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第一天，杭州养正小学的小朋友们
造型火了。除了戴上了防疫用的口罩外，小
朋友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一米帽”。原来，
这是杭州养正小学策划的一场别样的“开学
典礼”。

（4月28日《钱江晚报》）

在众多开学场景中，呆萌的“一米帽”可
谓是造型新奇，颇有创意。

“一米帽”不仅是外表有趣，更有实用价
值。此前，钟南山院士针对小学开学，特意强
调要保持安全距离，但小孩子缺乏一米距离
的具体概念，也容易情急失控，不知不觉聚
集在一起，戴上“一米帽”则让安全距离清晰
可辨，将防控知识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强调
了“一米线”的规则意识，比单纯一板一眼的
宣传效果要好得多。

此外，家长与孩子一起制作“一米帽”，因
其颇似宋朝官员上朝时所戴的“长翅帽”，势
必引发孩子们好奇心，通过对“帽子系列”的
追溯，无形中增加了亲近中国历史的温习时
间，也大大增加了家庭亲子时光，既锻炼动手
能力，也学习相关知识，寓教于乐，何乐而不
为？

当然，也需要看到，“一米帽”帽翅过长，
不方便小朋友行走、上学，存在安全风险，

因此受到了一些人“形式主义”“噱头”
“作秀”的批评。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抱怨学校教
育过于僵化、呆板而创新不足；如今可

爱“一米帽”“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们不
妨多几分宽容，少几分挑剔，扬长避短，帮助
课堂教育日趋完备、提升。

总之，希望这种寓学于乐、寓教于乐的创
意“学具”越多越好，让我们的下一代浸淫在
宽松、自由、创新的社会环境里，健康快乐地
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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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8日发布了第45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
至今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
率达64.5%；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10亿；月
收入在2001元-5000元的网民群体合计占比为
33.4%。

（4月28日新华社）

作为中国互联网年度发展情况的全景式盘
点，《报告》每一次发布都会引发巨大关注。内行看
门道，外行看热闹，所有人都能从各自角度切入，

“划重点”解读一番。社交媒介上，“超 7 成网民月
收入低于5000元”迅速成热门话题。从统计学意义
上说，这一数据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然而，舆论还
是乐于赋予其额外之涵义。于是乎，这组数字，又
成了网友们吐槽、自黑、戏谑逗乐的素材和谈资。

根据《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64.5%。在可见的未来，“网民人数”仍将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意味着，“网民”将无限逼近

“全民化”，这两者的“集合”将更加趋于叠合。随着
网民占比越来越高，其收入状况和国民整体收入
情况的拟合度也将越来越高。统计显示，2019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由此可以预见的
是，今后数年，有关网民收入的统计均值、中位数
等关键数据，还可能继续走低。

当网民越来越多，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
是这个群体的去精英化和深度平民化。大量“新网
民”中，很多都是未就业的未成年者，或者是“低收
入人群”，他们必会拉低“网友收入的统计平均
数”。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互联网”并非什么
身份标签与“少数人福利”，其本质是工具属性的，
随着使用门槛越来越低、用户体量越来越大，更多
的人得以“触网”，并从中获益。时至今日，对一些人
而言，“互联网改变命运”的神话，仍然是可以期许
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习惯于拿“统计数据”
来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维度上的赋义与诠释。《报
告》显示，网民整体学历水平、收入水平并不高，这
被认为很好解释了，为何网络喷子、黑子、键盘侠
横行，为何网络舆论场低智、反智、浮躁暴戾……
类似的归因模型貌似不无道理，实则是不够严谨
的。需要厘清的是，“网民”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简单
叠加，而是在“网络”场景下，基于特定的文化、氛
围、情绪，所催生和重构的新“群体”，这是一个化
学反应的过程。

“超 7 成网民月收入低于 5000 元”的统计数
据，只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而无力反过来用以

“解释现实”。“收入决定论”，很多时候是不适用
的，特别在评价和解剖网友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
时，更是如此！ 然玉

不吐不快

“超7成网民
月入不足5000元”
这份报告该怎么看？

今日金评

纠正学生乱戴口罩亟需“科学指引”
杭州中小学都开学复课了，大家戴口罩上

学，进校测体温，都很自觉。有家长反映，孩子放
学回来告诉他们，有同学们戴着N95口罩上学，
甚至戴这类口罩跑步。这位家长表示担忧，这会
不会引起很多孩子心肺功能受损啊？

（4月28日《钱江晚报》）

目前，很多省份中小学生相继开学复课，预
计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全国大多数省份中小学
生开学复课。由于疫情尚未结束，中小学生
开学复课后，在校期间戴口罩成为一种
标配。

从目前各地中小学生开学复课
后戴口罩情况来看，广大中小学生
都能自觉戴口罩。但从中小学生科

学戴口罩角度来看，却不容乐观，比如，有的小
学生没有戴儿童口罩，而是戴N95口罩，甚至是
长时间戴。

小学生不同于大人，儿童肺部力量相对较
弱，儿童佩戴口罩既要阻隔颗粒物、飞沫等，还
需要通气舒适，保证呼吸顺畅。相比较而言，N95
口罩通气阻力都在300帕左右，远超儿童用口罩
通气阻力必须小于等于 30 帕的标准，呼吸阻力
较大。小学生长时间戴N95口罩，很容易造成肺

部损伤。
切实保障中小学生健康安全，中

小学生科学戴口罩应当成为开学
复课第一课，让中小学生都能正
确、科学戴口罩，避免因不科学、
不正确戴口罩行为造成不必要

的伤害。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应当
相互合作，安排专人进入中小学开展科学戴口
罩课程教育，及时纠正错误行为。

其次，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应
当联合发布针对中小学生在校期间佩戴口罩的
指南，进行科学指导。比如，近日，广州市教育局
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广州市中小学
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指引》提出，户外运动
时，在相互保持安全间隔距离的基础上，可以不
戴口罩。运动前正确存放口罩，运动完毕，待呼
吸平稳、洗手后及时戴口罩。

让学生科学佩戴口罩，应是一种常识教育。希
望医生家长的提醒，能引起更多家长注意，避免错
误佩戴口罩带来“不可逆损害”，成为新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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