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 段善利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祁  华  吕畅达  李  颖  杨士永

  初建松  张晓宇  耿雪晨

• 青岛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逐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梦  /  段善利主编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2015.10

ISBN 978-7-5670-1079-6

 Ⅰ. ①逐… Ⅱ. ①段… Ⅲ. ①大学生—模范学生—先

进事迹—中国 Ⅳ. ① K8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042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cbsebs@ouc.edu.cn （选题投稿信箱）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由元春

印  制 青岛正商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3 240 mm

印  张 16.25

字  数 280 千

定  价 30.00 元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可以借由改变心中的态度来改变自

己的人生。

 —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我们的困惑

许多大学新生进入大学后，由于先前缺少对大学生活的实际认知，对学

业、专业、行业、职业的思考和认识更多出于主观臆断和他人的经验，因而所

得所识流于空洞、泛泛、笼统和不够具体；同时，由于在大学里的教学方式方

法、学习要求和生活环境与高中存在很大的差异，考试、分数等已不再是衡量

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途径和标准，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评价标准也更为

丰富和多元化，这些均导致了许多已习惯于以分数论英雄的学生出现参照系

和竞争意识丧失、缺乏学习动力和追赶目标的现象。许多学生未能很好地适

应新的变化、做出及时地调整、迅速重新定位、建立起新的学习和奋斗目标，

出现无所适从的现象，产生迷茫和困惑。

这种状况如不进行有效引导和积极干预，不仅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

负面影响，还会使许多学生在此过程中也荒废了大把的宝贵时光，有的还会

遇到挫折，有的在遇挫后不仅不能奋起反而自暴自弃，日益平庸甚至沉沦。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入学期间缺少了必要的科学、及时、持续地引导和

干预，而引导和干预的重要目的就是使他们理性认识大学，增进他们对大学

的学业、生活等各方面的了解，从而使他们对待大学的态度得以转变，端正对

大学的认识。

以往我们的工作重心大多是通过传统的课堂教育、座谈和面对面的交流

进行，但效果有时并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其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教

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存在沟通交流的障碍，缺乏有效的互动。

Preface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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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作为教育者的我们也在努力试图与学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但年龄

上的差异所形成的代沟和成长背景与环境的不同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

模式对于师、生双方的影响和惯性作用，让我们与青年学生的沟通经常事与

愿违，陷入单向模式。在对话和交流过程中，依然是学生们对我们礼敬有加，

耐心倾听我们苦口婆心的“谆谆教诲”，并没有发生更多的互动交流、情感碰

撞，而我们的教育内容也不够“亲民”，流之于“高、大、上”，经常是曲高和寡。

这样的教育过程显然是难以达到让学生敞开心扉、坦诚交流、入脑入心的效

果的。

经典理论的启示

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曾在 20 世纪初提出了著

名的“二八法则”。他指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

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

局。“二八法则”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应用广泛，在人力资源管理学方面也有重

要的影响。同样地，经过统计学的有效论证，一个群体中，如果我们能够做好

其中 20％的人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用他们来影响和带动另外 80％的人的工

作。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也提出了榜样示范教育法，也叫先进典型教育法或

榜样教育法。他认为，人类的大量行为都是通过对榜样 ( 或示范者 ) 的观察

而习得的，这种学习就是观察学习或模仿学习。因此，可以通过结合人的心

理发展特征和时代环境，培育参照示范群体，树立典型群体形象，以他们的高

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教育和影响更多的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以提

高其思想认识和行动水平，促使其形成优良品德。榜样示范教育法的特点是

把抽象的道德规范和高深的政治思想原理具体化、人格化，以生动具体的典

型形象影响学生的心理，使教育过程有更强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这

一方法最初适用于行为方式的教学，后来心理学家发现，通过榜样的示范所

进行的学习，可能是习得态度的最有效方式。也就是说，榜样的作用不仅仅

是对行为的简单模仿，实际上包含了认知、替代、自我调节等这样一系列的心

理过程和机制，它是影响一个人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

班杜拉的研究还发现，有效榜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与学习者有类似

之处，即榜样与学习者在性别、年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等方面类似。面对

与自己比较类似的同伴榜样和与自己差异较大的教师榜样，学习者更易从同

伴榜样中学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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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的研究还表明，应对榜样或学习榜样（自身有不足、过程有曲折但最

