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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中考“提分数”
教学也要“补短板” ■ 木须虫

从2021年起，绝大多数省份体育中

考分值都会增加且幅度较大。12 月 14

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关于体

育中考改革的最新消息。教育部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目

前全国已经实现体育中考全覆盖，分值

从 30 分～100 分不等。（12月 15日《南

方都市报》）

从考试招生制度入手，直接将中考

体育与语数外分数并列，让其具有主科

的地位，对于学生真正重视体育锻炼并

动起来，刺激将会立竿见影。然而，在中

考的刺激下，重视体育的目的，很可能不

是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运动技能，而是

为提高体育分数，应试体育的怪圈。比

如，篮球绕杆跑满分了，并不代表学生会

打篮球、喜欢打篮球，结果通常是中考完

了他一辈子都不再碰篮球。

真正重视体育，是要让孩子和家长

把体育当成成长营养、生活习惯，体育

教育起到保证运动时间、激发运动兴趣

和教授运动技能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

满足获得分数的工具。

所以，体育成主科不能只是导向的

回归，更应是体育教育价值的归位，以

考促教而非以教适考，真正考验的是学

校的体育教学，而非学生的体育考试。

相对于学生适应中考，学校体育“怎么

考”“怎么教”才是最突出的难点，毕竟

在当前的中小学，体育教育体系还比较

薄弱，也要加快补短板。

一方面，需要逐步制定和完善科学

合理的体育中考的考试评价方式，防范

过度的应试功利，以此来指导体育课的

开展。如中考体育考三次，每年一次，

三年的成绩综合计算成为中考的成绩，

将考察贯彻全过程；又如兼顾体质锻炼

要求与运动兴趣培养的“必测+选测”的

模式，为学生注入运动兴趣导向。

另一方面，则需要完善学校体育教

学的监督与评价，保证按教育大纲要求

开齐体育课，保证学生课间经常性体育

运动锻炼的时间，真正提高学校体育教

育的地位，保证师资力量，督促提高体

育教学水平，使得体育教学与“主科”相

匹配，实至名归，成为教育平等的主角。

非常道

吴尊友提醒
曾发生疫情地冬季再发概率大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一般来说，曾经发生过疫情的地方，

在冬季再次发生疫情的概率比其他地方

会大。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会发

生疫情，所有涉及境外人、物进入的地方，

都有可能发生疫情。提醒：冬季来临，做

好个人防护，不放松！

@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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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习惯更容易“招噩梦”

美国《健康之友》杂志官网介绍了几

个会妨碍睡眠、招致噩梦的坏习惯：1.开

着电视睡觉。睡觉时可以放点海浪声之

类的轻柔音乐，有助人体放松进入深度睡

眠。2.生气吵架。睡前不要与人争吵，负

面的语言和声音会令人睡不好觉。3.睡

前吃辣。睡觉前吃奶酪、辛辣食物等会影

响消化，使人处于兴奋状态，容易让人做

噩梦。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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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绿色转型再快一点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于近日转发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邮

政局等部门出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快递

包装绿色转型的意

见》。《意 见》提 出 ，

2022年实现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

到85%，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700万

个。到 2025 年，电商快件基本实现不再二

次包装，快递包装基本实现绿色转型。（12

月15日《工人日报》）

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数据是，仅我

国快递包装每年使用的胶带总长，就可以

绕地球赤道 425 圈。快件包装导致的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不可小视。

因此，这次提出的“快件不再二次包

装”规划，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是用绿色

转型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治理的一次

“大型赛跑”活动。《意见》提出，到2022年，

快递包装领域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健全，

基本形成快递包装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制定实施快递包装材料无害化强制性国家

标准，全面建立统一规范、约束有力的快递

绿色包装标准体系；电商和快递规范管理

普遍推行，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

到 85%，快递包装标准化、绿色化、循环化

水平明显提升。到 2025 年，电商快件基本

实现不再二次包装。

有了时间表，就有了新动力。但是，对

于快递公司来说，也不能只是“跟着时间表”

跑，还需要多些主动作为，多些“抢跑”的勇

气，“逼着跑”不如“主动跑”，尽管规定的时

间是到2025年才完全实现“不再二次包装”，

但是需要知道的是，不再二次包装的快件越

快越好。“早一天”比“晚一天”更好，“早一

天”就能早一天减少污染，早一天减少浪费。

快递公司需要早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

就要为“不再二次包装”而努力，能够“不需要

二次包装的”就尽量不再二次包装，只要对

于商品的安全没有影响，就要积极尝试。要

尽可能使用绿色包装，循环包装，目前绿色

包装产品已经出现了不少，不能只考虑“成

本的问题”，还要考虑“环境的问题”，减少包

装维护环境，是快递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

“名店”灰色产业链亟须依法斩断
■ 杨玉龙

时事乱炖

“评啥啊！2000元一块，交钱拿牌子。”

名小吃、名餐饮、名品牌……如今，一些餐

饮店尤其是“网红店”内，经常可以看到金

光闪闪的奖牌。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奖牌

可以通过数千元在颁发机构购买。与此同

时，通过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进行

查询，这些奖牌的颁奖单位大多无备案信

息，注册地址、官方电话等信息亦存在疑

问。（12月10日《北京晚报》）

经营者悬挂奖牌虽可，但是这些奖牌

货真价实最重要。否则，花钱买奖牌，不仅

是对消费者的蒙蔽与欺骗，对自身声誉也

会产生不良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可以花钱买奖牌的

情况下，一些商家悬挂的奖牌落款单位，诸

如“中国绿色品牌统计协会”“中国品牌认

证委员会”等单位，均未能查询到登记备案

记录。也就意味着，这些“单位”很可能是

“山寨社团”，而其目的就是敛财。这样的

行为，无疑是对市场的干扰与戕害。

对于上述现象，市场经营主体当有清

醒的认识。从法律层面讲，如果店家制作

悬挂的奖牌奖杯是虚假或山寨的，根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则可能构成虚

假宣传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于此，商家悬

挂奖牌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均应该依法

诚信。须知，弄虚作假，不仅是对消费者的

欺骗，更是违法行为，并且难逃法律制裁。

同样，市场监管部门应当重视起来。

最基本来看，对山寨组织须坚决清理，即便

是对类似奖牌授予单位要完全清理干净难

度比较大，但也不能忽视的是，任由此类现

象存在和泛滥，终归对市场不利。当然，这

同样需要公安、民政和市场监管部门等，通

力合作，既及时发现挂假奖牌行为，更须对

其背后的非法产业链给予精准打击。

此外，也应在规范奖牌上施力。毋庸

讳言，企业希望能有个名头装点门面，一旦

在权威评选中评不上，就很有可能寻找其

他门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各类

评选更为规范，也就不至于被不法商家钻

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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