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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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一位有多年执教经验的老
师介绍，经过大班额的改革，如今一
个班级的人数比以往大大缩减。很
多班级是阶梯讲台，黑板悬挂位置科
学，老师还佩戴扩音器上课，课堂上

看不见、听不见的问题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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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春3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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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在不少家长
心中都有这样的“座位理
论”——“前排中间座位是学
霸专属”“是学渣还是其他学
生，从座位就能清晰分辨”
“在班级的座位决定了以后
在社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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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取决于个人学习习惯，
希望家长能趋于理性，不迷
信于“黄金座位”，协助老师、
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能力。

吉林长春一所小学二年级班主任
孙老师最近比较烦，每逢开学之际，她
都要遭遇一次“排座位大考”。孙老师
说，按惯例，新学期班级会重新排座
位。原本是为了根据同学们的身高变
化调整座位，也便于同学们结识更多
新朋友。想法很美好，现实却让孙老
师苦恼。“找我谈孩子座位的家长太多
了。”她说，大家都希望能将孩子安排
在理想位置，无奈众口难调。

湖南长沙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张老
师也常遭遇排座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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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孩子近视，
能不能往前挪挪”“我们孩子眼睛散
光，在后面看不清”“孩子视力还处于
发育阶段，固定的座位对孩子不好”

“座位太靠边了，黑板反光，孩子看不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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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排座必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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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受到老师的格外关注。
不少家长甚至公认“前排中间座位是
学霸专属，后面两排是‘学渣俱乐
部’”。大家都希望孩子在老师眼皮
子底下，否则“孩子距离老师有多远，
自己的心就有多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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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老师还提出，家长采用各种
方式对排座位进行干预，实际是对孩
子教育的过度参与。服从学校、班级
的自我管理，也是孩子社会化过程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家长非理性参与管
理，不仅对课堂秩序造成影响，不利
于班级管理，更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
产生不良影响。

“黄金座位”牵动家长敏感神经

座位没有“玄学”家长应趋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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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王威 作“座位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