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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7_A0_94_E5_c67_475833.htm 当有一些大学生在为

如何逃课冥思苦想时，有一群人却在为怎样“蹭课”费尽心

机，他们不是本班学生，却听课最认真；他们很少逃课，却

一分学费不缴；他们来去自由，却无奈地自称“打游击”⋯

⋯他们就是那群被称为高校“蹭课族”的人。随着2008年研

究生入学考试日期的逐渐临近，“蹭课族”成目前高校校园

一景。 为考研回校蹭课 如果留意，许多大学，尤其是那些重

点大学的学生们常常会发现在课堂上总有几张陌生的面孔，

在仔细地听课、记笔记，其虚心程度丝毫不亚于正式学生，

这就是混在学生中的“蹭课族”。他们之中，已经毕业或即

将毕业的学生为数不少，蹭课的目的很明确：为了考研。 像

其他学生一样，25岁的赵雷在结束上午的课后到学校食堂里

就餐，可是他既不是这所大学里的老师，也不是这里的学生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来“蹭课”的。赵雷早已毕业，并

且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了两年，只是工作这两年给了他许多

触动，竞争的压力、技术的更新，使他萌发了考研的念头。

他去年考试成绩并不理想，今年在一个认识的“学友”的建

议下，混到这所大学开始“蹭课”，随在校大学生一起听课

，先开始“蹭课”时，赵雷通常溜到教室的后排坐下，一下

课就夹起书本走人，开始并不敢跟人交流。后来他慢慢发现

，像他这样的“蹭课一族”不止他一个，“开始还有些不好

意思，提心吊胆的，怕被发现后给轰出去，时间长了以后，

发现老师和学生都根本不当回事，我也想，反正偷学知识也



没什么丢人的，自己也就慢慢踏实了，于是胆子大起来。不

但听英语课，其他课也常去听。”目前一些大学基础设施为

“蹭课族”提供了方便，赵雷说，有的公共课的大教室都能

当礼堂了，为学生提供了宽裕的听课空间，不会发生为了抢

座位而排斥自己的情况。 赵雷告诉记者，因为有机会再次回

到课堂，他听课和学习异常认真，效果还不错，专业知识经

老师一讲，理解了不少，考研的把握更大些了。“听课主要

是想了解一下专业课老师的教学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因

为在正式考试的时候，不可能是课本上的原题，只有多听听

课，才可以把握老师出题的意图。”因为有“蹭课”的经历

，赵雷深感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他发现，有些在校生听课

根本不用心，有看小说打发时间的，有在课堂上睡觉的，甚

至还有在教室里谈恋爱的。“有时看到他们逃课空下的座位

心里感觉很复杂，我多想名正言顺地坐在教室里啊，可是也

正因为是偷学，所以我特别珍惜每一次机会。” 睁一眼闭一

眼对待“蹭课族” 对于考研族的“蹭课”现象，身处校园中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有学生认为，他们不缴学费，来了又占用教学资源，

有时还分散大家听课的注意力，应该清除。事实上，学校出

于教学管理等原因对申请旁听是有严格规定的，北京大学一

位老师就明确地告诉记者，尽管学校有相关规定，没有学籍

的学生进入课堂听课应该到学院办理相关手续，交纳一定的

费用，交纳学费是申请旁听的必要程序，可是“学校也就睁

一眼闭一眼，何况也管不过来”。 有些前来蹭课的学生也有

过吃“闭门羹”的情况，北京大学的一位女生告诉记者，她

上课时经常遇到校内或者校外来上课的考生，一般这些人都



来得早，许多人还在教室的最前排坐下，有一次甚至前面两

排座位上几乎都是“陌生面孔”，授课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

题，与这些学生进行交涉后，把他们请出了教室。但这属于

非常少见的情况，很多时候，老师都默许他们的这种行为。 

调查发现，“蹭课”现象主要集中在语言类、经济类、法律

类、中文、哲学等课程，尽管这些热门专业的课堂人满为患

，可是高校对“蹭课”这一求学的群体显现出包容的态度，

高校里的“正规军”和“蹭课族”倒也相安无事。甚至有些

大学生表示很钦佩“蹭课一族”，北京大学的学生小刘就说

，这些人通常坐在教室角落，不会影响课堂进度，“他们的

踏实和认真值得肯定，甚至比有些在校学生上课还要认真，

从来不会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我们有时还会被他们专心听讲

的态度所感染，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北大法律系的一位

讲师说，以前来旁听的人就那么几个，现在有好些社会人士

都想考法律系的研究生或参加司法考试，经常会发生许多来

听课的不是本校学生的情况，他表示只要这些人遵守课堂秩

序，他本人是不会提出反对意见的：“都是为了求学，也不

容易，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 高校需要建立旁听制度？ 每

到年底时，考研一族便会盯上这块“免费的教学资源”，记

者了解到，“蹭课”现象在国外的高校中也并不罕见，而许

多国家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旁听制度，像日本，就有相对完善

的旁听生制度。比如日本的东洋大学、国立大学，校外人员

需要先申请，授课老师同意后就可以旁听。当然，如果想得

学分的话就交旁听费用，费用不高，几乎是象征性的。而欧

美等国高等教育比较复杂，高校中既有公学，也有私学，所

以对旁听的规定各不相同。 与此同时，我国高校关于旁听的



制度并没有统一规定，在学校的管理规章制度中都只是只言

片语，只有几所大学的规定细一些：如果校外学生要旁听，

需要按照规定向学校申请，还要经过审核、交费、办手续等

环节，可是在落实上并不完善，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

理学院周宏老师认为，一些高校应该带头重视这个问题，健

全相关制度，在保证本校学生充分享有教育权利的前提下，

尽量多向社会开放教育资源。但是，他说：“我认为，高校

要更好地发展，应该完善校外人员的旁听制度，可是目前来

说，要想建立相对完整的制度，中国高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