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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小闹引发家长纠纷从
而导致违法行为屡见不鲜，甚至
引发家庭式聚众斗殴，有的还拉
拢社会人员参加打斗，最后产生
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案件。”

云南云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尚

显达说，“这种事最终只会两败俱

伤，回头想一想因为孩子的小争

执发生这样的事，真不值得。”尚

显达说，管理子女是父母的义务，

大家只要有正确的教育方式，即

便孩子之间出现小打小闹也无伤

大雅。 (云南网)

“网络兼职是兼职骗局的重灾
区。暑假那么热,想窝在家里又想
有钱赚,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曾经在网上兼职做录入员的

北京大学生秦皓轩说。说起大学

生兼职,人们会想到的是家教、促

销。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

学生兼职类型也五花八门。可是,

在这五花八门背后,却是各种“暗

箭难防”。

（法制日报）

2014年全国环境噪声投诉
占 环 境 投 诉 总 数 的 比 例 为
56.4%，相比 2013 年上升了
16.6个百分点。

最新发布的《中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报告 2015 年》显示。这个

由环保部发布的报告说，总体上

看，近年来，我国城市区域声环境

质量(昼间)有所下降。

（工人日报）

家长和孩子对动画要求提高了，
家长们寄希望于动画片承载除了娱
乐之外的教育功能。

近期，一张“动画片鄙视链”图在

网上热传，图片上金字塔尖是“探险

活宝”“开心汉堡店”“倒霉熊”等最

新、最流行，还没有中文配音版的各

种英文原版动画片，然后是“迪士尼”

“海绵宝宝”“托马斯小火车”等从欧

美日韩引进的动画片，最底端的是

“喜羊羊”“熊出没”“猪猪侠”等国产

动画片。 (光明日报)

现在不拼，以后就没机会了

“50分，在中考中足以改变一个

考生的命运。”张女士的儿子小伟(化

名)就读于北方某省重点初中。该省

中考体育总分50分，计入初中学业

考试总分。“平时他的水平就是 39

分，周围50分的孩子很多，大部分都

在46分以上，仅体育一门就差别人

10分，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

为了让孩子在中考取得一个好

成绩，张女士用上了非常手段：经多

方打探，她让小伟提前一个星期服

用一种含有麻黄碱的药物。“麻黄碱

能起到兴奋作用，考试的时候再喝

两罐功能性饮料，应该多少会起点

作用。”张女士说，“毕竟这是决定命

运的考试，现在不拼，以后就没机会

了。”

最终，小伟取得了 46 分的成

绩。“可能考试时拼尽了全力，也可

能是吃药、喝饮料起了作用吧。能

考到这个成绩我很高兴。”小伟说。

至于药物是否会导致不良反应以及

是否违反相关考试规定，小伟可能

从来没有考虑过。

在中考体育测试中服用含兴奋

剂的药物，并非个别现象。在另一

所中学就读的小超(化名)则在母亲

刘女士的安排下服用了另一种含兴

奋剂药物，最终取得了 47 分的成

绩。刘女士说：“如果不想点办法，

他比别人能差10多分，对孩子影响

太大。有啥副作用，等上了高中再

慢慢往回补。”

在微信上，不少家长群里都在

私下交流体育中考的“过关秘笈”。

“很多学生提前几个月就吃药，我让

小伟提前一个星期吃，已经是后知

后觉、不负责任了。”张女士说。

记者通过一些电商网站检索

“中考体育”一词，出现大量药物、功

能性饮料等结果。与电商卖家交流

后，不少店主都会主动向记者推荐

使用含麻黄碱、咖啡因的药物或饮

品。

那么，服用此类药物真的能提

高体育考试成绩吗?

一位国家级反兴奋剂教育讲师

告诉记者：“兴奋剂不是万能的，它

必须配合长期的训练才能发挥效

力，许多家长根本不懂这些，只是在

盲目跟风，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事实上，服用兴奋剂对青少年

的身心健康会造成危害。如麻黄，

属于刺激剂，可能导致失眠、焦虑、

体重降低、依赖成瘾、脱水、四肢震

颤、心速和血压增加、中风概率增加

等危险。北京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医

生田慧介绍，任何药物长期服用都

是有毒副作用的，尤其是含兴奋剂

的处方类制剂或治疗目的性较强的

药物。如果不对症的话基本等同毒

药，容易诱发身体原有的基础病。

从法律上看，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

国际公约》和国务院《反兴奋剂条

例》中都规定，严格禁止任何体育运

动参加者使用兴奋剂。在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2017年兴

奋剂目录中，前述两种药物都赫然

在列。

当中学体育异化为“应试”

