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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对
皮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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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了呼吸道疾病
怎么吃好得快

避开心理“暗礁”
是一番怎样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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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
冰壶比赛

本报讯（记者范洪岩）日前，教育部
印发《关于做好冬季学校流行性疾病防
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切实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控工
作，保障师生健康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并提出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可不做硬
性要求。

《通知》强调，一是要高度重视多病共
防，针对可能出现的多种流行性疾病流行
期重叠、流行峰值交替的情况，因时因势
因地做出科学有效应对，扎实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二是加强监测预警干预。各地

要加强疫情监测体系建设，重点落实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的晨午检制度、传染病疫情
报告制度、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度
等。三是强化日常健康教育。各地要开
展全覆盖、多形式的新冠感染及其他冬季
流行性疾病防控知识宣传。加强家庭防
疫指导，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儿童青少年流
感、肺炎球菌等疫苗接种宣传引导。指导
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师生做好防护，及
时就诊，规范治疗，科学用药，不带病上课
上学。四是加强患病学生服务。《通知》提
出要完善应对预案，做好线上线下教学有

序衔接，对因病缺勤的学生，指导其利用
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居家学习。对学生
患病期间的作业可不做硬性要求。结合
呼吸道疾病病程特点，引导家长让患病学
生充分治疗和休息，切实科学作出返校上
课安排。五是做好物资保障。各地要会
同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科学预测预判可
能发生的疫情，动态调整防疫物资储备，
保障医疗和生活物资供应。六是狠抓责
任落实。各地要强化对冬季流行性疾病
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确保各
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

做好冬季学校流行性疾病防控

11月24日，《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
健康考核评价现场考试评分标准》公布，
引发热议。该标准明确考试“达到良好即
满分”，放宽了中长跑项目满分标准。对
于广大北京初三学子而言，这意味着，体
育中考拿满分、高分是“跳一跳，就能够得
着的目标”，减少了压力和焦虑感。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对于孩
子的健康成长而言，精神和体魄这二者缺
一不可。体育在中考中占有一席之地，倒

逼学校、学生及其家长重视体育锻炼，帮
助学生养成积极运动的良好习惯。

事实上，将体育考试纳入中考，全国各
地早已有所实践。但在“一分不能丢”的激
烈应试竞争中，很容易出现另一种极端：一
些学校和家长为追求中考体育满分，在临近
考试时组织突击训练。这也提醒，体育进中
考，要谨防另一种倾向：以应试为目的，逼迫
孩子强化训练，造成另一种“内卷”。为此，
各地在制定相关政策和细则时，宜本着审慎
的态度，注重科学性，兼顾公平性，在敦促学
生运动和给学生减负之间取得平衡。

从北京市体育中考新政的变化，可看

出其导向性：弱化选拔功能，注重平时锻炼，
回归强身健体的初衷。令人欣慰的是，自北
京中考体育改革以来，校园里出现了诸多喜
人的变化：不少学校进一步增加体育课时，
有的还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增设体育锻炼项
目；体育设备设施更加完善，孩子们有了更
好的体育锻炼条件，主动锻炼的学生多了。

让体育考核成为引导学生养成运动
习惯、健康成长的助推器，创造有利于孩
子们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的条件，而不是
为了提分而“内卷”，这才是大家所期待
的。当孩子真正爱上运动并养成持之以
恒锻炼的习惯后，体育考核自然不用愁。

中考体育考核，是“引导”而非“内卷”
□李阳和（媒体人）

健康时评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呼和浩
特首届中小学冰壶比赛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冰壶馆开赛，来自当地 20 所中小学的
260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图为参赛选手们投入地享受冰上锻炼。 丁根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