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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实习期尽情浪，回
头找人帮忙出证明”

周雨在浙江上大学，今年九月，按照学校的课业要求，
她进入海南一家旅游公司实习。但早早定下考研计划的
她坦言，虽然很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提升自己，但很难将所
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因为我报考了中文专业，每天要背
英语单词，还要背一些知识点和做题巩固，时间比较紧
张。好在我在的实习单位对实习生的考核不是太严格，我
平时的工作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负责打印整理资料、做数
据表格和会议记录，除此之外我也不会主动找活干。”

周雨告诉记者，当初考虑到需要考研复习，所以她才
应聘了办公室文员一职，“因为文员的工作内容相对轻松，
工作时间比较固定，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更充裕。整个实习
期，我的心思基本都放在复习上，实习期满就拿着盖了章
的实习证明回学校交差了。”

实习了好几个月，回头想想自己好像没有学到什么东
西，但周雨却并不遗憾。她坦言，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她
当时认为复习考研最重要，所以只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一件
事。“虽然很羡慕同学因为实习表现突出，提前拿到了大公
司的offer，或是学习到一些实用的技能，但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职业规划方向嘛。”

考研复习时间紧，只好应付交差

今年准备上大四的小
雪，刚刚结束了在海口充
实的实习生活。“我读的是
新闻专业，就想找专业对
口的单位去实习，把学到

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当时有自
媒体和报社的实习机会，我个人感觉传统
媒体更能锻炼人，学到的东西也会多一
点，所以就争取到报社实习了。”

万事开头难。小雪坦言，刚开始实习
时最难的是向陌生人开口提问，以及第一
次组织采访材料写稿子。“刚开始去采访
时，心里直打鼓，不知道怎么提问。好不容
易鼓起勇气采访，提的问题也不专业。印
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个采访对象对我说

‘小妹妹你还是太嫩’，当时就觉得很挫
败。还有采访回来后，发现采访到的信息
太多了，写稿时经常不知从何下笔。不过
后来实践的次数多了，就慢慢上手了。”

小雪告诉记者，虽然工作有时候比较
累，但她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反而会鼓
励自己再加把劲，安慰自己想要学到点东
西，肯定会吃点苦头的，坚持下来就会有
收获。”

小雪透露，“我有两个同学打算出国
读书，出国需要较多实习经历，所以她们
找了很多实习，但实际上冲量不保质。也
有些同学通过关系造假实习证明。相反
一些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同学，她们实习时
就会认真一些。比如我一个读教育专业
的朋友，她在一所中学实习，最近在努力
争取当上实习班主任，实习生活很充实。”

“如果只是为了一张实习证明，回学
校好有一个交代，那实习期间完全可以
不用太卖力。但是我只想通过实习学到
新的技能，因为自己的能力就是最好的
实习证明，其余的只是学校审核需要的
材料罢了。”

脚踏实地型

对于大学生而言，一份实习证明承载
着青春的汗水和记忆，标志着雏鸟第一次
振翅试飞，通过社会这个人生大考场，检
验自身的知识水平、抗压能力等综合性素
质。高校要求学生参加实习，其主要目的
是让学生走出校园，提前感受社会竞争的
残酷与现实，找准自身知识能力短板，并
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查漏补缺、完善自
我、提升能力。不少大学生因准备考研无
暇参加实习，也有部分大学生不愿实习是
出于畏惧心理，不愿意吃苦受累、不愿意
接受批评，然而畏惧实习才是最令人担忧
的问题。畏惧实习的心理导致某些大学
生缺乏实践能力，毕业后则想方设法逃避
就业，缺乏社会经验让其到处碰壁、走弯
路。为防止这种现象，高等院校普遍采取

实习与学分挂钩的方式，倒逼学生走进社
会参加实践。

尽管高校普遍要求实习与学分挂钩，
但不可否认，部分高校对学生实习状况审
核不严，并因此催生了造假实习证明这一
现象。托亲戚走关系盖章的、在电商平台
上下单加盖有单位公章的……部分学生
为造假实习证明可谓是煞费苦心。

