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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排座必犯愁

湖南长沙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张老
师常遭遇排座难题，特别是新生入学
时，由于对孩子个人情况不熟悉，入学
当天她会随机安排座位，但每次都会
有家长提出异议，“不少家长质问我，
排座位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自家孩
子坐在靠后的位置？”

张老师只能耐心向家长解释，然
后按照男女搭配、个子高低等情况重
新排座，再按顺序左右轮换。但仍有
很多家长不满意。

一直以来，不少学校都上演着“排
座江湖”。为了解决矛盾，有的老师选
择相对公正的方式，即全班孩子无论
个头高低、视力情况如何，都采用前后
左右轮换的顺序，保障每个孩子都有
坐前面、坐中间的机会。完全“公平”
下，很多家长仍有一肚子委屈：“我的
孩子个子矮，往后面一坐，只能看到前
面同学的后脑勺。”

不少小学班主任坦言，为了照顾
少数真有特殊情况的孩子，每次微调
座位都“如临大敌”，因为一旦开了先
例，就会有更多家长效仿提要求，排座
位已经成为班级矛盾高发点。

“黄金座位”牵动家长敏感神经

小小的排座位问题，让老师一肚
子苦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
长的确对孩子的座位十分敏感，在意
的原因也五花八门。

——孩子个子小、眼睛近视，担心

其在后排影响学习。“孩子在班级当不
当班干部，我都无所谓，只在乎坐哪
里。”长沙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一个班
四五十个孩子，自己孩子个头不高，坐
在后面看不清、也听不清，导致学习效
果大打折扣。

——担心孩子受周边同学影响。
长春家长李女士最近感到焦虑、烦躁，
因为孩子新换的同桌比较淘气，她很
担心自家孩子不能专注上课，经常找
老师提出为孩子换座的要求。

——担心孩子距离老师太远。在
不少家长看来，第二排、第三排中间位
置是“黄金座位”，方便和老师交流互
动，还能受到老师格外关注。

很多家长说，为了给孩子争取个
好座位，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有的
积极在家长委员会做事，希望老师
在排座位时能顾及自家孩子。有的
家长通过送礼等方式，直接拜托老
师多关照。长春家长李女士说，春
节她送了老师两袋大米，开学和妇
女节也分别送了礼物，挑选礼物让
她费尽心思，既不能太贵重，也不能
太随意，就是为了有底气跟老师谈
孩子的座位问题。有的家长要求得
不到满足，还会质疑老师不公平，甚
至找校长投诉。

“选学校、选班级，现在连座位都
要‘选’，‘座位江湖’背后折射的是家

长的过度焦虑，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
度紧张。”长沙市实验小学校长王云霞
说。多位老师认为，就像挑选兴趣班
一样，面对激烈竞争，家长总是担心自
家孩子在座位上吃亏了，甚至害怕“一
步落后、步步落后”。

座位没“玄学”家长应理性

受访老师表示，所谓“学霸学渣座
位理论”根本不成立，学生的学习更多
取决于自我学习习惯、专注力，并不是
坐在好的座位就会认真学习。真正会
学习的孩子，无论坐在哪一排，都会成
绩拔尖。

受访人士认为，家长与其挖空心
思争抢座位，不如脚踏实地培养孩子
的学习习惯。一些孩子上课缺乏注意
力，喜欢开小差，这是学习方法的问
题，与座位并无关系。

吉大附中力旺实验中学老师王吉
宏说，家长应该放松过于紧张、焦虑的
心态，趋于理性，消除所谓“黄金座位”
的认识误区，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各种
学习环境的快速适应能力。家长、教
师还应当摒弃“特权座位”安排的“灰
色通道”，严查“座位腐败”，杜绝“人情
座位”“有偿座位”，真正建立起公平、
有序的座位秩序。

王云霞建议，安排座位不仅要注
重公平，也要兼顾效率和情理。“比如
注重同桌的个性搭配，学习上互助搭
配，兴趣爱好相宜搭配，要善于利用孩
子间的互帮互助，让同学友谊成为助
推学习的力量。”她说。

“经典传承——第二届全国少儿
国画大展”3月28日在北京启动。本届
大展是书画频道、中国艺术档案学会
在成功举办首届全国少儿国画大展
后，联手主办的又一次普及性少儿美
育活动，以建党百年、红色经典为主题，
代表了全中国少年儿童的共同心愿。

