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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强调要进一步减轻中小

学生负担，并提出要整顿线上培

训机构。

这一方面表明教育主管部门

对减负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

也说明减负工作推进难度很大，

比较难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减

负应从消极减负变成积极减负，

归根到底，减负要为学生提供更

多参与校内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机

会，让学生减出的时间过得更有

意义，实现更丰富的价值。

陈彬 画

“积极减负”

贾亮

最近，“夸夸群”火了，不少年轻人都建

立了自己的夸夸群。在群里，不管你说什

么，都会收到其他群成员的夸奖。“没有规

则，各种夸，直接夸，随意夸”。例如，有人

提出“学习了一下午，求夸”，便会有群友夸

赞称，“能抵制住外界的诱惑而认真学习，

说明您是一个自制力很高的好孩子”。除

了在年轻人中流行，还有电商平台商家推

出“夸人服务”，购买服务后，便会被拉进一

个群里，群里人会从长相、性格等各个方面

夸赞购买服务的人。

“这些夸，都是假的！”同在一个学校可

彼此不认识就夸来夸去，不明就里就送上

溢美之词，如此无原则的夸奖，当然是假

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们其实心知肚

明。可为什么明知是假，还乐此不疲地彼

此互夸呢？

对夸夸群不屑的人，说这不过是年轻

人无聊，凑在一起恶搞，以发泄用不完的精

力；貌似客观的人，说这是吹吹拍拍的不良

社会风气对年轻人的侵蚀，夸夸群不过是

一个“拍马屁”的演习基地；痛心疾首的人，

则视之为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迷恋，发现

了年轻人“三观”不正的兆头，并一如既往

地推到“人性”身上。

上述观点言重了！正如报道中一些被

夸者所说，他们知道夸夸群的性质，也知道

那些夸赞的含金量，更不会信以为真并因

此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所以，要相信年轻

人具有基本的鉴别力和判断力，而不要动

不动就上纲上线、无情打击。

事实上，上述对夸夸群现象的误解，恰

恰在于没有真正了解并尊重年轻人的感情

和心理——他们渴望被夸奖、需要被鼓

励。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并不是一直无忧

无虑，还未上学就被提前拉上起跑线，一入

学就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竞争压力，总觉得

“别人家的孩子”能享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赞

许，大多数都只有“向人家学习”的份儿。

好不容易挤过高考独木桥，才发现象牙塔

里依然要靠成绩说话。青年们还在成长期

间，他们受到来自学业、就业、恋爱方方面

面的压力，确实需要一种轻松的方式宣

泄。通过陌生人的夸赞调整心情，不失为

一个排解压力的好方法。

可以说，夸夸群是年轻人自我创建

的一种心理互助形式，契合了年轻人的

社交和尊重需求。据一位夸夸群群主介

绍，建群的初衷就是传递快乐，“心理健

康教育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希望

通过夸夸群让大家得以放松”。不过，正

如心理专家所言，这种方式虽然能让人

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但年轻人遇到压

力时应该选择更健康的排解方式。因为

到头来，夸夸群中的人会发现，这样的夸

奖与批评都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社会

各界应当因势利导，提供更专业的心理

疏导，特别是对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及

时发现、及时干预，让他们正确认识压

力、批评、夸奖，使更多人顶住压力愈挫

愈勇、受到批评不丧失信心、得到表扬而

不迷失自我。

严奇

健身场所中教练的权威似乎毋庸置疑，墙上

的照片写着教练的一长串头衔，都是高级私教、

国际认证等来头不小的名称。殊不知，这些健身

房的常见场景可能藏有猫腻。记者调查发现，不

仅体测仪后台可以调数据，教练的种种头衔可能

花钱就能买到。（3月16日《新京报》）

我们为什么要减肥？想必很多人都会回答“因

为体脂率高”或者“因为肌肉量低”。随着全民健身

观念的不断延伸，民众对身体素质的关注度也越来

越高。事实上，所谓的“健身猫腻”并不难识破，它

们之所以存在，原因也在于“健身焦虑”作祟。

不健身会怎么样？正如网上流行的一句话

一般“你自律的朋友正在抛弃你”。都知道这是

一个看脸的时代，坚持健身代表的不仅仅是“不

必吃药的人生”，它还代表着“精致的生活享受”，

它的必要性能延伸至工作、婚恋、社交、养生等方

方面面。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时间

健身”的焦虑随着健身运动的普及慢慢凸显，影

响着我们的判断力。

修改体脂报告、购买教练头衔、恶意推销私教

课等等，其实都不难识破。且不说，随着技术的向

前发展，个人体脂称的价格已经十分低廉。一个人