终通过努力也能达到较优目标的榜样，即不完美型榜样）在实际的工作中有

更好的示范影响，要优于掌握榜样或专家榜样（完美型榜样）；多个榜样的效

果优于单个榜样。

榜样示范教育法将抽象的说理变成了用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和事件来进

行教育，将榜样的理想、志趣、信念、追求等形象化、生动化地展示出来，突出

他们的人格力量，发挥他们的感染力，从而激发起学习者思想和情感的共鸣、

共情，更有效地引导他们学习、对照和仿效。

我们的认识与理解

利用青年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典型来教育青年学生有三方面的优势：

第一，符合有效榜样树立的基本特征，即榜样来自于学习者自身所处的

群体；属应对或学习榜样（非完美型）。这使学习者有更多的亲近感。而非完

美型所产生的疏离感，且在与自我比较中甚至可以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这会

使其更易接受榜样的影响，并可实现多个榜样的群体影响。这样的朋辈榜样

教育群体避免了原来师生间思想政治教育中自上而下、居高临下和“我们所

给予的一定是学生所需要的”这种作为师者的主观性认识。同时，这个群体

不是专家，他们来自学生群体，为学生所熟悉，自身也正处于成长过程之中，

也并不完美，因此绝非遥不可及，这易于激发学习者的挑战和竞争欲望。榜

样群体内部各个体间存在个性差异，也很好地满足了充满差异的学习者群体

的个性化需求。

第二，以现实的与学习者朝夕相处的人作为榜样来影响学习者，容易引

起他们的关注、仿效和学习。因为这样的学习榜样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

与其他学生生活在一起，经历相似、环境相同，有很多相同点，使学习者感到

更亲切、更真实，也更易于理解、信任和接受，容易引起共鸣，这既符合教育规

律，又符合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在这一成长阶段的

普遍性的心理特征和自我发展需求，这样就使榜样的力量能够得到更充分地

发挥。青年学生的可塑性大、模仿性强，坚持以同伴进行教育感染，有了具体

的形象作为榜样，生动的事例做指引，作为学习者的他们感同身受，更易受到

感染，从而随着学、跟着走，不自觉地按榜样的道路前进，养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行为习惯以及高远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第三，以学生先进典型为主要途径来影响和推进学生整体的教育，从而

带动其他同学的共同进步和发展符合当前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的现状，也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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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直倡导和坚持的“由点及面、以点带面”的工作思路、坚持教育与自我教

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相契合。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国著名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写打油诗“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

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对朋辈教育大加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实践证明，

来自同一群体的榜样对于学习者的影响远远优于来自师长的耳提面命。榜

样是无声的语言，而这种无声的语言往往比有声的语言更有力量。

我们的探索与实践

如何建设并充分发挥少数优秀学生在多数学生中的先锋模范和引领带

动作用，使他们有更好的示范性、可比性和可参照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积极地丰富和扩大示范性学生群体的范畴，打破框

