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携席卡实名上课
学生上课时必须按个人席卡入座， 而这块长

方形的席卡上，清晰地注明该生的姓名、专业等信
息。 从这学期开学，这个点名利器就在南师大中北
学院信息系进行试点。 席卡摆放的规则是：每天上
课前十分钟，统一发放座位席卡，同时，还会将除
了请假之外还未到教室的同学的席卡放在前两
排，这样迟到和旷课的同学不用点名就一目了然。
同学们对这种点名新措施很忌讳。

（摘自《金陵晚报》10.24）

论机排座引尴尬
前有论资排辈，今有“论机排座”。 武汉汉口

学院计算机理论课教师王维虎， 在上手机操作
系统的课程时， 提出要给学生详解目前 3 大品
牌手机不同的操作系统， 并根据学生使用的手
机品牌，重新排座位，以便开展讨论。 用诺基亚
手机的同学坐前排，用苹果的坐中间，用三星的
坐后排。 他的创新之举，引来了大部分学生的欢
迎， 却也让部分使用杂牌和山寨手机的学生感
到一丝尴尬。

（摘自《楚天都市报》10.22）

“点点银行”
存文明换愿望

“我想得到一张作业暂停券，我想和喜欢的老
师合个影，我想在学校的涂鸦墙上画一幅画……”
和许多学校的孩子一样， 上海市闵行区蔷薇小学
孩子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愿望，如今，这些心愿大都
能通过学校设立的“点点银行”来达成。“点点银行”
不存钱，只存学生的良好表现，通过换点币让学生
实现愿望，点币不够还能“贷款”。

（摘自《新闻晨报》10.23）

小孩父母上演“变形记”
把一个七八岁孩子和爸爸妈妈角色互换一

下，会怎么样？ 周末，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一年级
（5）班上演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父母和孩子交
替蒙上眼睛，没蒙上眼睛的当“爸爸妈妈”，蒙上眼
睛的当“孩子”，由“爸爸妈妈”指导“孩子”通过障碍
地带，到达终点。 活动后，很多家长表示，孩子带他
们到终点时，感受到孩子长大了。

（摘自《钱江晚报》10.22）

上海一中学设“男生班”
从今年上半年起， 上海市第八中学创办的

沪上首个“男生班”成了各大媒体的焦点。 开学
近两个月，这些半大男孩对“男人味”有了自己
的诠释：“男人味” 就是每周 1 至 2 次去健身房
挥汗如雨，也是课堂上的勇敢质疑，更是订立班
级公约时，内心渐渐明晰的担当和责任。 除了传
统的黑白蓝， 男生班为班服选择了第四种颜
色———亮粉。 他们相信，这一抹粉色，会让一颗
颗勇敢的心，拥有更炫的未来。

（摘自《新民晚报》10.27）

“求爱哥”冒雨求爱
忙活半小时， 摆好了表白用的蜡烛和玫瑰

花瓣，刚点上的蜡烛就让不期而至的暴雨浇熄。
这样悲催的事情没有让执著的他退却。 21 日晚
11 时许，这位“求爱哥”在华南师范大学元宝山
宿舍下，冒着大雨，手捧玫瑰，坚持 40分钟，终于
等来了心仪的女孩。 男生是武汉体育学院大二
的学生。 网友们在为他的坚持感动的同时，也纷
纷调侃：“体院的小伙果然是身体好。 ”

（摘自《楚天都市报》10.24）

重庆一小学课堂发卫生巾
近日，重庆江北区米亭子小学六年级的老师，在课堂上给女学生们发放了一

包卫生巾和一本青春期健康教育读本。 发放卫生巾的活动系江北区教委统一部
署，且该活动已持续了十余年。 对此，学生家长和教育专家均认为，这是青春期健
康教育的一部分，是值得赞同和提倡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发放卫生巾前，一定要
先向学生们进行相关的青春期健康教育。

（据中新社 10.22）

河南商丘一高校花费 3 万元人民币定制了 99 辆自行车投放校园， 供学生免
费使用。校方表示，此举一方面为了方便学生的学校生活，另一方面也为了培养 90
后大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这笔投资很值得。

（据中新社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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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小学取消“几道杠”
在武昌实验小学，小队委、中队委、大队委袖标上的标志一道杠、两道杠、三道

杠，被一个印有“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的徽章所替代。 校长表示，目
的在于淡化校园“官本位”思想，并与志愿服务衔接。 徽章上除了有这几个字外，还
有由太阳、向日葵、代表学校名称的英文字母等形象元素构成的校旗 LOGO，鲜艳
而动感。

（摘自《深圳晚报》10.25）

南京小学开汽车课
汽车构造、汽车装备生产线……你能想象这些复杂的概念进入小学三四年级

学生的课堂吗？ 近日，在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的公开课上，老师就上了一节“汽车
课”， 带领学生通过真实的体验触摸抽象的汽车概念。 学校曾对本校学生做过调
查，发现家里有私家车的学生占了 70%，大家对“汽车”已经有了感性的认识，也产
生了一定的兴趣，才会有继续探索、了解汽车的好奇心。

（摘自《金陵晚报》10.26）

六成“月光”大学生选择硬撑
生活费提前花光了，大学生们会如何选择？ 10 月 25 日，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

院的一份调查显示，近六成学生羞于向家里开口要钱，选择“硬撑”度过。 如果真的
钱不够，大学生们各有过法：一般都会向好朋友先借用；或者动用自己的私房钱；
还有的同学则找一份“日结账”兼职，来缓解这种经济压力。

