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校园长跑猝死事件时有发生，大学生
体质问题持续引起社会关注。近日，北京师范大学
提出，将对2016级本科生的课外锻炼实行运动打卡
考勤，未完成规定次数，将影响体育成绩及奖学金
评定。记者了解到，在校学生实行运动打卡，此前
已有一些高校试水，而在执行过程中，也伴随着学
生对运动被“强制”的质疑，以及执行过程中的管
理问题。(8月2日《新京报》)

大学对学生运动进行考勤由来已久，打卡从
指纹发展到“刷脸”，再到如今的手机APP，变化的
只是打卡的技术手段，这些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大学生体质弱的问题。大学生体质弱的确是
因为缺少经常性的体育锻炼，深层次的原因则是
缺少体育锻炼的内在动力，即真正理解体育锻炼
的重要意义，并能够在锻炼中享受到身心的愉悦。

很明显，这并不是简单强制能够解决问题的。
从一些大学推行的“运动打卡”管理来看，尽管把
大学生们都从宿舍里逼了出来，但是“出工不出
力”，乃至打卡作弊的现象屡见不鲜，锻炼的质量
大打折扣，如此，别说是一个学期锻炼30次，就是
一天一次，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究其原因，归根
结底还是没有最大程度调动学生锻炼的积极性。

体育教育要解决的是学生锻炼过程与锻炼目

标统一的问题。首先要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运动
兴趣，帮助学生找到喜欢的运动项目。而从多个高
校的“运动打卡”来看，几乎千篇一律定位为跑步。
跑步确是最简便的运动方式，却又是比较累而又
最枯燥的方式，即便是有运动习惯的人都很少选
择跑步，何况许多大学生从小就缺乏体育锻炼，更
不愿意跑步。体育原本的意义是通过游戏的方式
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这也是各种球类项目、技
巧类项目更受人欢迎的根本原因。

因此，引导大学生经常性体育锻炼，要让学生
有充分选择的余地，赋予自由灵活的空间。比如，
大学加大体育设施设备的投入，培育特色体育，引
导学生成立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俱乐部，激发学
生对体育参与的兴趣，吸引更多学生参加自发的
体育活动。

其次要强化对大学生体育锻炼的目标导向。
提高学生体质是最终目的，而更重要的是应把这
种目的定位于引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据此来设计指挥棒和改进大学体育教育、健全科
学的体育锻炼评价方式。比如，拥有至少一个体育
项目兴趣并经常性参与锻炼、拥有良好体质是合
格大学生的必备素质，与学生的奖学金、评选表优
挂钩，确立激励的导向。又比如，以大学生体育运
动兴趣为中心，建立多元化体育教育培训体系以
及测试评价体系，而不是拿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
当作考试测试的唯一标准。

“运动打卡”折射教育的“填鸭思维”，强制与
管控的背后，其实是大学体育教育理念、方式的落
后与粗放，让大学生体质强起来，大学体育教育也
要先活起来。

站在路边的陈先生遇到了边开车边看手机
的司机高某，高某驾车将陈先生撞伤致死，并
导致其他两辆车在事故中发生损坏。8月1日，
高某被控交通肇事罪在北京石景山法院受审，
法院当庭一审判处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8
月2日《新京报》）

不可否认，开车玩手机危害极大，导致悲
剧频发。2014年10月24日，江苏镇江一司机驾
车7分钟不到，4次掏手机，共低头39次，结果
撞死一名骑自行车的老人。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
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对违反上述规定的驾驶人处200元以
下罚款，并记2分。

司机开车玩手机被判刑，具有破冰意义。
在今年的珠海市两会上，民进珠海市委员会提
出了一项关于开车期间玩手机入刑的提案。立
法部门应考虑将开车玩手机等“盲驾”行为入
刑，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依法重典“盲
驾”等违法行为，根本目的在于规范司机的驾
车行为，提醒大家要依法行车，这是对他人生
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生命权益的珍视。

这两年，高招咨询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家长很
忙”，学生大多只是“小跟班”，甚至有的考生根本
不来咨询会，完全由家长代劳。

