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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座位编排谈班级管理
王　娜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座位编排是班级管理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微环境值得每一位教育者的重视。传统的“秧田式”

座位编排是我国小学教育中教育管理者采取的一种传统模式，但是其存在诸如降低师生互动频率、抑制学生创新思维、破

坏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等弊端。作为班级管理者要学会合理规划座位编排，避免一些非正义性现象出现。

基于此，本文提出民主协商、兼顾差异、座位轮换、优劣互补、适时反馈等有效编排座位的原则，对班级管理进行浅层次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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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班级管理

是班级能否形成良好凝聚力的主要因素，关系着教师的教学

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的座位编排是教育中的一个微

环境，如何本着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座位编排，最大效率地

保证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教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环境对人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座位编排作为影响学

生发展的微观坏境是班级管理最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将从传

统“秧田式”座位编排的弊端出发，探寻学生座位编排的合

理原则，从而为班级管理提供新思路。

1 传统“秧田式”座位编排的弊端

“秧田式”座位编排是我国小学教育中教育管理者主要

采取的一种传统的模式。“秧田式”座位编排模式也称为“直

线型空间排列”的座位编排模式，是班级授课制中最常采用

的座位编排形式，在大班额教学中通常采用。在“秧田式”

座位编排模式中教师占据了讲桌、讲台以及黑板形成的中心

位置，处于整个教室中绝对权威的地位，而全体学生横成行

纵成列，每个人左肩临右肩、前额对后脑，一致面向教师和

黑板而坐，形状犹如秧田一般。这种模式的编排依据主要是

根据学生的成绩，前排的“优良区”位置一般都是班级里学

习成绩好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则往往被安排在教室的边边

角角这些“无人问津区”。这种编排依据没有考虑到学生的

个体差异，唯分数定论。这种模式下的课堂，教师便成为整

个课堂的中心和权威人物，学生的参与度降低，无法形成课

堂的良好互动。

1.1 降低师生之间的互动频率

秧田式座位编排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样的组织形式抑

制了师生之间以及生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形式多样的互动活

动很难在课堂上有限的空间内展开。如今的教学仍然沿用传

统的班级授课制，课堂学生承载量大，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

中没有足够多的精力兼顾到每一个人。师生之间的交流局限

在前排“优良区”那些成绩优异，上课踊跃积极的学生。而

“无人问津区”的学生由于平时本来也不被重视，甚至有的

教师直接把他们当作“隐形的透明人”，所有的教学过程直

接忽略掉他们，久而久之，这类学生变得更加的不自信，也

就丧失了上课与教师和学生互动的积极性。

1.2 抑制学生的创新思维

“秧田式”座位由于是按照成绩的高低进行编排，很容

易给学生贴上固定的标签。教室中中间靠前位置的学生就意

味着成绩优异，学习能力较强；而坐在教室边边角角位置的

学生就意味着学习成绩差强人意，被列入“差生”行列。心

理学表明，一旦某个人被大众贴上某种标签，他的行为活动

就会逐渐地与这个标签的要求趋向一致。一些本来生性乐观

的学生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佳被列入“差生”行列，也许会

因此慢慢变得自卑，变得沉默寡言。他再也不是班里那个调

皮积极点子最多的学生了，这样就会扼杀一批学生的创新能

力。“秧田式”座位编排下，教师采取统一的无差别教学模

式，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个性特点、兴趣爱好，抑制学生

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发展。

1.3 破坏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秧田式”座位编排，教师所处的三尺讲台的位置明显

高于讲台下学生的座位，这样的高度差使得教师高高在上的

地位更加突出。这样的课堂回归到了传统的“教师中心”论，

教师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只能被动

地接受来自权威方的知识的“灌输”。教师俨然又成为了学

生学习的指导者，控制着知识的选择与分配。“秧田式”座

位编排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处于黄金位置的学生

容易得到教师更多的关注，他们上课积极热情。而那些处于

边缘位置的学生被标签化后，变得更加唯唯诺诺，不敢过多

参与课堂学习活动，教师给予的关注度也随之减少。民主平

等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教师能够参与每位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这样显然破坏了这种民主，不利于师生交往，也难以形成和

谐的课堂氛围。

1.4 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

“秧田式”座位编排的原则明显是依据成绩把学生划分

为三六九等，教师只关注课堂内一少部分成绩优异的学生 ,

那些被标签化了的“差生”很容易因为得不到教师的重视，

身心受到消极影响。教师对学生的漠视行为会使学生产生自

暴自弃的心理，有人说：“对孩子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对他的

漠视。当老师无视孩子的存在，无视他的成功失败，那是对

孩子最大的心灵伤害。”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会觉得

自己融入不进去班集体，会因此责怪教师的不公平行为，慢

慢地产生自卑心理。教师如果仅仅因为成绩而放弃对学生的

关爱，是对学生的不尊重，这种行为会使学生产生屈辱感，

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 学生座位编排的合理原则

2.1 民主协商

教师作为班级的管理者，管控着班级里的所有事情。传

统印象中的教师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在班级里拥有着绝对

权力，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人士，班级排列座位也被自然地认

为是教师的权力。这就导致在排座位时，班主任独断专行，

把学生的意见排除在外，单纯凭一己之见让学生按照自己的

要求对号入座。在这样一个教师控制欲强的班集体中，学生

会逐步丧失参与班级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新的教育理念中，

课堂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

与学生之间不应该只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教师是学

生的引导者。师生之间应该是一种民主平等互助的和谐状态，

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特征。为了营造一个积极

的班集体氛围，班主任理应把排列座位这项权力交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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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学生自治”。教室里的每一个座位对于每一个学生来

