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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议论风生
11 月 17 日，贵州多家媒体播发了一则特殊“检

讨”：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福泉中学一名聂姓女教师
因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严重违反了《道路
交通安全法》，向全市人民道歉。除此之外，聂姓女
教师所在的福泉中学副校长也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11月18日上游新闻）
除聂姓女教师在媒体公开检讨外，当地媒体还曝

光了多起市民交通违章行为，包括行人横穿马路、闯
红灯、驾驶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不戴安全帽等。曝光信
息中，多是对违章者进行了马赛克处理的照片以及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而对聂姓女教师的曝光却是在媒
体上时长45秒的公开检讨，有图有真相。这很容易使
人联想到，先前发生的某地某教师在“不该卖菜的地
方”买了菜而受到处理，在教师节放假后几位教师自
费聚餐受到追责这样的事。为啥偏偏对教师搞“特

殊”？很能拨动人的神经。其实，无论对谁，搞非法曝
光都是不应该的。像这样的曝光，怕是没有明确的法
律依据，即便算不上违法，但也未必合法。

曝光交通违章者,虽然也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其
主要目的并非制裁违章者,而是震慑、警示公众不要
违章。但好的初衷是否与好的结果相统一，还要看
手段是否文明合法合常理。文明是什么？首先是
法治思维，如果缺乏法治意识，任凭街再亮、地再
净，也算不得文明。对不文明行为的治理，理当本
着法治原则，“过罚相当”，如果过了头，最终伤害的
还是文明。

从执法效果上看，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公开性，
以及快速性、权威性，使得实施的批评行为有巨大的
社会影响。法院曝光“老赖”，让“老赖们”深感“赖”
字附身如芒在背，千方百计筹款还债，法律的尊严得
以彰显，受害人的权益得以保障。但这种曝光并不
是头脑发热的行为，而是基于法律的许可。行人轻
微违反交通法律被曝光，诚然可以教育违章者本人，
影响其亲朋，更让公众警醒。但曝光的分寸怎样拿
捏，却不能不讲究。

个人信息曝光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会克减违

章行为人的权益,对其名誉权、隐私权等造成实际影
响。即便被法院判定有罪，如果没有被剥夺政治权
利，那么媒体也不可以在当事人不允许的情况下公
布肖像特征等个人信息。在隐私权让渡缺乏法律
许可的情形下，过度曝光就是对正当私权的伤害。
这对文明的破坏只能是更加强烈。在聂姓女教师
曝光检讨事件中，还株连到其所在学校的常务副校
长，也代表学校在当地媒体上亮相表态。这种株连
之法，是封建社会的陈规旧律，为现代法治文明所
不容，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消解，是显而
易见的。

滥用曝光是否太过，至少从两个方面考量。一
是这样曝光是否于法有据，利用媒体曝光交通违法
者相貌、图像及姓名等个人信息，有影有声，本该于
法有据,但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对此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此举合法性值得存
疑。二是违法者虽然触犯了交通法规,但其合法的隐
私权依然受法律保护,为加大惩罚力度、增加震慑效
果而拉到媒体上亮相，并把与城市交通并无必然联
系的个人信息晒出来,不仅确有超出必要限度之嫌，
也不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

女教师人行道骑车 被“示众”不像创文手法
张全林

鲲鹏频振翅，执笏两朝中。
本色陶元亮，疏达柳河东。
东皋三斗酒，北场几耕躬。
不见齐梁粉，先河自有功。

王绩是初唐为数不多的既在隋朝做
过官，又在唐朝做过官的诗人。作为诗
人的王绩，生活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是幸运的。一个王朝取代另一王朝，此
间有多少是是非非、酸甜苦辣、生离死
别，别人是体会不到的。王绩少有鲲鹏
之志，才华横溢。他有大量诗文传世，他
最大的成就还在诗歌方面，《野望》是他
诗歌的代表作。

《野望》是初唐最早的五言律诗之
一，描写诗人辞官后的隐居生活，表现出
诗人的彷徨与无奈等复杂情感。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诗人
辞官后，回到家乡绛州龙门，在东皋、北
山一带隐居，自号“东皋子”，过着像陶渊
明一样的耕作、饮酒、交友、写诗的田园
生活。所以这里的“东皋”化用了陶渊明

《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的诗句，
点名自己归隐躬耕的生活。但王绩的归
隐又不像陶渊明那样淡泊放达、自足自
适，他还有许多东西不能释怀。在这样
一个秋日的黄昏，他望着无边辽阔的秋
野，他徘徊，他沉思。这样的生活真是我
最后的归依吗？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曹操

《短歌行》“月明星稀，鸟雀南飞，绕树三
匝，何枝可依”的画面，我不就是那诗中
的鸟吗？诗人无助、彷徨的心情就在首
联流露出来了。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
犊返，猎马带禽归。”秋天的手掌，扶过树
木，扶过山川，扶过诗人灰白的胡须，扶

