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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法解决
勿息事宁人

坐在最后一排 差生
传达民情
汇聚民意因为“我”脾气倔强、性格孤僻、没人愿意和我一块儿坐，所以“我”受到的伤害是罪有应得，“我”这样的

学生，其实只配坐在最后一排……最近，在家长群中，沪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文《坐在最后一排》中描述的
情节，引发了不少讨论。

表现不好、成绩不佳，就应该坐在角落，受到冷落？“最后一排”是否就是差生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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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话题

! ! ! !近日，外地一名患者家属向医
院索赔 !"""元，声称儿子在抢救时
衣服被剪坏并丢弃，口袋里的现金、
数据线等物品遗失，此事引发了全
国网民的热议。前天，本报刊登了此
话题，以下为部分网友评论：

小 !"儿钱! 医院不该这样轻

易地进行赔偿" 医生也不应该分摊

赔偿#医院管理层面的疏漏$安保流

程及急救流程的优化不应该由医生

来买单# 再怎么提赔偿要求"把%误

工费& 拿到台面上来说事的家属怎

么也有些闹事的苗头# 应该依法解

决而不是为了息事宁人$ 小事化了

而赔偿"这样很容易带来效仿之徒#

九天揽月!作为一名创伤骨科医

生" 这些年我剪坏的衣服不计其数"

但没有遇到过索赔# 平心而论"这件

事也给广大医务工作者带来思索'生

命高于一切"但也尽量在抢救生命的

情况下兼顾患者的财物权利#

本报记者 左妍 整理

心理老师
特殊座位易生被抛弃感
说起这个话题，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

心理教师陈来秀颇有感触。最近，她正接到一
个家长求助。近半年来，这名家长总是觉得，读
初二的儿子时常处于自暴自弃的心理状态之
中。起初找不到原因，后来才知道，孩子因为表
现不佳，经常被老师安置在教室“加座”上。和
老师几经沟通后，孩子重新回到了原位，但不
久，又因为和另一名同学的摩擦，被重新安排
坐了“加座”。

陈来秀介绍，学生在教室里的座位，教师一
般是按照身高、视力、身体状况及同桌的性格特
点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的，并且会周期性组间
轮换，以避免学生固定坐教室两侧影响视力。如
无特别强调某个座位为“惩戒”“隔离”或“奖励”
性质，学生对此无感。而且，教育主管部门一直
强调不得设立有负面影响的“加座”“专座”，为
的就是给孩子们一个平等的、正常的成长环境。
个别学生被置于有特殊批评意味的教室最前
面、最后面、最边缘、最角落的位置上，他要经历
的心理煎熬不可为不深重。
“哪怕你不提，那也时刻是个‘示众’的靶

位，那种被驱离的被弃感、孤独感、羞辱感导致
的自暴自弃作用远远大于对孩子的期待效果。”

陈来秀强调，而且，孩子的这种反应，会在初中
阶段表现得最明显———小学时，孩子年纪尚小，
服从性强；高中生已经知轻重，可以和老师平等
对话，能够理解老师的教育意图。唯有初中阶段
的孩子对老师和家长的话似懂非懂，爱听不听，
更需要师长的智慧引领。

学生
知晓老师内心的"座位图#

日前，一张搞笑版教室座位分布图走红网
络。教室的前后左右分别分为“学霸区”“高级休
闲区”“普通百姓”“#$%风景区”等不同角落，教
室后排则自然而然成了“学渣俱乐部区”。

从知名高校毕业，现在从事金融工作的荣
先生（化名）自嘲自己曾坐在“学渣俱乐部区”，
但只是因为自己个子高，并没有觉得不妥。他认
为，“无论坐在班级哪个位子，学生都能敏感地
感受到，你在老师心里是第一排还是最后一
排。”老师内心的这张“座位图”，更能对学生产
生深远影响。

荣先生记得，自己读中学时，班上有个男生
理科成绩不佳，但是多才多艺，活动能力也很
强。但是，当他兴致勃勃要报名参加一项校园大
赛时，却当众遭到了老师冷嘲热讽，为此一蹶不
振了好久。虽然已经是 &"多年前的事情，但令
荣先生至今印象深刻。

班主任
最后一排也能成为"荣誉$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资深班主任贺春秋
告诉记者，每次排座位前，确实会有家长私信老
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往前坐点，或者和成绩优
秀的孩子坐一起。对此，贺春秋说，只有事先制
定好“游戏规则”，才能让学生和家长感受到老
师的公正，对每个孩子一视同仁。

而在贺春秋班上，学生座位基本由身高决
定。有些孩子视力不佳，可适当向前挪一排。老
师上课时会有意识地走到教室中间，让每个孩
子都能听清楚。贺春秋更喜欢让一些调皮捣蛋
的孩子往前坐，方便随时关注，及时提醒，并告
知家长老师的用意。同时，她会把一些收本子、
发卷子之类的小事派给临时座位的皮大王们完
成，让他们感到老师的重视、关心。一旦他们完
成了小任务，贺春秋则不吝啬她的表扬，鼓励孩
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到自己原来的位子上去。

令贺春秋感动的是，中队长小丁个头中等，
当有同学表示看不清黑板时，他主动要求换到
了最后一排，把靠前的座位让给有需要的同学。
每天放学，小丁也主动揽下了教室后方关灯、关
门的任务。对一些学生来说，坐最后一排反而代
表了老师的信任和对班级的责任。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语文课文情节与搞笑教室座位分布图!神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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