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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营养摄入的改
善，我国学生的平均身高在逐年增长。然而，
媒体调查发现，不少中小学校的课桌椅却没
有“跟着长”，大个头不得不将就小桌椅。这
一现象不仅让学生们在日常学习中感到“憋
屈”，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学生们的健康隐
患，增加了近视、驼背、脊柱侧弯等问题的风
险。

判断课桌椅高度是否符合学生身高，一
个是目测：当学生坐下时，大臂和小臂成 90
度、上身和大腿成90度、大腿和小腿成90度，
能让学生保持“三个90度”的课桌椅就是合适
的。另一个是对照国标：《学校课桌椅功能尺
寸及技术要求》（GB/T3976-2014）规定了中
小学校、托幼机构和高等院校课桌椅的大小
型号、功能尺寸、分配使用及其他卫生要求。

不过，这份标准是2014年发布的，数据已
经有些滞后了。十年间，学生身高不断增长，
2021年教育部发布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查结果，以10到12岁即小学四到六年级
这一群组为例，2019 年时这个年龄段的男生
身高比 2014 年平均增加 1.26 厘米，女生身高
平均增加1.24厘米。如今又过去了五年，孩子
们继续“抽条儿”，但课桌椅却还是老尺寸。
2019年，广东省深圳市调研发现，部分高中生
已经达到1米9，标准中的最大号桌椅都不够

用，于是在新采购的桌椅标准中添加了0+号。
更麻烦的是，这份标准是推荐标准，不做

强制要求。2021年，一项针对中部某省660所
中小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课桌椅符合国标
要求的不到20%。

此外，课桌椅的设计缺陷也不容忽视，桌
斗空间狭小，放不进厚厚的书包，学生们把书
包放在椅子后背，这样就无法保持正确坐姿，
继而影响健康。曾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进
一步细化尺寸设计参数，确保课桌椅的尺寸
更符合现在中小学生的身高体重及人体工程
学设计要求”。教育部回复时表示，市场监管
总局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进一步开展调查
论证，必要时尽快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到
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新标准出台。

即使出台新标准，学校在执行时也面临
经费和管理上的挑战。固定式课桌椅价格便
宜，一套只要几十元，可调节的课桌椅就要四
五百元一套，有些学校因为经费紧张，没有能
力将其全部更换为可调节课桌椅。就算购买
了可调节课桌椅，在实际使用时，为了方便管
理，也不会根据学生个体差异来调节，要调节
也是以整个年级为标准，这样一来，在不同身
高体型的学生之间，总有一部分人是不舒服
的。

不要小瞧学习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如果

课桌椅高度不合适，学生在上课时不得不频
繁调整坐姿，就有可能影响听课效果，不舒适
的坐姿还会导致疲劳，进一步降低了其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 课 桌 椅 随 着 孩 子 们 的 个 头 儿 一 起
“长”，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从技术角
度说，一方面要加快对课桌椅新国标的修订，
完善相关设计；另一方面对中小学采购、检
查、调节课桌椅，不妨采取硬性要求，以此呵
护孩子们的健康，优化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从经济角度说，课桌椅的改良必然需要政策
支持和资金投入，对此，不能只算一套课桌椅
价格的小账，更要算改善学习环境对孩子的
身心健康和学习质量影响的大账。

从课桌椅“低配”现象窥一斑而观全豹，
我们会发现，在教室、校园及其他公共设施
中，还存在相当多对未成年人不够友好的设
计，比如教室的采光、照明、通风和噪音问
题，比如校园绿化面积和课外活动空间不足
的问题等。所以，改善课桌椅的尺寸只是个

“小目标”，从可持续的角度出发，还应制定
一个合理机制，定期对相关设施进行评估，
根据学生需求和社会变化，保持合理的更新
节奏，让教育设施始终能够跟得上孩子的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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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否
让
课
桌
椅
跟
着
孩
子
一
起
﹃
长
﹄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新能源
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加快推进新能源
配套电网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系统调节能力
提升和网源协调发展等重点任务。业内人士
表示，《通知》对完善新能源利用率管理机制、
支撑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确定新能源利用率目标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能

源局持续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大力推进
跨省区输电通道、坚强主干网架及配电网
建设，不断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扩大新
能源市场化交易电量，推动新能源快速发
展、高效利用。2023 年，全国风电利用率
97.3%、光伏发电利用率98%，保持了较高水
平。伴随新能源发展进一步提速，截至今
年 4 月底，全国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超
过 11 亿千瓦，同比增长约 38%，消纳需求大
幅增加。

与此同时，虽然全国新能源利用率自
2019 年以来持续保持在 95%以上的较高水
平，但部分地区、部分时段消纳压力已有所显
现。

“当前，系统存量调节能力已经基本挖
潜，需要新增建设大量新型储能等调节资源，
经济代价较大，推升全社会用能成本，不利于
新能源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电力规划设计总
院有关专家分析。考虑到这一因素，《通知》
提出“科学确定各地新能源利用率目标”“部
分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适当放宽新能源利
用率目标，原则上不低于90%”。

常态化开展消纳监测分析
规范新能源消纳数据统计管理工作，科

学反映新能源真实消纳利用水平，也是促进
新能源更好消纳的关键一环。

一方面，应统一新能源利用率统计口
径。《通知》明确，发电和电网企业要严格落实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风电场利用率监测统计
管理办法》和《光伏电站消纳监测统计管理办
法》规定的风电场、光伏电站可用发电量和受

限电量统计方法，新能源利用率按仅考虑系
统原因受限电量的情况计算。“这能够排除不
可抗因素、并网调试、计划检修、市场化交易
决策不当等特殊因素影响，更加科学地反映
新能源真实的消纳利用水平。”电力规划设计
总院有关专家说。

另一方面，强化新能源消纳数据的校核
和披露。发电和电网企业要向全国新能源电
力消纳监测预警中心报送新能源并网规模、
利用率和可用发电量、实际发电量、受限电
量、特殊原因受限电量等基础数据。各级电
网企业每月应向其电力调度机构调度范围内
的风电场、光伏电站披露利用率及可用发电
量、实际发电量、受限电量、特殊原因受限电
量等基础数据。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
开展新能源消纳监测分析和监管工作，开展
月度消纳监测、半年分析会商和年度消纳评
估工作。加强对新能源跨省消纳措施的监
管，督促有关单位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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