用

菌的渠道和相关资料的查找。

也正是通过学习，杨新华明白

了为什么家乡人过去吃棉籽油

会不孕不育、工厂工友曾患下

的气胸是什么医学原理。对于

蹭课，杨大爷说，这一辈子想

读书时没条件，现在虽然精力

不济，但能听多少就算多少。

※学以致用型

老人北漂蹭课清华，每学期笔记达 20万字
59 岁参加高考，64 岁起多

次考研 失败，68 岁从贵州跑

到北京当“北漂”，只为旁听

博士课程，如今已七十高龄的

李文超是清华大学校园中一道

“另类”的风景。

从经济学原理到哲学研究，

李文超给自己编写课表，一周

10 门课，每天都排得满满的。

每次去上课，李文超都背着一

个鼓鼓囊囊的黑色背包，里面

装着墨水瓶和 A4 纸。一堂课

下来，李文超能记录 70% 至

80% 的内容， 一学 期大 约有

15 万到 20 万字的笔记，所以

他从来不用本子，买纸一买就

是 10 斤。

“为了学习，我还住在地下

室里面，这看起来很疯狂，但

我不觉得困苦，因为学习对于

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

住的地方虽然狭小，但心灵却

是广阔的。”李文超说。

※勤奋好学型

武体八旬老人硕士毕业，蹭课 10 年从不迟到
在 武 汉体 育学 院网 球 场

上，活跃着一位 84 岁高龄助

教的身影。他叫张仁鹏，在该

院 蹭课 10 年了。在今 年 6 月

30 日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上，

白发苍苍的他身着硕士服，接

受了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祝福。

张仁鹏退休前是一名总工

程 师。2006 年， 他 到武汉体

育学院旁听了一节网球课，从

此开启了自己的蹭课生涯。“不

管什么时候，张老都是来得最

早的一个。”武汉体育学院网

球硕士班导师王凯军对这个

84 岁的弟子也赞许有加，“除

了学习网球，张老还蹭新闻摄

影、法语及日语课，他对学习

充满热情”。

2012 年，张仁鹏被确诊为

前列腺癌晚期，可是这些困难

都没有阻挡他学习的脚步。

※热情守时型

■调查

遵守纪律，湖南多数大学支持来“蹭”

■攻略

湖南女子学院：家政理财美体课，娭毑们最心仪

是学生家长，好奇学校上些什

么课，有些甚至在学校陪读。

除此之外，学校的工作人员，

如保洁阿姨、门卫等中老年人

有时也会去教室旁听。

由于湖南女子学院以女性

学员为主，所以在蹭课方面也

有明显的女性特点。记者了解

到，在 2013 年湖南新增设的

本科专业里，该校开设的家政

专业榜上有名。这看起来更“平

易近人”的专业，也吸引了不

少老年人来学知识、“长本事”。

“每年学校举办厨艺、茶艺

等比赛，都会吸引不少年长女

性的目光。”刘遵仁介绍，家政

专业并不是简单的教大家煮饭、

炒菜、打扫卫生，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它已经成为该校学生

的必修课，“茶道、花艺、宠物

饲养、室内植物养护、理财消

费等公共课都包含在家政学的

核心课程里，所以，很多年纪

大的女性对此都特别感兴趣，

她们会发现，原来管理家庭也

有这么多学问”。

根据专业特色，刘遵仁也

为想要学习的老年人支招，该

校目前有三类学科适合旁听：

一类是家政课，通过理论和实

践学习，能够更好地处理家务；

一类是经济理财课，能让老年

人更加科学的打理自己的积蓄，

也能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另

一类则是健身塑形课，做做运

动、锻炼身体，能让老年人更

加阳光、快乐。

今年 4 月，一份湘潭大学

的“蹭课地图”在网络上流传

开来。这份图文并茂的地图总

结了该校诸多精品课程，列出

了 32 门课程的名称、授课老

师、授课地点及时间，并标注

了具体位置，还以轻松诙谐的

语言概括了课程亮点。地图上

既有“将生涩定理讲成一部剧”

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又有“用

汉字描绘生命”的文学理论，

还有“用生命诠释刑法概念”

的法学课，涵盖英语、民法学、

工程图学、房屋建筑、比较文

学、健美操等课程。授课教师

既有国家教学名师，又有省级

教学能手，还有受邀央视《法

律讲堂》的主讲人。

10 月 11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联系上了湘潭大学团委

书记齐绍平，他告诉记者，这

份“蹭课地图”由湘潭大学学

生科学技术协会历时半年制

作而成。该协会组织了 300 多

人搜集教师课表，广泛征集了

3000 多名学生的建议，并初步

确定了60 名候选教师，然后安

排 60 名学生，两人一组现场听

课，并从课堂气氛、授课方法、

学生互动等方面撰写了120 份

听课报告。最后，他们把 32

个课程放进了地图中。

                  （下转 A05 版）

湘潭大学：地图在手，蹭课不愁

 湘潭大学学生制作“蹭课地图”，为蹭课族提供便利。 （图 / 胡钦政）

专业理论课，听不懂；实

践操作课，太难学……在蹭课

过程中，因为年龄和身体条件

的限制，老年人常常会遇到不

少“求学难题”。

“老年蹭课族，虽然在长

沙的大学校园里还不算普遍，

但每年零散的都会有一些。”

湖南女子学院宣传统战部负责

人刘遵仁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每年开学前后，旁听的

中老年人会多一些，她们大多

（上接 A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