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江晶晶认为，有责
任心的大学老师都希望学生在课堂上不虚度光阴、不
得过且过，希望学生多听、多学、多思考、多互动，提升
上课时的“前排率”。但是，现代教育观点提倡构建“以
生为本”的“三全育人”新格局，形成全方位、全领域、全
要素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因此，“前排率”仅仅是一个
单一指标，相比于坐在前排认真听课，老师们其实更希
望达到的教学效果是学生有获得感，通过构建教学平
台、搭建教学团队、探索教学改革，真正实现育人与育
才，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客观地说，“前排率”这一指标的合理之处在于它
能够体现出学生有着更强的学习意愿和更足的学习动
力，而且指标可测，甚至部分可控。因此，从短期来看，
提升“前排率”就成为优化教学效果的合理要求。
  然而，提升“前排率”不单是学风建设的问题，也是
对教风建设的要求。一方面，提升“前排率”是对学生
的要求。大学应有厚重的底蕴和严谨的学风，鼓励学

生更加脚踏实地，更认真地做学问，而更多地坐在前
排，就是严谨学风的体现。另一方面，提升“前排率”也
应是老师的追求。学生根据上课的获得感对老师的教
学活动进行评价，老师应根据学生的评价和反馈改善
课程建设，提升学生坐在前排听课的内在真实需求。
说得通俗一些，老师讲得好，学生才爱听，才会往前
排坐。
  从表象上观察，提升大学生“前排率”是通过加强
学风及教风建设督促学生坐在课堂的前排，更加积极
主动地参与课程学习，从而优化学习效果。而从实质
上分析，提升大学生“前排率”更是为高质量完成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而提出的要求，应从教师、学生甚至课
程本身等多维度提出切实举措。因此，要求学生坐前
排只是其一，还应请教师走进去、学生走上来，以及
课堂走出去。教师走进去，即走进学生中间；学生走
上来，即走上讲台分享；课堂走出去，即走出校园进
行实践。

  “作为家长，大都希望孩子坐到前排上课听讲，
以期督促孩子端正学习态度、养成主动学习的习
惯。”学生家长谷中风表示，不过，他觉得坐在前排
还是后排，对于学习而言，只是“末”，不是
“本”。引导和推动学生认真学习，绝不能舍本逐
末。决定学生的课堂收获和学习效果的，归根到底不
是他的身子坐在哪里，而是他的心放在哪里。如果心
不在学习上，只是迫于学校的督查、家长的督促，每
节课都在教室前排坐得端端正正，却心猿意马，《孟
子》有言：“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
缴而射之。”这样的课堂“工具人”，是不可能学有
所获的，更谈不上学有所成。
  因此，对于“上课坐哪里”的问题，应该认真分
析，理性看待。
  首先，上课坐在前排还是后排，充其量只是学生
学习状况的表征之一。它固然和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有一定关系，但也和课程质量密切相关。在大学里，
那些有吸引力的爆款课程，必须早早去占座，才能抢

得到。而前几排“门可罗雀”的课，质
量堪忧的不在少数。在这个意义上，学生
的座位选择，其实是一次真实的教学评估。
如果学校和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强令学生必须
坐在前排，反而为一些授课质量不高的老师打了
“掩护”，不利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从长
期看，将对学生的学习造成更大的伤害。
  其次，“上课坐哪里”，还和孩子的性格有关。
有的孩子天生内向，更愿意安静听讲，潜心琢磨，不
喜欢在课堂上多作表达，他们坐在后排，丝毫不损伤
其向学之心。
  家长是最熟悉自己孩子个性的人。假如我发现自
己的孩子出现了“前排逃避”现象，不会大惊小怪。
在我看来，与其简单粗暴地要求孩子必须往前坐，不
如和孩子多多交流，搞清楚孩子为何不愿意坐前排的
原因，提出建议，让孩子自己选择符合个性的高效率
听课位置，从而在保持和增强学习主动性中不断提升
学习效果。

大学生上课坐哪，有必要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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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学生 春生

离讲台近便于和老师互动

  现在很多同学上课时喜欢抢后排座位，前排
座位经常空着好几排。大家认为坐在后面更自
由，可以避开老师的目光，躲开课上的提问。但仔
细想想，我们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能享受高等学
府的优质资源，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上课坐前
排便是好好学习的方式之一。因为坐在前排离讲
台比较近，学习氛围更浓厚，便于和老师互动，也
能让老师了解我们的掌握情况，课堂效果更好。

大一学生 郭生阳

硬性规定容易让我们反感

  不能否认，上课坐前排对学习有一定的帮助，
而且，不少坐前排上课的同学也确实比较优秀。
但是，如果出台硬性规定，强制要求我们坐前排上
课，很可能会打压我们学习的自主性，还容易让我
们对课堂产生反感，进而产生厌学心理。

研二学生 杨瑶瑶

应该提高学生“听课欲”

  提高专注力和学习效率不能简单地看就座情
况，何况我们会在不同的教室上课，像阶梯教室
这种大教室我一般不会选择前排，因为前排位置
低，需要仰头看黑板，所以我更倾向于选择中间
更舒适的位置。其实，上课坐在哪属于个人喜
好，没必要进行束缚，而且大学生已经成年，应
该有选择的自由。与其提高前排“就座率”倒不
如提高“听课欲”，学校应该多听听学生的意见
和建议，真正了解学生的需求才好。

  近期，全国多地高校开展学风建设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学生上课坐前排的情况进行检查，要求
学生优先坐前排座位，提高前排就座率，如多次未达到要求可能面临被请家长“陪读”的后果……此消息一
出，引发社会热议。那么，大学生上课到底愿意坐在哪儿？家长是否会要求孩子坐前排？高校老师是如何
看待这个问题的？优良的学风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树立？我们来听听学生、家长、教师的看法。

【随机调查】

【家长看法】 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

【老师看法】 “前排率”是对老师教学的高要求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赵国伟认为，学风关乎一个学
校办学治校的能力水平，体现了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学
习态度，这些大学课堂的怪象，充分说明了大学生学
风问题确实到了应该重视的地步，树立优良学风势在
必行。
  首先，树立优良学风，学生需要自我革命。优良
的学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巨大而无形的精神力量，时
时刻刻熏陶和感染着学生，指引着他们好好学习、不
断进步，激励着他们奋发努力、健康成长。
  其次，树立优良学风，教师不能置身事外。大学
生学风问题的出现，绝不仅仅是学生的单方面原因，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教师教学水平的低下。教
师是学生的榜样，要发挥模范作用，言传身教，身体
力行，为人师表。大学教师需要持续丰富和更新知
识，旧药方难治新病，“当你有了一桶水，才能给别
人一瓢水”，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跟得上知识升级迭

代的节奏，才能适应新生代们的知识需求。
  第三，树立优良学风，学校需要标本兼治。学校
是一个专门教育、培养和塑造人的机构，其核心功能
就是立德树人，是育人。大学采取措施整顿学风很有
必要、无可厚非，但也不能简单化、一刀切，更不能
刮一阵风、只做表面文章。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树立优良学风，需要治标，更要治本，学校既不能大
包大揽，也不能毫无作为。
  长期来看，校风、教风、学风这几方面往往都是
一体的。优良的学风离不开优良的校风和优良的教
风。校风正了，学风才能浓；教风好了，学风才会
好。学校一方面要注重改善学风，同时要花时间和精
力提升校风和教风。只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坚持
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符合本校学生特点的长效管理机
制，学风问题一定可以得到改善，优良学风也一定可
以树立起来。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专家建议】 树立优良学风需要标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