（摘自《武汉晚报》10.26）

近 8成大学生提笔错字
尴尬、沆瀣一气、戊戌变法，这些词你能写对吗？ 近日，中南民族大学学生组织

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以填空的形式让被调查者在题板上填写正确的字。143名受
调查的大学生中，完全写对 10个词语的只有 12个人，约 10%左右的学生错了七八
个字。 调查还显示，72%的大学生有过一整天或者几天没写汉字的经历，其中 23%
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有电脑，书写并不重要。

（摘自《武汉晚报》10.23）

徒步两小时拎着饭罐上学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雨冲乡油杉小学地处

深山，6 个年级的 98 名学生分别来自周边的村
寨，上学路途遥远，有的学生从家到学校要走两
个多小时山路。 为了上学，他们每天都要准备一
个饭罐， 从家里自带一罐饭到学校当中午饭，到
开饭的时候，饭菜已经冰凉，没有一丝热气。下午
4 时许放学，徒步一两个小时回到家后，才能吃
上一天中唯一的一顿热饭。

（摘自《中国青年报》10.26）

河南一高校投放免费自行车

选举小干部男女一比一
22 日，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少先队大队干部选举启动，48 位候选人的竞选

视频在校会课上首度亮相。有意思的是，48位候选人里男女生人数各占一半。副校
长徐晶说，小学阶段小干部阴盛阳衰很普遍，因此，该校近年来在选大队干部时有
意设定了“男女 1：1”候选人选送规则，以此来缓解男生危机。

（摘自《新民晚报》10.24）小学生课上试吃糠菜
近日，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的同学们上

了一堂美食课，不过吃的却是米糠和野菜，学生
发现，和糠菜团子相比，平时不爱吃的食物、随手
丢掉的饭菜，竟是那么可口。 原来，调查学生的用
餐习惯是学校安排的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学校负
责人说，该活动旨在加强学生自觉按照道德和纪
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强化节俭意识。

（摘自《郑州晚报》10.24）

40天花掉上万元班会费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被曝出

“天价班会费”，开学仅一个月，一年级的班会费
竟有 27 笔不同种类的开支， 其中竟然还包括

“请钟点工打扫卫生花了 150 元、 定做橱窗、柜
子 3680 元”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支出，总金额高
达 13861 元。 而这些是家长委员会私自收取的
班会费。 家长们表示，这些支出项目，都是为了
孩子好，没有什么是不必要的。

（摘自《钱江晚报》10.26）

孩子没 iPad罢写作业
不给玩 iPad 就不肯写作业，南京二年级的

小学生豆豆让父母直挠头。事实上，像豆豆这样
痴迷电子产品的小孩并不在少数， 这些原本属
于成人世界的产品迅速成为孩子们的玩具。 而
家长们对于 iPad 等电子产品“低龄化”的现象
也各执一词。 专家建议，“细心选择，谨慎使用”
可以作为父母给孩子使用 iPad 等电子产品的
原则。

（摘自《扬子晚报》10.25）

每晚陪读家长好头疼
日前深圳有不少家长反映： 有老师为小学

低年级孩子布置书面作业， 且几乎每天让家长
或督促、或辅导、或检查孩子完成情况。 家长们
抱怨， 被迫重度参与孩子家庭作业让他们十分
头疼，甚至有家长尖锐地指出，老师应高效引导
孩子完成课堂学习内容， 并在学校内完成相关
书面作业， 家长应带给孩子更多书本以外的实
践知识。

（摘自《南方日报》10.24）

月薪不惶恐标准引热议
近日，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

“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
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 9000 元左
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 5000 元上下
浮动。 但在洛阳，同样月收入千把块，修鞋匠知
足，应届毕业生却深感焦虑；而不少市民表示，
不论月薪高低，隐忧各有不同，有多少钱，就过
多少钱的生活。

（摘自《大河报》10.23）

大学教室实行固定座位
10 月 22 日， 广州佛山科院机电学院拟实

施固定座位纠正学风，减少学生逃课现象。对于
大学实施这样的政策， 在新浪微博发起的小调
查吸引两百多名网友参与，74.3%的网投票“不
赞成，对防止逃课作用不大，破坏大学气氛”，但
也有 25.7%的网友表示“赞成，对大学生养成良
好的上课习惯有很大帮助”。

（摘自《广州日报》10.23）

6名初中生
压力大翻墙出走

咸宁市崇阳县一所中学 6 名初三学生趁
着夜黑，翻过学校 2 米高的院墙，结伴出走来
到武汉。 经过全力寻找，学生们相继在武汉和
浙江被找到。学生们说，为了避免家长找来，把
手机卡都丢了。出走的原因是，学习不好，老师
和家长都管得太严格了，不想上学，想到外面
闯世界。

（摘自《武汉晚报》10.27）

90后实习生
不听使唤拒订盒饭

“前几天和电视台某主任聊天，他说一周前
来了几个实习生。开策划会，他对其中一位实习
生说，麻烦你开完会给大家订盒饭，我请客。 该
实习生认真地说，对不起，我是来实习导演的，
这种事我不会做的。 ”自 10 月 16 日发帖起，这
条微博被转发近 8000次。 不少网友认为使唤实
习生订盒饭、买咖啡等是职场陋习，实习生敢于
挑战权威，拒绝领导，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表现。

（摘自《解放日报》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