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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就餐区”与“考研萌宠区”舆论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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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

试正在进行。在复习冲刺的最后阶段，山

东师范大学的萌宠乐园成了本周无数跟考

研有关的新闻里格外可爱的一条。为了帮

助同学们缓解考研的压力，学校在校园里

设立了一个“萌宠区”，同学们可以在这

摸摸小马、喂喂小羊、撸一把羊驼、跟梅花鹿合个影，在紧张的复习之余换一换

脑子。

同样是本周，另一条发生在校园里的新闻却显得不是那么轻松，说四川成都

某中学在食堂划分出了“学霸就餐区”，不但在地理上跟其他同学区分开了，在

料理上好像也有点特权，从现场照片看，学霸就餐区从餐具到菜品都明显比其他

同学的高级。

为什么“考研萌宠区”得点赞，“学霸就餐区”却被诟病呢？

首先是因为大家看到这两个新闻的照片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自己带入进去。

“考研萌宠区”的照片里，冬日暖阳下的树林中，几个同学脸上丝毫没有即将迎

来大考的紧张和焦虑，几只手同时埋进羊驼毛茸茸的大脑袋里，那真是隔着照片

都能同样享受到学校提供的心理按摩，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校方为营造温馨、有

活力的学习环境做出的努力。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学霸就餐区”的照片中远比其他同学豪华的餐具

菜品，也很容易把自己代入进去。但是，这一次，恐怕绝大多数人代入的都不是

照片前景里那几个学霸，而是照片背景里那模模糊糊却熙熙攘攘的其他同学。因

为不论是一个高中还是日常生活里，拔尖的永远是少数，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

是那个默默努力着的普通人。在这个事件中，大多数人恐怕没太多心思替那几位

所谓学霸们自豪，大家反而会天然地站在普通人的视角上，感觉到了失落和不公

平。同时，坐在被人为跟其他同学分隔开的位置、吃着不一样美味的所谓学霸们，

可能也并没有体会到什么优越感、也很难有那种学校希望他们体会到的被奖励的

感觉，他们恐怕反而会有点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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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成功的“考研萌宠区”还是失败的“学霸就餐区”，学校主动尝试创

新管理的初衷都是值得肯定的，尝试创新了，就一定比对学生的进步视而不见强。

但是，出发点再好，走错了方向也是白搭。通过舆论对这两次尝试的截然不同的

态度，我们也应该看到，对“成功”的单一的定义、优绩主义、唯分数论等等旧

观念乃至错误理念，不但在教育领域已经跟现代化的人才培养工作格格不入，更

逐渐被更多领域乃至被社会通识所质疑。

近日，浙江某大学推送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标题是“67656 分之 24”，说有

24 名同学在 60000 多学生里脱颖而出，拿到了学校最高层次的奖学金。正如网

友们所说，这种价值观，并没有让当分子的 24 名同学显得更优秀，反而会让人

发出“学生已经沦落到用分子分母来衡量了吗”的感慨。毕竟，如果优绩主义的

眼睛只看得见所谓分子，而对一个个、很多个各有所长、各有所需的活生生的学

生看成分母、视而不见、看成是“0”，那么这样的教育，就像“0”做除数一样，

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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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对于类似“学霸就餐区”和“考研萌宠区”这样的学习空间设置，你有

何看法？

2.以“学霸就餐区”和“考研萌宠区”为例，如果引入更多科技元素（如

智能学习系统、心理健康监测等），你认为这将对学习者的体验产生哪些积极影

响？同时，如何在利用科技提高效率的同时，确保不削弱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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