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在线获取免费的健身课

程。如果消费者有心上网查询相关资料，对那些名

不副实的教练头衔，也就没有了多少蒙骗意义。私

教课和健身卡往往是分离的，很多人之所以投资高

额的私教课，也在于图一个“安心实在”。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了 2020

年，国内的体育消费总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人

民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4.35亿。毫

无疑问，运动健身已逐渐成为居民生活的硬需

求。而任何“猫腻现象”都应该被清除。因为在

价格不断抬高的同时，健身质量却在不断地下

降。长此以往，轻则扰乱市场秩序，重则会阻碍

“健康中国”的向前发展。

正规市场秩序，首先还是得打消焦虑，通过

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促使民众正确看待健身运

动，消除肥胖歧视，避免消费者走进误区。其次，

还是得推开多样化的健身模式，推动手机健身软

件、互联网健身行业的发展，用良币驱逐劣币给

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再次，还是得推开公益型

的健身活动，用正规的健身教育，改变消费者对

健身运动的错误了解。

张贵峰

3 月 15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举办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主题活动，并发

布了《信用消费与消费者认知调查报

告》。报告指出，消费者普遍关注线

上消费后评价信息。不过，在参与过

评论的网购受访者中，91.0%在评价

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主

要的问题就是会“被好评”，72.4%的

受访者遭遇平台或商家“默认好评”，

35.6%的人遇到过商家主动联系要求

撤销或修改评价、34.2%的人的评论

会被隐藏或删除。

所谓“默认好评”就是消费者在网

购之后，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对所

购商品进行评价，那么相关电商平台

系统便会自动给出“默认好评”。

尽管，“默认好评”并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而是许多电商平台都普遍存

在的做法，但上述超七成消费者遭遇

“默认好评”的调查结果，无疑仍然让

人有些惊讶，这样的现象因此需要引

起我们的重视。相比此前饱受诟病的

一些电商强迫（消费者）好评、刷好评

现象，“默认好评”虽然看上去似乎显

得没有那么恶劣，但事实上仍是一种

不尊重消费者权益的感觉，不仅不能

反映消费者的真实意愿，客观准确地

呈现消费者的实际评价状况，实际上

也侵犯了消费者自主自由的评价权。

对于所购商品，消费者理应享受

完全自主自由的评价权——不仅有权

给予好评或差评，也有权选择不予评

价。对于这种消费者不予评价的权

利，电商平台显然无权越俎代庖地替

消费者做主，将之视为“默认好评”。

在现实中，消费者之所以没有对所购

商品进行评价，实际上存在许多复杂

多样的可能性，绝不能简单等同于“默

认好评”。因此，将没有评价一律视为

“默认好评”，既不客观真实，也不公平

公正，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最终也不

利于基于公平公正的消费领域信用体

系的建设，进而实现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的局面。

依据我国《电子商务法》，“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

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为消费者提

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

务进行评价的途径”，“电子商务经营

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

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上述这种简单

地将没有评价一律视为“默认好评”的

做法，显然谈不上是一种真正健全的

信用评价制度，甚至可能存在编造用

户评价、误导消费者的违法嫌疑。

有鉴于此，面对超七成消费者遭

遇“默认好评”现象，笔者以为，不能仅

仅止于消协的曝光揭露，相关政府监

管部门也应积极介入，及时制止纠正

这种做法，唯有如此，才能充分维护消

费者权益，也有利于不断促进消费领

域的信用体系建设，并最终构建一个

真正让消费者更放心的信用消费

环境。

“默认好评”损害大众信用消费环境
将没有评价一律视为“默认好评”，既不客观真实，也不公平公正，

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最终也不利于基于公平公正的消费领域信用体

系的建设。

夸夸群可以减压不能依赖
夸夸群是年轻人自我创建的一种心理互助形式，契合了年轻人的社交和

尊重需求。

“健身猫腻”点燃的
不是脂肪而是焦虑

所谓的“健身猫腻”并不难识破，它们

之所以存在，原因也在于“健身焦虑”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