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说2019年中考体育将以30分计入总分，2020
年还有可能增加，我家孩子体育差，对中考会有影响
吗？”“听说1分之差，就可能落后3000人！”日前，福建
及外省一些城市调整了中考体育考试的内容和分
值，不少家长越发为孩子的体育成绩而紧张，各个学
校纷纷开展体育训练。(11月6日《福建日报》)

2016年，教育部制定《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体育课成
为中考必考项目，在“应试教育”地位较为稳固的传

统教育体系下，从国家层面将体育设为中考必考项
目，凸显了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大意义。不可否认，福
建省和其他一些省份调整中考体育成绩，大幅度提
升体育成绩占比，有助于各地教育机构和学校更加
注重体育锻炼和学生体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
学生体质。然而，我们又不能不为体育分值的大幅度
提升而担忧。

中考体育考试内容和分值的增加，必然意味着
学校、家庭和学生将投入更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体育
方面，在学生学习时间原本就紧张的情况下，难免让
学业负担更重。因为每个学生除掉睡眠后的时间基
本上是固定的，体育占比时间的增加，其他课业花费
时间必然相对“少摊”。

两年前，北京市有关部门对全市初一至高三年
级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80 .4%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8

小时，其中19 . 9%的学生睡眠在6小时以下。相对于多
数省份，北京学生的升学压力还是较小的，可以想
见，其他省份中学生的睡眠时间会是什么状况。就
此，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网上吐槽称：每天早上
6点半起床，8点到校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后还要到托
管班写作业或上补习班，晚上10点才回到家，感觉学
习压力很大，每天都睡不够……这已经是多数中小
学生的切身感受。

有人可能认为，体育锻炼不是可以劳逸结合吗？
或者说增强了学生体质不是更有利于艰苦的学习生
活吗？然而，事实却是学生和家长必然会为了可能的

“多一分体育分”而增加训练时间，正常的上课时间
总不能去“游泳”或“长跑”吧？而为了“拼成绩”的艰
苦训练，反而可能让学生上文化课“没精神”，这也不
是什么猜测。面对着“一分一毫”其实也不会少、不敢

少的作业，以及同样“一分也不敢少”的体育，不知道
一些学生和家长会不会真的疲于奔命。

目前，多数地方学校并不完全具备符合体育考
试安排的体育设施和场地，有的学校可能有足球场
地，却没游泳场馆，有的可能有游泳馆却没有篮球
场，为了“考分”，学生们将不得不到社会培训机构参
训，造成时间精力支出是必然的。这还没有核算到社
会上报体育科目培训班的经济费用问题。

笔者看来，为达到增加体育分值以增强学生体
质的教育目标，须在其他方面为学生“减负”。譬如科
学核算和精减其他课目的时间和分值占比；再譬如
增加学校体育教学频次和完善体育场地、设施，尽可
能地让孩子们在学校就能满足“体育高分”需求。对
这一正当的合理的需求，有关职能部门应未雨绸缪、
科学统筹。

10月末，麦当劳中国宣布从11月1日起，在北京
10家餐厅试点吸管减量方案。这只是全球“限塑风
暴”的一个缩影，当月，万豪国际也表示将在全球
超过6500家酒店和度假村停用不可降解塑料吸管。
(11月6日《新快报》)

据了解，一次性塑料吸管目前使用量很大，仅
星巴克每年就要消耗掉10亿只。由于塑料吸管小，
难以回收利用，无法降解而污染环境危害生态。据
有关报道，目前人体尿液里和河流中都检测出塑
化剂成分，这些都表明治理一次性塑料垃圾问题
已经刻不容缓。

要注意到，洋餐饮集体放弃使用塑料吸管，并
不是完全出于环保责任的自觉，也有政策法规推
动的因素。今年，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了限制或禁用
塑料吸管的规定和计划，10月24日，欧洲议会一审
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新法令草案，决定自2021
年起欧洲市场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

洋餐饮弃吸管对控塑的积极示范效应值得点
赞，更需要我们思考。推动控塑限塑，需要我们将
环保共识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共识、商家的行动共
识和消费的认同共识。一方面要出台减少和禁用
的政策法规并严格执行，一方面要鼓励生产销售
可降解塑料吸管，这是治本之策。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一同学在网上购买一迷
你小香猪被骗，猪猪一点都不迷你。11月5日，学
校一名老师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只“小香猪”
因太大被学院发现，该同学也被全院通报批评。
一位老师称，这只“迷你”小香猪已经被家长接
回家。(11月7日东方网)