过诗人凝望的双眼。夕阳的余晖又给山
川草木披上了轻纱，大地有了暂时的温
暖。带着夕阳的余晖，牧人驱赶着牛群
返回了，猎人骑着马带着禽也归来了。
由隋入唐的王绩，诗风清新自然，一洗齐
梁华糜艳丽的诗风，在初唐的诗坛上独
树一帜。这四句由静景到动景，由景及
人，运用口语化的语言，言近意远，给我
们描绘了一幅秋日夕照晚归图。清学者
翁方纲在《石洲诗话》里写道“以真率疏
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鸢凤群飞，忽
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这四句最能
代表翁方纲的评价。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一联再
次引用典故表达了作者无助、无奈、彷徨
的情感。周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不愿
做周的臣子，在首阳山上采薇而食，最后
饿死了。眼前的东皋山野，眼前的牛马野
禽，眼前的牧人猎户，诗人是熟悉的，又是
陌生的。田园生活固然闲适，但王绩心有
不甘。在入世和出世关系的处理上，王绩
既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抱节守志，也不
能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而恬淡自适，只好半出半入，在彷徨迷
茫间，聊以古人自慰。

袁行霈先生这样评价《野望》：“从贵
妃堆里走出来，忽然遇见一位荆钗布裙
的村姑，她那不施脂粉的朴素就会产生
特别的魅力”。《野望》本色、率真、自然、
清新、朴素的特点和诗歌语言的口语化、
散文化，让它成了作者的代表作，在唐诗
灿烂的星空里，发出自己独有的光芒。

李老师读《野望》
李荣涛

唐诗解析

体育教育的主战场一定是课内

问：提高成绩，需要找培训机构吗？

毛振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体育学科首席专家）：体
育教育的主战场一定是在课内。现在，国家对
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老师也会更努力地
加强体育课的教育和教学。当然，这需要一套
更科学更完整的体育内容和方法体系的支撑，
包括：以“体育走班制”为核心的“可选择性的专
项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学生课内外身体锻炼内
容体系与方法、学生公共安全和运动安全教育
内容与方法、富有特色的校内学生体育运动竞
赛内容体系等。有了这些内容与方法的保障，
学生的力量、耐力、灵敏、速度和柔韧等素质也
会得到很好发展，他们在中考中取得理想成绩
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目前，倡导开展“体育家庭作业”，是一个新
的风向标，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将会是一个有力
的促进。如果体育家庭作业能推动有针对性的
体育锻炼，同时引起家长对学生身体发展的关
注，那么当然也会促进学生达标成绩提高，会有
利于学生体育特长的发展，而这些又反馈到学
生完成体育家庭作业的动力和积极性上。

追求8-1＞8，达到身心两健，
内外兼修

问：学习已经很紧张了，锻炼时间从哪里来？

潘建芬（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
院教授）：孩子体育锻炼的时间，一从学校安排

的体育课和体育活动中来。孩子只要保证在
学校上体育课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体育活
动（如跑操、课间操、课外活动），就可以基本保
证每天 1 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体育活动，但锻炼
的效果和强度取决于学校体育教师的安排设
计和孩子自身的投入参与。二从提高完成作
业的效率中来。在不改变现有学科作业的基
础上，如果孩子每天或隔天有必须要参加的锻
炼，孩子就能学会根据每天学习科目和留作业
情况合理安排锻炼的时间，就会抓紧时间完成
作业，只要保持相对固定，孩子就能常态化。
三从减轻课外班负担中来。如果孩子没有或
仅有个别科目的课外班，就不存在学科学习和
体育锻炼的矛盾。四从家长的坚持中来。如
果家长本身对体育自带热情，只要家长把孩子
锻炼的时间安排出来，把陪孩子锻炼当成家庭
里的头等大事，孩子就有了体育锻炼的可能。

毛振明：我们所说的8-1＞8，是说在8小时
的学习和工作时间里，拿出一个小时进行身体
的锻炼，以让左脑得以充分的休息，让右脑开始
兴奋并工作，促进大脑的合理使用和全面的发
展。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主要是指减轻左脑
的负担，减轻由于文化课学习的负担。简单地
说：左脑管的是文化课学习，而右脑管的是音体
美，我们加强右脑的负荷，让左脑积极性地休
息，可以达到身心两健，内外兼修的效果。

因人而异，尊重个性化选择

问：体育进入考试体系，是否走上应试教育
之路？如何平衡兴趣与考试这之间的关系？

毛振明：当初，体育进入中考时，有人称其为

“以毒攻毒”，我觉得这个说法未必准确，但大概
意思是对的。体育中考会造成一定的体育应试
现象，会带来一些强迫性，但其功效却是增强了
体质，减缓了学业的负担，增加了户外体育锻炼，
有利于学生们的“身心两健”。因此，这个“毒”是
一味好药，特效药，可以治初三学生完全不参加
体育锻炼，体质严重下降的这个“更大的毒”。