框，对于榜样学生的树立能够更加开放和包容，坚持“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

马”的理念，努力挖掘和发现，欣赏和信任，坚持不拘一格，强化示范性学生群

体组成的多元化，挖掘和培育各个方面的楷模和代表，让更多不同性格、不同

志趣的学生成为榜样，从而丰富示范性学生群体的类型；同时，努力以各种方

式和途径，为扩大和全面发挥榜样的作用提供更加形式多样的舞台和平台，

以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对更多的学生发挥积极的辐射带动、激励促进和引导引

领作用。在示范性学生队伍里，既有学生标兵类的优秀学生，也有平常不显

山、不露水的普通学生，更有“浪子回头”类的后进学生。我们不仅注重加强

对普通意义上的优秀学生（一般是指那些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学生）的宣传，更

加注重发现和挖掘那些后进学生的闪光点，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和目标，让他

们迎头赶上，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使他们也成为“明

星”，而这类“明星”可能更加亲民，他们的成长经验可能对更多的学生有着

现实性和可借鉴性，有着更好的教育、引导和激励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论

是传授、分享经验的一方还是学习、借鉴经验的一方都得到了教育和启迪。

这个过程在对广大学生起积极影响的同时，对于明星学生们也起到了激励和

鞭策作用，使他们更加严于律己，严格自我要求，树立更高远的目标，努力做

出更多、更好的成就。

以优秀学生或学生群体为参照对象，为广大学生构建起清晰可见、客观

现实的目标，可以更有效地调动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向上意识，让他们在自我

对照中建立起模仿和竞争的目标，在比、学、赶、超中找到差距和不足，从而可

以使他们确立起明确而清晰的学习对象、目标和实现路径，做出切实可行的

大学生活规划，并在扎扎实实的目标践行过程中感受成功和成长，体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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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自我实现的价值。

作为学生人数规模仅在中国海洋大学中处于中游的学院，经过近年的不

断努力，水产学院学生中逐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学生个体，也带动了学生群

体士气的提高。如作为引进名校优秀毕业生计划现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

担任科技副县长的博士生远洋，还有被评为中国海洋大学首届十佳研究生的

博士生史策、马睿；硕士生并曾以保留学籍资格专职从事两年辅导员工作的

尹相菡、相明等；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各类学术评比中也屡屡斩获重要奖项。

水产学院本科生则实现了连续五年均有学生荣获学校优秀学生标兵，其中的

殷效申、张斌、常蕾三人还获得了我校学生的最高荣誉—文苑奖学金，殷效

申同时还获得山东省十佳大学生，张斌、常蕾二人还分别在两届全国海洋知

识竞赛中获得最高奖—南极特别奖，这也是迄今我校在此竞赛中获得南极

特别奖仅有的两人。在各类全国性竞赛和省、市、校级比赛，包括文体比赛中，

水产学院学生个人和团体也均有上佳的表现，获得了相应的荣誉，有的还取

得了历史性突破，如学院健美操队获得第 68 届校运会全校第一名，篮球队进

入全校前三甲等。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优秀学生及学生群体的带动下，学院学

生的专业思想日趋稳定，学习目标得以及早确立，在学业规划、素质完善和就

业、职业的选择上更加积极和主动，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动力，学院学生整体的

风气和面貌都有了可喜的改观。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通过重点培养和建设示范性学生

群体，并努力让这一群体的榜样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用榜样们身上的

星星之火引燃广大学生心中不甘人后、奋发进取的火焰，最终一定会形成燎

原之势，一定会使海大园“群星闪耀”，“春色满园”。

本书集历经了学院党团委学生工作团队成员的辛苦探索、努力实践和不

断积累、反思与总结，同时也凝聚了广大学生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分享，更离不

开各级领导和专家给予的科学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编者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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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
第一篇

梦想，是一个多么美丽和诱人的词汇。

相信每一位学生在来到中国海洋大学之前心中都有一份对未来的美好

憧憬和期冀，都有一个或远或近的梦想。而结合已有的经验和认识，我们也

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大家能来中国海洋大学的聪明资质，配以曾经拥有的勤

奋，绝大多数人是能够实现这些梦想的。可恰恰也是你们这些曾经的中学老

师眼中的“红人” “学霸”，其中的一些人，却在大学里沉沦，将曾经的梦想束

之高阁，使其蒙上尘埃，最终不仅泯然众人，更有甚者还落个不堪回首。

《礼记·中庸》上说：“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在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注定是辛苦和孤独的，这世上从来没有唾手可得、一蹴而