遏制造假实习证明现象，必须坚决进
行源头性整治。毋庸置疑，高等院校严格
审查实习证明的真实性，就是遏制非法买
卖实习证明的关键性环节，高校应该守土
有责。高校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制度，例如
要求大学生提供实习证明的影像资料，规
范实习成果的认定标准，让实习证明的内
容更加与时俱进。 （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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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观点

那么针对准毕业生们“混”证明的实习
乱象，高校又是如何规划学生实习的？学
生完成实习任务的依据是什么？针对“混”
证明的学生，校方是一个什么想法和态度？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江红义表示，“混证明的现象确实存在，但
范围不大。学生实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培
养环节，各学校在这方面都会制定非常严
格的管理规定，也会配备指导老师。目前
出现问题既有制度落实不够的原因，还有
就是学生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到了毕业
实习阶段，学生往往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毕
业规划问题，如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

等。这些方面牵扯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因此毕业实习就形同鸡肋。”

江红义表示，想要减少甚至是解决
“混”证明的现象，需要对症下药。“以我们
学院为例，在第四学年开始就实行学业指
导制度。一般来说是五六个学生配备一
名导师，导师会在学习、实习、毕业论文的
写作方面实行全方位指导。这样一来，毕
业实习的落实方面就有了明确的责任
人。指导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和指导。这也从一
定程度上遏止了学生‘混’实习证明的乱
象。”

“混”证明现象确
实存在,学校应加强监
督管理

本报讯 今年下半年
开学以来，全国各大高校陆续开

展毕业实习工作，将其作为学业考核
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学生们在返校之前

完成校外实习任务，并提交实习单位盖章的
证明。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大部分学生把实
习当成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实习期间勤恳学
习，期盼有所收获。但也有部分学生，把实习当
成“走过场”，只等实习期限一到，在单位盖个
戳儿就“大功告成”。甚至有学生嫌麻烦或者

是另有安排，请父母“走关系”混个实习证
明，压根没有真正参加实习。

记者曹宝心

蒙混过关型

大学毕业一年多的小陈最近刚辞去4S店的销售工作，
原因是这份工作她不喜欢。小陈说，毕业以来，她做过培训
机构老师、旅游咨询员，但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自己喜欢或
者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我现在还处于既迷茫又焦虑的状
态。尤其是看到同学、好友们的工作渐渐步入正轨，在工作
中取得好成绩时，心里难免会有落差感和挫败感。”

小陈说，每当工作不顺利时，她总会后悔自己在毕业实
习时蒙混过关，没有提前接触了解一些行业。“如果当初去
实习了，说不定能早点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

小陈回忆，“大学临近毕业时，有三个月左右的实习
期。实习期结束后，每个同学都需要提交实习证明，这是顺
利毕业的重要考核标准。”看着大多数同学陆续开始找实习
单位，小陈却一点都不着急。当同学们为了实习单位忙得
焦头烂额时，她已经决定利用实习期出游，并已策划好出游
线路和攻略。“当时心里想，不就是个实习证明吗？找人帮
忙盖个章就行了。好不容易有三个多月的假期，为什么不
好好去玩一趟呢？”

整个实习期，小陈和家人去了香港、澳门等地旅游，后
来又兴致冲冲地跑去广州看演唱会。临近返校的日子，小
陈这才匆忙拜托亲戚帮忙，在海口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盖了
实习证明的章。“剩下的实习感悟和工作内容就全靠编了。
交上去的时候导师也没有多为难，我就给‘混’过去了。”回
到学校的小陈发现，那些认真参加实习的同学还真做了不
少的事情，“我有个室友学会了剪视频、做酷炫的广告片，隔
壁班的同学被北京一家知名国企破格录取，一毕业就可以
直接入职……”

“那段时间我是玩得潇洒，但感觉错过了很多用金钱和
关系买不到的东西，想起来还觉得蛮遗憾的。”想起毕业实
习蒙混过关的自己，小陈感慨万千。

认真学知识，自己的能力
就是最好的证明

敷衍了事型
新闻快评

实习证明造假
高校守土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