每年媒体都乐此不疲地提醒家长，不要“包
办”孩子的志愿填报。但除了家长的强势“包办”，
还有不少是因为学生自身的“选择困难”。真正有
想法、能够权衡自己兴趣的学生并不多。当然，这
也取决于父母能否尽早培养起孩子的独立意识。

帮助孩子走出对专业的“选择困难”，学校教
育同样不能袖手旁观。上什么大学、选择什么样的
专业，不能等到分数出来的那一刻才开始思考。专
业的“选择能力”不仅涉及对自我的认知和发现，
也涉及对外部信息的搜集、甄别，更为重要的是培
养主动发现的能力，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家长包
办”不过是教育引导缺失的一个恶果罢了。(8月2日

《中国青年报》)

“水煮+烧烤+蒸笼”，在酷暑难耐中，8
月1日，济南迎来一场“爽雨”，全民叫好。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还有多场雨。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又称“七下八
上”）是我国北方地区的雨季，气象和防汛部
门把它视为防汛的重点时期。可是，一些街头
巷尾的议论显得缺乏责任感：“全民动员，阵
势不小，可未见大暴雨肆虐到多大程度，真有
些白浪费了。”“只要这几次强降雨能抵挡
住，今年的城市防汛无须再兴师动众和箭在弦
上紧紧张张了。”

回头看，在今年主汛期到来后，我省很多
城市确实没有大面积发生内涝，当然，也并非
全是安然无恙。比如，7月19日之前的短时间
强降雨，造成济南东部殷陈铁路桥底下等地方
又出现汽车“趴窝”和“观海”奇观，这种明
摆着的事情，起码折射出我们的城市防汛基础
设施并非固若金汤。

需要看到，近期连续的几场强降雨，尽
管通过科学应对，有惊无险，但无疑也是对
我们城市应对极端天气本领的综合检验和大
练兵。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宁可十防九
空，不可失防万一”。防汛抢险队伍一时没
有派上用场，并不能说明今后就一直安稳，

在预防汛期安全隐患方面，特别是事关百姓
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上，不能细算不浪费的
小账，必须有长远眼光和大局观念。否则，
恰恰可能由于一次没有及时应对，就会发生
大的问题。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时
期，任何“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行为都是
要不得的。如果对极端天气出现失守，没有
任何防备，致使出现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和安全的后果，这才是人们所不愿看到
的。

必须认识到，在防汛上不能有“固定概
念”，有时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确，要防备意
外情况，一次模拟应对大暴雨可能只是防汛工
作的“开幕式”而非“闭幕式”。为此，各级
必须在近期组织城市防汛全方位大应急的基础
上，密切结合面临的新情况，对所有应急预案
进行再“对表”，搞好补充完善，切实做到有
的放矢，使其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不是
把防汛预案锁进“抽屉”，特别是不能搞所谓
“押宝式”防汛。

一言以蔽之，面对极端天气，齐心协力才
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才能战胜困境。只有各
方发力共同上阵，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才能
打赢安全度汛这一仗。

作 者/ 唐春成

将个人相关言论在“朋友圈”发布，是当前年
轻人十分热衷的表达方式，殊不知这样的举动也
可能惹上官司。成都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前员工
陈某就是一例。记者近日从成都市金牛区法院获
悉，该装饰公司以其名誉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提
起诉讼，陈某被判败诉。（8月3日《四川日报》）

事情源自陈某因与该装饰公司在工作中发
生矛盾而离职，并写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辞
职报告》，内容包括“公司七宗罪”“核算部
就是一群傻子”“全公司都是警犬”“公司行
政和后勤部都是吃屎的”等等一些词句，并将
其随意发到自己的QQ空间、微信“朋友圈”等
网络社交平台，因而惹上了官司。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的朋友圈成员达100余
人，已具备影响较大、传播速度较快的相应规
模，其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前述内容的
行为，会致使公司名誉及名誉感均受到损害。
因此判令，陈某立即停止对该公司的名誉侵权
行为，并在本地权威报纸刊登赔礼道歉声明，
为该装饰公司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此案无疑为那些喜好发表“高见”的各路
“大侠”们提了个醒，无论自己的QQ空间，还
是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平台，都不是法
外之地，都不是自家的“后花园”，发言不能
触碰法律“红线”。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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