就的成功，如果那样，梦想也就不能称其为梦想；也没有可以复制的成功模

式，如果那样，世界也就成了千人一面，变得单调和乏味，并且也缺少了奋斗

路上的些许满足。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们都将不断面临挑战，面临艰难的选择，而且

这种挑战和选择还将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持续终身的过程，也是一个勤奋的

“我”与一个懒惰的“我”艰难博弈的过程。

如果你选择做那个勤奋的“我”，你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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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追梦人

水产养殖学专业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马睿

马睿，水产养殖学专业 2011 级博士

研究生。2005年 9月考入中国海洋大学，

2009 年保送水产养殖学硕士研究生，

2011 年成功申请硕博连读并攻读水产

养殖学博士学位。在研究生学习时间

内，曾荣获 2013 ～  2014 诺伟司国际研究

生奖学金并赴美访问学习两个月，2013

年度获“爱杰”奖学金一等奖，多次获

得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和“优秀研究生”称号，获评为 2014 届中国海洋大

学优秀毕业研究生和 2014 年首届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年度人物。目前已通

过青海省人才引进计划，将在青海大学任教。

我在美国向外国人介绍自己在中国海洋大学学习了九年时，他们都很惊

叹。我才意识到 9 年时光虽然一晃而过但仍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感谢“海

大”在这 9 年里对我的培养。在这 9 年里，自己学习了很多，经历了很多，在

这里想结合我的经历谈谈我这九年来的感悟—  “做一个追梦人”，希望能对

“海大”的学弟学妹有所帮助。

有梦想

人生道路漫长，能走多远走多远，决定你走多远的永远是你想走多远。

有梦想并坚持梦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对我来说，我的家乡是长江黄

河的发源地—青海，那里水资源优越，我起初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想在那里

养鱼。于是我在父母的支持下于 2005 年考入全国水产高等学府中国海洋大

学，在本科阶段学习水产养殖学专业。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学习更多的知识，

大学期间我没有翘过一次课，没有在上课时睡过一次觉，基本都坐在教室的

前两排。由于上课经常和老师面对面，下课经常跟老师请教问题，所以基本

每个专业课老师都记得我的名字。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我的专业课成绩非常高，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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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认识和熟悉了该领域优秀的教师和学者，这些都将是我今后发展的重要

资源。

通过自己的努力，我有幸获得保送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同时我通过国家

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和本校 SRDP 项目的探索研究对科研逐渐产生了浓

厚兴趣，因此我来到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实验室，有幸成为麦康森院士的研

究生。从我进实验室开始研究生生活起，我就发现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和本科

完全不同，它对你的创新性、逻辑性、思辨性、自主性以及细微性都有较高的

要求。当我得知自己能在全国最好的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实验室学习，我就

暗下决心读麦老师的博士，只有这样我才能离我的梦想更近。功夫不负有心

人，我获得了硕博连读的资格并成功获得博士学位。在毕业之际，我兴奋地

得知青海省开展冷水养殖的消息，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家乡，想利用

自己这些年积淀的知识和技能，凭借海大水产学院和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实

验室优越的平台，通过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家的合作，投身于建立冷水养殖产

业链的事业中。

可以说 5 年研究生生活让我的梦想得到了升华，使我有了实现梦想的激

情和能力。回顾我这 9 年，如果没有当初的梦想，我不可能一步步走到今天，

同时让我懂得只有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生活才会充实而快乐，才不会感到

迷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越早发现并追求它，你将越容易成功。

如何实现梦想

关于如何实现梦想，我觉得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提倡的“知行合一”很有

道理。只认识到对的东西但不去实践或者不采用正确的方法去实现，那终将

一事无成。梦想很重要，实现梦想的方法和能力同样重要。我是一个平凡的

人，没有思想家的渊博和高度，在这里只想谈谈我的经验。我觉得以下几点

对实现梦想相当重要。

◎ 懂得处理自己认为“痛苦”的事情

你们有没有发现，开始做自己认为对的或有意义的事情时往往都感觉到

很痛苦。比如为了考试获得好成绩而不得不静下心来好好复习，比如为了获

得奖学金而不得不写英文文章，比如为了减肥而不得不健身……往往开始做

类似这些事情时，人的大脑自然而然地将其归类为“痛苦”，表现出不想做，不

停地拖延甚至不做。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强者，一种人是弱者。强者给自己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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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弱者给自己找舒适。要想成为强者就必须做那些自己认为不适但相当有

