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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学霸就餐区”

一、热点概述

近日，四川成都市石室成飞中学设立的“学霸就餐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12 月 16 日，

有网友曝光该校食堂内特别设置了这一区域，且只有月考中表现优秀、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才能在此就

餐，该区域的餐食与普通学生的餐食存在明显差异，如提供汤和水果等额外食物。此事一经曝光，迅速

在网络上发酵，众多网友和家长对此事表达了不同看法，质疑学校此举是否违反了教育公平的原则，是

否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12 月 17 日，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介入调查，涉事学校发表情况

说明并公开致歉，承认在落实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差距，对学生的激励方式思虑不周全，对由此带来的

不良影响认识不足，已整改取消该区域。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学校的初衷与解释：学校称设立“学霸就餐区”并非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而是对月考中单科第一、

班级第一和进步第一的学生提供的一种奖励方式，每次月考后，这些优秀学生可以获得一份学校的文创

产品和一顿免费的餐食。

学生及家长的反应：有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这是对优秀学生努力的认可和鼓励，能激励学生继续努力；

但更多的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区别对待有失公允，会让未被纳入“学霸就餐区”的学生产生被歧

视感和心理落差，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自尊心与学习积极性。

网络舆论的争议：网络上对此事的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这是教育界的一种创新，值得推广；但更

多的人认为这种做法深深挖掘了现代教育中存在的分层问题，可能会导致学生之间的攀比心理加剧，不

利于形成团结合作的同学关系，甚至可能成为天赋与努力之间的一种潜在隔阂。

2.道理论证：

从教育公平角度：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要求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的均衡分

配，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学霸就餐区”的出现，似乎将学生们按照学习成绩

进行了分层，给予不同群体以差异化的对待，这与教育公平的原则相违背，可能会影响到部分学生的自

尊心和学习动力。

从激励机制角度：学校设立“学霸就餐区”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提供一种正向

的激励机制。然而，单一的成绩奖励方式可能存在局限性，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发展需求，可能会

给学生传递一种“唯分数论”的观念，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激励学生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且公正，如

设置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综合素质评价、兴趣特长展示等方式，全面激发学生的潜能。

从学生心理发展角度：高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尊心较强，对公平和认可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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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就餐区”的设置可能会让成绩好的学生产生优越感，而让其他学生感到自卑或被忽视，这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避免因不当的激励方

式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日，四川成都市石室成飞中学设立的“学霸就餐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12

月 16 日，有网友曝光该校食堂内特别设置了这一区域，且只有月考中表现优秀、成绩名列前茅的

学生才能在此就餐，该区域的餐食与普通学生的餐食存在明显差异，如提供汤和水果等额外食物。

此事一经曝光，迅速在网络上发酵，众多网友和家长对此事表达了不同看法。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过渡-对策-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学霸就餐区是学校为了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创新之举，出发点是好的，但手段欠妥，由此引发的后

果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步——危害：

首先，它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学校本应是一个倡导平等、包容的教育场所，所有学生不论

成绩优劣都应享有同等的尊重与待遇。这种按照成绩划分就餐区域并提供差异化餐食的做法，无疑在学

生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差异，可能使成绩稍差的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从而对其自

尊心和自信心造成严重打击，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与心理健康。

其次，这一举措强化了“唯分数论”的错误观念。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仅仅是

追求高分。“学霸就餐区”的设立向学生传递了一种片面的价值导向，即成绩是衡量学生价值的唯一标

准，这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个性特长的发展，可能导致学生过度关注分数而忽视了品德、体育、

艺术等方面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另外，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青少年时期的学生心理较为敏感脆弱，这种基于成绩的区别

对待可能会引发学生之间的嫉妒、攀比等不良心理情绪，破坏同学之间原本应有的和谐关系，影响校园

整体的人文氛围和凝聚力。

第三步——过渡：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学校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学习成绩，但这种方式显

然是不恰当的。这也提醒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引导学校树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与激励机制。

第四步——对策：

首先，学校应构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摒弃单一以考试成绩为核心的评价模式，将学生的品德

修养、社会实践参与度、创新创造能力、身心健康状况以及艺术体育特长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纳入评价范

畴，通过综合全面的评价，准确反映每个学生的独特优势和潜力，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发展指导和评价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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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创新激励机制。设立丰富多样且公平公正的奖励项目，如“品德模范之星”“社会实践先锋”

“科技创新小能手”“体育竞技达人”“艺术才华之星”等，确保不同特长和兴趣领域的学生都有机会

获得认可和奖励，激发全体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擅长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再者，加强学生心理辅导与价值观教育。学校应配备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和个体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竞争观，引导

学生理解和尊重个体差异，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互助友爱意识，营造和谐融洽、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

境。

第五步——总结结尾：

“学霸就餐区”事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教育是一项伟大而神

圣的事业，肩负着塑造未来社会栋梁的重任。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刻反思并及时调整教育理念与行

为方式，遵循教育规律，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全力构建公平公正、多元包容的教育生态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健康、平等、充满关爱的教育氛围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人才，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真正实现教育强

国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