除了服食含兴奋剂类药物，近

年来，为了在中考体育中多拿几分，

走后门、拉关系、弄虚作假、替考等

现象时有发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熊丙奇说：“有的学生平时不

重视体育锻炼，只是临时突击，或采

取作弊方式应对，这都是体育应试

化倾向造成的。”

当体育成为一种考试，人们似

乎忘记了，它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追求升学

率，社会和学校存在重智育、轻体育

的倾向，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休息和

锻炼时间严重不足，使得青少年耐

力、力量、速度等体能指标持续下

降，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在此背

景下，自2007年开始，国家决定将体

育考试纳入中考。

北方某省中考招生考试的一位

负责人介绍，中考体育经历了曲折

的改革道路，但初衷从来没变，目的

就是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体育考试

的设置是一种群体性选拔方式，而

非竞技性的，现在的中考体育中很

多学生能拿到满分，多数学生能考

到较高分数，只有极少数学生分数

较低，这就说明并非是通过体育考

试来选拔学生，而是激励学生认真

对待锻炼。

然而记者解到，通过中考体育

来提高学校和家长对体育的重视，

这种重视主要表现在初三学生身

上，有的学生上了高中后立马停止

了锻炼。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认为，在思想层面上，中考体育

也未能达到“培养兴趣”的目的。多

数孩子并没有喜欢上体育运动，而

是把锻炼当成“应试”手段，甚至因

此对体育产生反感情绪。熊丙奇则

指出，一些学校会组织学生专攻测

试项目，这就难以培养学生的体育

兴趣，也无法真正提高学生体质。

中考体育该向何处去

“以考促运动，终究不是一条长

远的大道。”储朝晖说，现在中学生

压力太大，根本没有运动锻炼的兴

趣和时间。现在真正该做的，是加

快教育改革步伐，给孩子们更多自

由发展的空间。

熊丙奇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

须改革升学评价制度，建立多元评

价体系，扭转唯分数论。他提倡推

进中学自主办学，改革体育教学，不

能只针对测试科目训练，否则，这样

的体育课很难得到学生欢迎。要建

立体育俱乐部或运动队，让学生选

择喜欢的体育运动，用体育运动的

表现、过程性代替测试。至于学生

和家长，则应该意识到健康强健的

体魄对自己的重要性，不能以应试

为目的参加体育活动，或者走歪门

邪道。

针对部分学生在中考体育中服

用含兴奋剂类药物问题，有专家表

示，中考体育测试理应遵守《反兴奋

剂条例》，严格禁止这一现象。目前

国家在专业运动领域对兴奋剂的管

制和查处非常严厉，但一些含有兴

奋剂成分的普通药物，尤其是中成

药，在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让一些

人钻了空子，建议相关部门引起重

视，加强监管。

专家建议，应加强对学生、家长

的宣传引导，同时对体育考试进行

相应的改革，不再“一考定终生”。

应把考核细化到平时的基础锻炼

中，真正起到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

社会、家庭和学校齐心协力，让每一

个青少年养成终身运动的好习惯。

（半月谈）

为拼中考高分不惜让娃吃药——

如何看待“应试体育”？
学生喜欢体育活

动但不喜欢体育课。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上

了12年体育课却一项

运动技能也未掌握。

多年以来，这样的情形

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并

不少见。

“青少年健康评价

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发布了一组

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

健康成果，在 2014 年

和 2016 年，对近万名

两国 7—18 岁的儿童

青少年体质抽样测试

结果表明，中国儿童青

少年身体形态指标（身

高、体重等）大部分年

龄段高于日本，但日本

儿童青少年在心肺耐

力、柔韧性和灵敏协调

性等方面高于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体

育与健康学院院长季

浏认为：身高更高不代

表我国儿童青少年的

体质健康好于日本，且

数据也显示，我国儿童

青少年的超重肥胖发

生 率 较 之 日 本 也 更

高。更重要的是，体能

指标的全面不足，说明

我国学校体育的改变

依然任重道远。

如何改变，体育课

自然是重要平台。在

体育课中，要尊重孩子

们的兴趣爱好，引导他

们在真实的运动情境

中全身心投入。一个

喜欢运动的孩子，体质

测 试 达 标 并 不 是 难

事。这样的思路，有别

于传统的“应试体育

课”，更有助于让运动

真正融入孩子们的成

长之中，受益终身。

（人民日报）

中考体育测试本是为让学生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生为拿高分，竟服食含有兴奋剂类药物。这不仅

背离考试初衷，更会危害学生健康。

是什么让学生、家长如此“铤而走险”?当体育被异化成一种应试，学生又能从中收获多少健康、快乐?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