意义的事情，不能拖延。根据我多年和“痛苦”对抗的经验，我发现有个方法

很有效—将“痛苦”的事情分解化。比如当我在写第一篇英文文章时，开

始我觉得怎么写啊，那么难，没有头绪……找各种理由不想写，拖了一两个月

就是不想动笔。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先把提纲列出来，比如前言介绍几个

点，材料方法包括什么，结果有哪几个方面，讨论从那几个点出发，摘要写几

句话进行概括。好了，知道这些，我就开始安排时间，比如今天早上写前言一

个点，下午写另一个点，晚上再写一点，依次类推，时间段内完成任务就可以

休息。这样做之后发现每次写一点的痛苦比一次写完整个文章的痛苦小得

多，结果不出一个月我的英文文章就搞定了，当时那个成就感甭提多美了。

其实每件类似的事情都可以这么解决。实现梦想的每一步都不是那么舒适，

但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它，解决得越多，你的成就感就越强，就能解决更多更

“痛苦”的事情，如此进入良性循环，久而久之形成习惯，这样你离你的梦想就

越近了。

◎ 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其实，人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选择。在很大范围内，我们究竟会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权在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我在美国感触最深的

一点就是美国学生很注重自我思考，当他们听完教授讲课后，会有很多问题，

有时还和教授进行激烈的讨论。而想想我们上学时的表现，单纯地被动吸收，

没有自我思考。因此我们大部分人在选择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

响。你们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在高中时父母经常让我学习那些

高才生的学习方法，结果学来学去，要么没有结果，要么坚持不下去。后来我

才知道只有总结不同人的方法后，经过自我升华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才

是最有效的。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别人成

功的道路不一定适合你。另外，在选择问题上也不可人云亦云，要有自我判

断，坚持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普通人千千万万，成功的人就那么几个，可以

看出大多人认为可以成功的选择不一定会成功。只要是自己经过深思熟虑

后做出的选择，即便失败至少也无愧于心。

◎ 懂得积累资源

人的梦想往往都是“高大上”的，至少是不容易得到的，但我们想去实现

它，就得懂得积累自己的资源，这里主要是自我能力的提高和积累人脉。

如何提高自我能力是个永恒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我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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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内，尝试一切你认为对的事情，不要偷懒，不要害怕犯

错误。就我而言，硕博连读以后，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我可以继续接着硕士课

题研究下去，因为硕士阶段的工作量很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博士阶段

就可以轻松许多，但我选择了更有意义的而且是实验室里没人做过的课题。

由于是在实验室里第一个开展该研究，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如实验方案设

计、新实验方法的创立、新实验设备的使用等。最终经过努力，我用三年的时

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而且没有使用硕士阶段所做的工作。虽然这三年我

过得很辛苦，但我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这为我今后开展科研工作拓宽了思路。

研究生后，我一直有个遗憾，就是自己的大学生活基本奉献给了学习，没

有参加任何社团。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竞选成为实验室 72位研究生的班长，

在任期间除了日常管理工作外，我还尝试拟定两项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筹

划和组织实验室元旦晚会。虽然工作过程中难免会犯些错误，但还是深受老

师和同学的好评。通过当班长，极大地提高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使我逐渐成熟起来。

