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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该不该设“学霸专座”

情商教育：
“从心”界定成功

文 / 郭丹
不补学科补情商，或许我们

可以理解为一种进步。毕竟在如

火如荼的成才大战中，学生和家

长的时间都被碎片化填充，分秒

必争。在如此“时间就是金钱”、

“考试决定命运”的紧张节奏下，

居然能拿出不少的金钱、不短的

时间，投入对考试加分、升学竞

争毫无实际用处的情商教育，的

确算起一股格格不入的小清新

了。尤其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氛围

并不重视情商的大环境下，家长

对于孩子情商教育的意识和行动

格外难能可贵，对于孩子来说更

是成长路上的一份幸运。

情商教育一直是我们现行教

育模式和评价机制下的短板，不

管是时间分配、思想意识还是培

养方式上，我们都是重智商轻情

商的。之所以会有关于中国学生

高分低能的诟病，正是唯智商教

育方式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学

习知识只是人们成长的基础，掌

握知识的程度取决于人们的社会

交往和理想信念，成功的价值不

体现在个人成就的高低，更在于

人与人之间、人和世界之间的和

谐互动、共同进步。可以说，情

商比智商更重要，也更难得。

希望对情商的追求，能够从

一个家庭扩展到学校，到整个教

育行业，最后成为全社会的一种

共识，这比成绩的提高更能代表

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进步，也

更能代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成长

潜力与空间。当然，在方式上，

我与这个家长的看法有着不同。

情商教育不仅仅是一门功课，更

是一种家庭方式和生活习惯，比

请老师更重要的，是家长的投入，

从小建立起亲子之间充分互动，

平等有爱的相处模式，更能提高

孩子的情商。

初三学生李晓（化名）的妈
妈黄女士最近花了近两万元，在
上海徐家汇的一家情商教育机构
购买了课程。每周六 10 时许，
李晓就要到该机构上一节情商
课，课时长达一个多小时，课后
老师会向家长反馈孩子在这堂课
上的表现。不少家长都提出这样
的疑问：“花两万元买奥数课程
我还舍得，孩子都初三了，你怎
么不买文化课程，反而去买情商
课呢？”“我觉得学奥数并不会
影响人的一生，可是，拥有健康
的心态却可以让人受益终生。所
以，这比学奥数更值得。”黄女
士认为，孩子正在补一堂非常需
要的课，“我觉得孩子需要系统
的心理课程，但是学校里没有，
思想品德课程不能代替孩子的心
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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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签名承诺书、一张

学生证和对应的一卡通号码，

准备考研的学生就可以顺利

地申请办理一个实名制座位，

这些不会被抢走的座位被戏

称为“学霸专座”。日前，湖

北武汉武昌首义学院图书馆

给考研学生“定制”了 598

个实名制座位引来热议。

据悉，本次实名制座位共

发放 598 个，分别在该校自

主学习中心和南区图书馆分

馆，主要面向全校应届考研

学生及2016届留校考研学生，

并规定：今年对不是本人使

用或连续三天及以上未使用

座位的同学，将自动取消该

生的实名制座位，以保障其

他有需要的学生。

据悉，发放当天，所有实

名制座位便被申领一空。在

这之前，该校图书馆采取“先

到先坐”原则，之后出现了

使用各种手段恶意占座的现

象，由此订立新规。然而，

这些实名制座位的出炉也引

来学生质疑。新闻学 2014 级

的程莹同学认为，以前的公

共座位变成了如今的“个人

专座”，“这种感觉不太好”。

对此，该校中区图书馆主

任段莉虹解释，其实每一个

图书馆都是留有座位给自由

阅览的同学的，自主学习中

心共有 488 个阅览座位，实

名制座位 454 个；南区图书

馆共有 382 个阅览座位，实

名制座位 144 个。相对于学

校的学生阅读座位需求量来

说，这两个图书馆剩下的座

位量加上中区分馆和总图书

馆的座位量是有富余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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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去年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也曾下发过类似通知，当时将两间教室指定为“博雅计划”和“未来教育家计划”专用教室，

也有人质疑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因为当时学校自习室的座位可以满足所有学生，所以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自习室座位本身，而是
在人们对这一做法的特权忧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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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实名制作为一