说都是平等的，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坐到这个空间里的任何位

置，班集体是由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只有把编

排座位的权力让步给学生，才是最合理的方式。班主任可以

把话语权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思考想要坐的位置并给出合理

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乎情理，便可以按照学生的想发法

进行，如果理由失当，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协商调解，做出

适度的调整。这其实是给学生一个慎思的机会，学生会在座

位选择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权衡利弊，做出最

佳选择，这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而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要让学

生在理论上理解“公平正义”的深刻含义，需要在发生冲突

时提供帮助，来化解矛盾。

2.2 兼顾差异

每节课上课前，教师写教案时，都会了解学情，也就是

明晰班级内学生的基本水平和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在编排

座位前，教师也应该明确班级内学生的基本情况，看看是否

有的学生有特殊情况需要优先考虑。比如有的学生先天弱视，

就需要优先考虑这类学生的座位排列，将他们的座位固定安

排在教室靠近黑板的一侧，身体发育不良，身高比同辈人低

的学生的座位应该优先考虑教室前排，有的学生听力存在问

题，他们的座位也应该优先考虑安排到靠近教师的位置。但

是这种座位编排就一定合乎公平正义原则吗？如果视力不好

的学生身高很高，那么如果将他的座位安排在前排必然会挡

住那些比他身高低的人的视线。我们也只能说是在尽最大可

能保证公平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学生的特殊情况。在班级管

理中，如果单纯的追求所谓的公平正义，而不去考虑学生的

个体差异，便会违背因材施教的原则，反而又是另一种意义

上的不公平，这是一种悖论。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本来就与

他人相比，处于劣势，他们是更加需要被教师优先考虑的，

教师应该遵循长善救失的原则，拥有一颗仁爱之心，认识到

学生的这些天生的“缺陷”，在不违背公平原则下兼顾学生

的差异性。

2.3 座位轮换

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所以

除了那些特殊情况学生的座位需要固定外，座位排列应该坚

持轮换原则。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快速变化期，他们的座

位也要随着变化而变化。如果长期坐在一个比较偏的位置，

青少年的视力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有可能会出现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所以从科学用眼

这一角度出发，对班级里的学生座位进行调整是有很大的必

要性的。另外一点，如果让学生长期活动在一个固定的团体

内，会降低学生与班集体内其他学生的交流与沟通机会，不

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如果一个小团体内学困生聚集，他们

长期在一起就会形成懒散的学习风气，如果优等生聚集，长

此以往，彼此会形成“内卷”效应，增强同伴之间的学习压

力，学困生和优等生长时间在一起，学困生可能会对优等生

造成消极影响。班主任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定期对座

位进行轮换调整，轮换的方法可以采取以小组为单位，左右

对调与前后对调相结合，还可以采用以同桌为单位，向右后

方倾斜一个位置的对调方式，座位轮换的频率可以以周或月

为一个周期进行。这样在兼顾公平和差异的前提下的座位调

整才会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4 优劣互补

座位编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

这种发展不仅包括学习上的发展而且包括生活等各方面的发

展。所以，在座位编排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每位学生的优

势和劣势。最佳的座位编排应当使学生在学习上相互促进，

实现“优帮困”的和谐共处状态，但是要尽量保证每一个“座

位圈”内的优等生水平超过学困生水平。如果学优生聚集，

虽然一定程度上对其学习积极性有促进作用，但是更容易对

他们造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和心理压力。相反，如果学困生聚

集，就会造成彼此之间无法想象的消极影响。从性格方面来

讲，教师很难进行掌控，内向生喜静，略沉闷，外向生好动，

略聒噪，最好的做法就是将内向的学生和外向的学生座位安

排在一起，外向生带动内向生热情积极，内向生牵制外向生

变得淡然。场独立和场依存的学生座位应该安排在一起，场

独立的学生倾向于自己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场依存的学生倾

向于寻求同伴互助学习，这样的座位安排可以有效实现优势

和劣势互补，使其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些都是教师

在编排座位时需要考虑到的，要实现良好的座位编排，前提

是了解每一位学生方方面面的优势和劣势。这是班级管理的

机智，也是教育者的机智。

2.5 适时反馈

为了照顾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座位调换还应该定时定期

询问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学生给予的座位调换的适切的理由，

班级管理者应及时接收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的动态变化合

理调整座位。合理化的反馈能够帮助班级管理者及时地照顾

特殊需要的学生。这一原则的实施过程在保证座位分配正义

的前提下，班级管理者应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座位观念，

座位的轮换是为了让学生在与同伴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全面的

社会性发展，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全面发展。座位编排

座位班级管理的载体，家长也应该作为班级管理的重要参与

主体参与座位编排的决策。近几年家长作为学生的第一监护

人参与学校活动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座位编排过程中，班级

管理者应提前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的成长情况。班级管理

者根据真实情况考虑座位编排，同时应与家长随时保持沟通

与联系，获得及时有效的反馈，促进良好的家校沟通。

3 结语

座位编排是班级管理者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重要资源，

是班级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传统的“秧田式”座位编

排弊端凸显，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班级管理者要在座位编

排中渗透人本思想，以民主管理理念为抓手，促进座位编排

的创新与发展，努力实现座位编排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使良

好的班级管理最大化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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