另外，我是一个缺乏魄力的人，自信心欠佳。在导师的鼓励下，我鼓足勇

气担任了首届世界华人鱼虾营养学术研讨会 · 研究生论坛主持人。效果还不

错，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同时让领域内的其他专家和学者认识了我。

这些尝试，为我将来步入社会、实现梦想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说，一定

不要害怕尝试，尝试发现自己的潜力，尝试克服自己的缺点，即使失败了，我

还是学生。

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当今的社会是多元的社会，已

不能单打独斗，而是要团队作战。一个人积累的人脉越多、越广，他就更容易

办成事，更容易达到自己的梦想。如何积累人脉，这需要软实力的培养，所谓

软实力就是情商。每个人干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与人打交道，如何让每个你接

触过的人喜欢你，至少不讨厌你，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在学生时代除了

学习专业知识，必须培养自己的情商。说的现实点，老师喜欢你，可能你的

考试成绩会比别人高；导师喜欢你，可能你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同学

喜欢你，可能你做什么事情有人支持你；老板喜欢你，可能你能获得更多的资

源……有些人的情商是先天的，但情商也可以后天培养。据我的经验，培养

情商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第二，积极换位思考，

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做事情前多想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第三，在利益面前要学会分享，懂得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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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通篇都是自我感悟，有些不一定正确，有些也许有失偏颇，有些也因自己

笔拙，词难达意，希望大家批判式地理解和吸收，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最后，祝每位有梦想的人早日梦想成真。

编者按：一个人一旦找到自己的方向，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

—（美国）艾默生

“大学期间我没有翘过一次课，没有在上课时睡过一次觉，基本都坐在

教室的前两排。”看到这些，我们是感觉这样的大学生活太过单调乏味无趣，

还是惊叹佩服大学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奇葩”存在？现在的大学生常纷纷呐

喊：我的大学我做主！但到底该如何“做主”？我们是否该思考在“做主”的

同时，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大学是人跟人缩小距离的地方，也是人跟

人拉开距离的地方。有梦想是好事，但支撑梦想需要行动，需要痛苦的坚守

和坚持，否则那便成了幻想、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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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风雨始见彩虹

中国海洋大学报记者 金松

7 年时间里，他从一个高职专科生

考上本科生，而后又考取我校硕士研究

生。2010 年 6 月份，他过关斩将成功签

约中国农业出版社……他一路走来，风

雨不断，但也风景无限。他就是水产学

院增殖养殖工程专业 2007 级硕士研究

生、曾在《中国海洋大学报》做过学生

记者的王巍令。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记者与王巍令的交流没有从现在的大学生活说起，而是从他的高中说

起。“因为那是我失败的开端，”王巍令笑着说，谈及当时的情景，他感慨

万千。王巍令的小学、初中都是吃住在家里。在学校，王巍令与他的三姐坐

同桌，时时有人照顾，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初中毕业，王巍令到了离家 40 多

里的县城读高中，而他姐姐也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就读。紧张的学习生活、清

淡的饮食、第一次出远门、离开亲人的庇佑，让生活上几乎不能自理的王巍令

一下子品尝到独立生活的种种辛苦。而班上有些孩子还时常欺负他年纪小，

这让他的学习和生活受到很大干扰，几乎崩溃。那年，他才 13 岁。

“之后，便是浑浑噩噩”，看得出，王巍令对高中三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

的。三年里，鼻炎、胃炎、肠炎、中耳炎等炎症接踵而至，他在疾病的肆虐中度

过了高中，这让他的学习一塌糊涂。2002 年第一次高考，王巍令考了 445 分

（当年山东省二本线是 563 分），意料之中。随后复读，复读的一年，王巍令的

身体依然十分虚弱，但经历了第一年的“大风大浪”，心情平静了很多，斗志也

十分高涨。彼时，他觉得，不出意外的话，自己会比第一年强很多，这种心理

暗示法还真有效。第二年高考他考了 483 分，比当年二本线 486 还是差 3 分。

王巍令明白，以一个虚弱到几次都差点退学的身体，考到这个分数，已经是一

个奇迹，因此他很知足。就这样，他来到了“海大”高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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