种公共管理手段，在全国各

地以各种理由广泛推行，并

影响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储蓄、看病等少数能为社

会广泛接受的实名，到手机、

火车票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

商品的购买和使用，再到一

些地方连购买汽油、避孕药

也要实名制。几乎每一种实

名制的推行，都会引起关注

和争议。如今，连占个学校

图书馆的座位，也玩起了实

名制的把戏——武汉一高校

图书馆定制“学霸专座”，实

名发放给考研生专用。 

事实上，高校图书馆的

座位，属于公共设施，在校

学生均有享用的权利。毕竟，

学生们都向学校交了学费，

其中就包括图书馆座位使用

费，学校必须向学生提供

均等的服务，当然也包括图

书馆座位免费对全体学生开

放，不能定制所谓的“学霸

专座”，让学历去分配座位。

试想，高校图书馆座位本来

就是“稀缺资源”，如果定制

“学霸专座”，拿学历高低决

定座位归宿，让少数学霸去

长期“霸占”，这合理吗？这

公平吗？

可 见， 定 制“ 学 霸 专

座”，实名发放给考研生专

用，首先折射出了高校图书

馆管理者的懒政思维。不可

否认，管理好“僧多粥少”

的图书馆座位，需要拥有一

定的管理智慧，制定出相关

的管理制度，还要动用一定

的人力和财力，去执行管理

制度，并要加强日常的管理

和服务。现在倒好，让学历

分配图书馆座位，将日常管

理，做成了“一锤子买卖”，

高校图书馆管理者省了不少

事，落得一身轻闲，殊不知，

大多数大学生却因此被剥夺

了在图书馆坐阅图书及自习

的权利。

因此，定制“学霸专座”，

有违教育公平。其实，管理

好图书馆座位，并非是什么

技术难题，无须高校去定制

所谓的“学霸专座”，更无须

高校实行“实名制管理”，用

学历分配座位，在大学生中

人为地制造不公。虽然高校

座位是“稀缺资源”，但是，

只要高校管理者勤思考，善

管理，重服务，问题就可以

迎刃而解。比如，采取“轮

流分座制”，就比“实名占座

制”合理得多，至少，可以

让大学生均等分享高校的公

共资源。

“学霸专座”有违教育公平
■凤眼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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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不想谈论“先

到先坐”原则合理还是“学

霸专座”更有利于“按需分

配”提高效率，也不想谈论

公共资源私用有违教育公平，

这里只想说的是“学霸专座”

事实上是应试教育对大学精

神的进一步侵蚀。

随着高校考研大军队伍

日益壮大，有的学校专门留

出“考研教室”给应届和往

届考研学生使用。近几年很

多学校把硬件设施更好的图

书馆阅览室的座位也提供给

应届和往届考研学生使用，

即便如此，座位依然供不应

求。随之则带来了“抢位、

占位”，甚至“卖位”现象也

经常发生。为了“学习”，即

便是不少学生“有辱斯文”，

大抢出手，似乎也被学校理

解。各所高校也仅仅采用“实

名制”或者“取号”来维持“占

座”的秩序。

一方面是考研者对座位

的需求日益增大；另一方面

是高校对考研准备不足。昔

日考研者少的时候，没有谁

关心这些人是怎么备考的，

而今日考研大军浩浩荡荡已

经对学校日常工作和教学产

生了影响。显然“学霸专座”

是大学对考研学生（无论是

应届的还是往届的）的支持，

不考研者连在图书馆阅读的

机会都变得微乎其微。更有

甚者，不少高校为考研学生

办了免费的数学、政治辅导

班，以期更多的学生能够拥

有研究生学历。甚至不少大

学几乎变成了考研基地，把

每年考上多少研究生作为教

学水平的反映。到此或许不

少教师会感觉到和高考有类

似之处了，有不少大学正在

按照应试教育的思维方式办

学，这才是“学霸专座”、“免

费考研辅导班”最值得警惕

之处。

当更多的学校资源提供

给了应届和往届考研学生之

后，一方面降低了本科教学

质量，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

对自己的本科教学质量没有

信心，只好用“升学率”来

完成本科“就业率”，顺便把

“升学率”当做本科教学质量

低下的遮羞布。

“学霸专座”是应试教育思维的产物

只选择自主学习中心和南区

分馆作为实名制座位所在图

书馆，是出于对各馆书籍内

容的考量。

（ 据 9 月 28 日《 武 汉 晨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