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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发文，要求从即日起，暂停山地
越野、戈壁穿越、翼装飞行等新兴高危体育赛事活动。但媒
体调查发现，目前民间自发形成的以登山、徒步、攀岩、野外
探险等项目为代表的户外极限运动并未因此受限。为此专
家建议立法明确有偿救援，规范“驴友”任性脚步。

据《法治日报》

□ 张贵峰
最近，一张“妈妈带十几岁

儿子进女更衣室”的图片引起
网友热议，相关话题迅速冲上
微博热搜。但该事件很快出现
反转：日前，图片拍摄者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照片是她去年8
月在河南南阳李宁体育园拍
的，没想到近期被一博主扒出，
增加做出不雅动作等内容添油
加醋发布，这名博主还“配上了
不符合实际的文字”。

根据原拍摄者的解释，此
前曾引发网友热议的“孩子又
看不懂的，就你精贵怕看”等言
论，和刺激大众敏感神经的“少
儿不宜”的描述，事实上都是

“不符合实际”的内容。而回顾
“男童进女更衣室事件”的传播

发酵过程，不难发现，这些“添
油加醋”的内容，正是通过迎合
低级趣味，渲染焦虑与对立，点
燃公众情绪，而后引爆舆情，进
而成功收割流量的关键。

无论是从信息传播活动，
还是从一般社会公共秩序的角
度，这种挑动社会情绪以便收
割流量的做法，无疑已经触及
了法律底线。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散
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故
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

同时，拍摄者表示，虽然这
个男孩进入了更衣室，但没有在
更衣室四处乱看，更没有过分的
举动。倘若因此被网友发现了

身份，又配上了偏离事实的文
字，对他的生活肯定会造成很大
的影响。照片中的男童及其家
长被无辜编排甚至受到了无数

“人身攻击”，造谣者还涉嫌构成
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公然侮辱
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
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
以下罚款”。

因此，为贪图流量任意“编
故事”的爆料者，不仅要向公众
及时澄清、致歉，还要进一步受
到相应的法律处罚。“流量为
王”的时代，为赚取、收割流量，
而不惜“添油加醋”、捏造事实

的背后逻辑和驱动力，或许并
不让人费解，但从公共利益出
发，这种不惜逾越法律底线收
割流量的做法，必须受到有效
惩治。

显而易见，在如今这样一
个人人手握麦克风的年代，每
个人都是传播链上的一个节
点，倘若不分真假、不辨对错，
被情绪驱使扩散和传播谣言，
事件反转后不仅会有“打脸”的
尴尬，也会因为情绪被反复玩
弄，消耗了自己的正义感和信
任。这也警醒我们，提高自己
的新闻素养和辨识能力，提高
对网络内容的警惕，不妨让“让
新闻先飞一会儿”成为共识，避
免让自己的真情实感，成为他
人收割流量的“牺牲品”。

别轻易被谣言收割“真情实感”

数学题惊动教育局
大众监督很有必要

□ 樊成
又一道数学题火遍网络。

近日，家住湖北武汉市江岸区的
刘先生，给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女
辅导功课时遇到了麻烦：猫妈妈
钓到一些鱼，平均分给了7只小
猫，每只小猫分到的鱼和剩下的
鱼刚好一样多。猫妈妈最多钓
到了多少条鱼？

刘先生说，课本上题目的标
准答案是48，但他觉得，题目中
并没有提到一些限制条件，只要
是8的倍数都可以作为答案。比
如每只小猫分8条鱼，剩下的鱼
也是8条，那鱼的总数就是64。
针对刘先生的疑惑，武汉市教育
局回复，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平
均分和有余数的除法的理解，并
给出了详细的解析。

客观来说，这道题其实没有
什么大毛病。因为这样的数学
题里，其实暗含了生活常识和语
言逻辑。既然说是要“平均分给
7只小猫”，那就是尽可能地分
完，分到无法再平均分配为止，
也就有了“余数不大于除数的前
提”。

这道题，明着是教给孩子乘
除法和余数的概念，但是也把生
活情景和逻辑思维传递给了
孩子。

其实说白了，这道题要考的
就是“余数比除数小”的概念。
而如果按照“不够严谨”的标准，
正如有些网友开玩笑所说的，

“谁家猫会钓鱼”“谁家猫会数
数”“为什么是论条而不是论斤
分”等。如此，那很多数学题就
都有毛病了，命题人出一道数学
题需要考虑的限制性因素也太
多了，反而不利于知识的传授。

当然，虽然看法不同，这位
爷爷求真、严谨的样子还是挺可
爱，值得点赞。而教育局耐心地
解释和回应，也同样展现了严
谨、认真对待教材上的每一道习
题的态度。这是对“教育无小
事”理念的践行，也是教育者应
有的担当。