据介绍，本届大展面向全国7-17

岁少年儿童征集中国画作品，要求围
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事
件、革命人物等进行创作，也可兼及新
时代的生态环境、阳光校园、民间民俗
等主题。鼓励参加投稿的少年儿童到
革命根据地、传统教育基地、相关博物
馆进行创作写生。大展组委会特别强
调，鼓励参加投稿的少年儿童保持儿

童天趣，鼓励个性化创意与表达，不提
倡成人化创作和标签图解式创作。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大展指导
创作的艺术家颁发了经典传承——少
儿国画大展绘画创作指导教授特聘证
书，向美育专家纪连彬、尹少淳等颁发
了经典传承——少儿国画大展少儿美
育顾问特聘证书。

儿童小说《牧羊男孩》打破了儿
童文学的惯例，把“世界的黑暗面”融
进了故事元素，让孩子在阅读中走进
一个“光明与黑暗交织”的世界。

故事讲的是男孩布瓦，因为驼
背被大家耻笑，一心想要变成和其
他孩子一样的正常男孩，于是他跟
着一个神秘的朝圣者，踏上了未知
的朝圣之路。男孩在集齐圣物的过
程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给朝圣的
旅途带来重重危机。男孩从小在庄
园上牧羊，庄园曾经是他的全世界，
而现在，更大的世界带给他一场心
灵的历练。

近日，一段题为《小学生在教室午
休床上休息》的视频走红。视频中，中
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的一间教室里，
大部分孩子走到走廊上，值日小组将
座椅移到教室中间，齐刷刷地拉开折
叠床，三面柜子变成了三个大通铺。
床铺准备好后，走廊上的孩子按男女
生分组排队进入教室后各自找到自己
的位置，从下方的小抽屉把小被子、枕
头和眼罩取出，不到5分钟，教室变成
了静悄悄的午休室。

据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罗校长
介绍，抽屉床的设计灵感，是一次和女
儿在对话中偶然萌生的念头，在10岁
女儿的启发下，她设计出了在教室装
壁柜折叠床的方案。偶然之中实则有
其必然性。如果不是心中真正装着学

生，格外关注孩子的身体发育健康，会
在这种“不起眼”的事情上费心思吗？

据悉，该校从去年学校建成以来
就给孩子提供午休床，这次完全是因
为一个家长把午休的视频传到抖音而
意外获得大家广泛关注。

午休的意义不只是休息一下。科
学实验证明，午睡虽然时间短暂，但对
健康十分有益，而且对提高孩子的记忆
力和学习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早在公
元一世纪，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就对睡
眠的作用有过描述：“在睡了一觉之后，
之前无法记住的内容突然间就清晰地
出现在脑海中。”1924年科学家第一次
验证了昆体良的描述：实验发现睡眠组
的学习成绩明显比无睡眠组更优。

据专家解释，人的记忆从一开始

形成时是不稳定和低效率的，很容易
被破坏或受到干扰，可能丢失或者改
变。因此，记忆不仅仅需要变得“稳
定”，还需要“强化”，才能真正被人脑
记住。而“稳定”的过程大多在清醒状
态下完成，“强化”的过程则都是在睡
眠中进行的。由于对所学内容的固化
并不需要进行有意的练习和反复，因
此，该记忆和学习机制或过程也被称
为“离线学习”。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
代，与其拼命给孩子施加压力，还不如
让孩子中午好好睡上一觉！

学生躺着睡觉之所以受人关注，
关键就在于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
的精神。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人为
本”不是挂在嘴巴上的，而是体现在教
育教学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

拒绝进入“学渣俱乐部” 选座位也有“玄学”

部分家长为何有“座位焦虑”
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谢樱

荐书
教室秒变“午休室”不只是让人羡慕

■ 胡欣红

第二届全国少儿国画大展启动
■ 王 珺

《牧羊男孩》
带孩子走出“保护罩”

每逢新学期开学，不少班主任都为重新排座位而烦恼。担心孩子看
不清黑板、难以得到老师关注、害怕与淘气不爱学习的孩子同桌……种种
担忧背后，折射出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度焦虑。多位老师反映，孩子
学习成绩更多取决于个人习惯，期盼家长能趋于理性，不迷信于“黄金座
位”，而是协助老师、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