当年试点中考体育，与其他教育行政部门进
行中考意义的解释时，我们经常说中考体育是一
种“地位考试”，目的是让大家重视体育，重视学
生体质。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发展都是有窗口期
的，如柔韧度发展时机就是在5-12岁，力量、灵
敏度发展时机在6-12岁，这时候不发展，学生的
身体就耽误了。因此，必须加强体育锻炼。

目前各地的中考体育内容都不尽一样，大
约有120多种考试内容在实施，因此是在不断优
化的探索阶段。关于强化体育和美育在学生评
价中的占比，加强过程性评价是非常必要的。

中考体育要达成的目标是，孩子们都能认
真地学好运动技术，并将他们的学业成绩科学
地呈现在体育考试里，促进体育教育培养“终身
体育”的人，热爱体育并一生健康幸福的人。

潘建芬：其实无论测试什么，都能以测代
练、以测促练。体育测试出现学生没有兴趣、爱
好丧失、痛恨体育等情况，多数与体育教师教得
简单粗暴和学生对体育认知不足有关。

体育测试如同其他学科考试，无论测什么、
怎么测都有学生不喜欢。但如果体育测试能让
学生根据自身的身体基础和运动能力做些个性
化的选择，体育测试如同一场比赛中不同角色
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体育测试能回归运动项
目本色，就可以去功利化一些，学生就可以奔着
自己真正喜欢、适合的那项运动去训练。

（摘自《光明日报》）

体育教育会不会走上应试教育的老路
光 明

10月19日，在我市举办的安徽省第
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上，在第四
篇章“快乐运动”中，来自滁州市解放小
学的20名队员以高超的篮球技巧嗨翻全
场，将活动推上了高潮。据悉解放篮球
队是全市小学组唯一被邀请参加表演的
嘉宾团队。

身着明黄运动服的队员们精神抖擞
依次进场，队伍井然有序、步伐整齐划
一、口号铿锵有力，如同一道道耀眼的阳
光，跃动着朝气与希望。

欢快灵动的音乐响起，队员们律动
起来：单手拍球、双手交替运球、移动胯
下运球、空中抛球、持球转身、跳跃接球
……篮球在队员们手中时起时落，时前
时后，队员们玩转自如，上下翻飞，引来
观众阵阵惊呼；令人眼花缭乱的队列转
换更是配合默契，他们神采飞扬，动作娴
熟到位，张弛有度，刚健和柔美并存，青
春和阳光充溢，充分展现了解放少年朝
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成为场上最亮丽的
风景线，热烈的掌声也一次次响彻全场。

据悉，这套“篮球操”是解放小学体
育教研组根据大课间活动精神指示，将

体操与篮球基本技术巧妙结合，动作新
颖优美、节奏明快有力。篮球操改变了
长期以来学校相对枯燥的课间操，更容
易让队员们接受，有利于情绪的自我调
整，通过每天半小时的大课间活动，能促
进队员们以高昂的激情投入到学习中。
如今，篮球这项运动已经成为解放小学
全体学生共同的爱好，这项运动的开展
让每日健身成为全校师生的一种习惯。

9 月初，解放小学承接了这次的表
演任务。这是对学校篮球工作的检阅，
也是考验。全校师生齐心协力，选拔出
20 名优秀的篮球小将参加训练。大家
热情高涨，每天下午顶着炎炎烈日，练
习换手运球、胯下运球、进退运球、传球
配合等技术动作。任汗水湿透衣背，任
酸痛充盈全身，任肌肤慢慢变黑……功
夫不负有心人，队员们的技术越来越熟
练，动作越来越标准，配合越来越默契，
使整个节目向着难度高、观赏性强的标
准扎实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年强、青年强
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
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
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随着全民健身
观念深入人心，滁州市解放小学根据自
身特点，大胆创新“篮球操”“花球操”“花
式跑操”等多项特色运动应运而生，誓将

“体育强则中国强”的烙印深深地刻在每
一个解放学子的心上。

动感健身篮球
秀出少年风采

解 放

五彩路

朝气蓬勃的开幕式表演

伴随着体育中考分值的
逐步提升、高校在招生测试
中增设体育项目，人们对体
育的关注陡然升温。

体育加码，一些家长慌
了。在焦虑的同时，把目光
投向校外培训机构，期望在
中考测试中拿到满分或者相
对高的分数。为了取得好成
绩，学生需要到校外机构进
行培训吗？体育锻炼时间从
哪里来？如何平衡学科学习
和体育锻炼？对分数的执
着，体育教育是否又在延续
应试教育的老路？带着读者
的疑问和困惑，记者对专家、
老师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