2019年，也曾有一道数学题
走红，争论焦点是“扩大2倍，是
变成原来的2倍还是3倍”，书本
答案认为是2倍，但是也有不少
学生理解为3倍。对此，浙江省
宁波市教育局承认造成这道题
有不同理解的主要原因，是老师
在命题时语言表述不够准确，并
表示今后会更加注意，还鼓励孩
子继续钻研和思考。

回看这些有争议的数学题，
问题其实恰恰不在于数理方面，
而是变成了一道道语文题。这
也反映出了数学和语文本质上
的不同，以及两门学科的密切
程度。

俗话说，理不辩不明。有争
议并不是坏事，大家共同的目的
是精益求精，为教育提质。无论
对于出题人，还是教材的编纂、
审核人员来说，精力和检验能力
肯定都是有限的，因此，引入“大
众监督”就很有必要，无非做好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罢了。类
似的有趣有益互动，可以常有。

将课间“玩的权利”还给孩子们

□ 江德斌
曾经，童年的课间时光是

这样的场景：同学们三三两两
凑在一起，有的踢毽子，有的跳
绳，有的扔沙包，有的弹玻璃
珠，直到上课铃响才气喘吁吁、
依依不舍地回到教室……然
而，中小学课间10分钟逐渐变
得“静悄悄”，孩子们只有喝水、
上厕所才被允许离开教室。如
今，针对一些学校出于安全和
便于管理的需要，限制学生课
间活动和同学之间正常交往的
情况，《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明确提出，不得对学生课间
出教室等设置不必要约束。

中小学生处于少儿阶段，
正 是 活 泼 好 动 、爱 玩 的 成 长
期，以往的课间10分钟，学生
们都会尽情玩耍。可如今，很
多学校限制课间活动，不准学

生去操场、走廊玩耍，导致课
间10分钟变得异常安静，学生
缺乏充足的活动时间，也失去
了课间“玩的权利”，对成长、
学 习 都 有 负 面 影 响 。因 此 ，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拨
乱反正，将课间时间的支配权
还给孩子们，乃是非常有必要
的做法。

调查数据显示，超7成家
长表示，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
关于课间活动有相关规定，如
不准在走廊内奔跑和不准在
教室内大声说话或谈笑等。
不少家长表示，孩子课间主要
是外出喝水、上厕所，或者在
教室内看书、写作业。这样的
情况非常普遍，学校的理由都
是为了安全和管理，表面上是
为了孩子好，却剥夺了孩子自
由活动的权利，用野蛮手段抑

制天性，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成长，弊远远大于利。

不妨换位思考下，成年人
每天朝九晚五都累得不行，需
要适度休息，更何况学生。课
间活动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安
排，必不可少，属于两堂课之
间的过渡时间，本来就是为了
让学生放松、活动筋骨、调整
身心，为下一堂课做好准备。
学习不仅是脑力活动，也是一
个消耗很大的“体力活”，久坐
不动的话，就容易疲劳，需要
有张有弛、劳逸结合，课间活
动起到调节作用，让学生在玩
耍 运 动 中 释 放 压 力 ，恢 复
活力。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的
体质普遍下降，近视率不断攀
升，令人担忧。究其原因，最
主要的就是学生的运动时间

不足，缺乏在户外自由玩耍、
游戏的机会，眼睛也未能得到
充分休息。为了增强学生们
的体魄，控制近视率，不仅要
开足体育课，还要保障正常的
课间活动，让中小学生利用课
间 10分 钟 锻 炼 身 体 、愉 悦
心情。

课间不再“静悄悄”，让学
生去室外自由活动，教育部应
采取强力措施推进，将纸面规
定落到实处。各地学校也要
转变思维，尊重学生的健康成
长规律，科学调整课时安排，
可以适当延长课间活动时间，
强化安全管理，尽量安排足够
的活动场地，探索在室内、走
廊也可以开展的课间活动，让
课间充满活力，学生们在张弛
有度的环境中学习，身心健康
均能获得有益成长。

在如今这样一个人人手握麦克风的年代，每个人都是传播链上的一个节点，倘若不分真假、不辨
对错，被情绪驱使扩散和传播谣言，事件反转后不仅会有“打脸”的尴尬，也会因为情绪被反复玩弄，消
耗了自己的正义感和信任。

为了增强学生们的体魄，控制近视率，不仅要开足体育课，还要保障正常的课间活动，让中小学生利
用课间10分钟锻炼身体、愉悦心情。

高危赛事已叫停，驴友犯险禁止难。
伤亡事故频频出，救援有偿来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