大学生在宿舍养宠物的新闻并非是首次出
现。大学生在宿舍养宠物是不妥当的。首先，因
为养宠物需要成本，而大学生自己没有创收能

力，再养宠物，即便没有被学校发现，也会给家
庭带来经济负担。其次，大学生宿舍养宠物影响
同学关系，更何况，由此引发的疾病传染等也不
容小觑，这就会因小失大。进入大学校园，大学
生需要多些自律，对自己的行为学会负责任。更
何况，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矩。既然学校有“禁养
令”，就应该遵守，而不能因为爱心泛滥或任性
逾越规矩。

(文/杨玉龙 漫画/张建辉)

近日，安徽亳州市区风华中学一位学生家长
向媒体反映，在老师的推荐下，很多家长在手机
上安装了一个叫“好分数”的软件，主要功能是查
分，学校联考、班级考试班里成绩出来后，家长需
要登录软件查看孩子的各科分数，但如果还想知
道孩子的考试名次，就需要付费了。通过收费看
排名，有些家长不理解，特别是一些学校经常更
换此类应用软件，家长们觉得花钱的同时更花费
精力。(11月6日《北京晚报》)

按理说，把学生的成绩、试题完成情况等发
到专门的软件上，属于教育智能化的一部分，能
给学生查遗补缺、家长监督提供便利。然而，软件
运营商针对学生或家长查看成绩排名、考试分析
等内容收费，就让这项服务变了味，就与教育的
宗旨背道而驰了。

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明
确规定，中小学要控制考试次数，考试成绩不进
行公开排名，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
准。学校将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信息通过软件公
开，依然没有跳出“分本位”的思维模式，属于违
规行为。另外，公布学生成绩和考试分析是教育
的分内事，是学校、教师的职责，学校把这些分内
事外包给软件运营商，让家长购买服务，背离了
教育的基本职责。相关查分软件的运营都属于商

业行为，教师以“推荐”的方式指定家长购买使用
某款查分软件-——— 教师推荐了，哪个家长好意
思拒绝呢？这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也侵犯了作
为消费者的家长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有
强制交易之嫌。一些学校的教师要求家长频繁更
换付费查分软件，既耗费了家长的精力，给家长
带来了不便，也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目前，付费查分软件市场发展很快，出现了
很多种版本，据调查，仅“七天网络”一款查分软
件就已经“登陆”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等多地的中小学，在安徽合肥，签约使用该软件
的学校已超过150家。在付费查分软件市场发展
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学校或老师的“推荐”以及
家长的不理解、不情愿，可以说，与付费查分软件
有关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共性的教育问题。

学校把教育分内事外包给有偿软件运营商，
与滥公布学生成绩排名、滥收费的软件运营商合
作，甚至默许、支持、纵容软件运营商的做法，丢
了教育责任的“分”，丢了教育公信力的“分”。笔者
以为，教育部应该对此问题引起重视，会同市场
监管、网络监管等部门，整饬查分软件市场，规范
软件服务行为，规范教育行为，取缔软件的违规

“增值服务”，督促教育职责的回归，维护家长和
学生的合法权益。

洋餐饮弃吸管

对控塑的启示意义
□ 房清江体育实分制后课业负担需统筹解决

□ 毕晓哲

不能容许查分软件违规运作

□ 李英锋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各类近视矫正机
构众多，一些机构打着“轻松摘镜”“恢复视力”等宣
传口号，收费动辄上万元，不仅成效甚微，有的还
对孩子视力造成损害。(11月6日新华社)

有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
一。青少年近视率高企，带火了近视矫正市场。但
近视矫正市场却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一些视力矫
正机构宣传“60天轻松摘镜”“按摩一个疗程，让你
视力快速恢复”“专属高效仪器训练，近视恢复不
再困难”，市场上的各种治疗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包括针灸、烟熏、理疗、佩戴电疗仪等。矫正视力花
费不菲但多数机构都缺乏诊疗资质，如不少视力
矫正机构只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缺少诊疗资
质和专业人员。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的《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建
议，将青少年近视率纳入政府考核指标。目前，不
少近视矫正机构，不仅不能帮助孩子恢复视力，反
倒让孩子的视力变得更差。对于这种乱象，亟待予
以遏制。对此，需要提高诊疗性视力矫治人员资质
门槛，制订严格的视力矫正诊疗标准。要改变相关
部门对近视矫正机构的监管存在多头管理的毛
病，家长也要对视力不良有正确的认识，不要轻信
商家的虚假宣传。防控青少年近视，重在预防，要
帮助孩子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只有综合施策、多
方发力，才能合力为孩子们“擦亮眼睛”。

近视矫正市场

急需“矫正”
□ 戴先任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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