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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开通：4岁女孩下单6件商品
“下单时不用输入任何密码，也不需要指

纹、面容验证，收到货时我才反应过来是女儿
玩手机时误触下单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
陈女士提起这段经历时仍有些难以置信，4岁
的女儿怎么就能如此轻易地成功下单了6件
共计400多元的商品，“这种支付方式真的成
熟和安全吗？”

北京市民李女士也有类似经历。“完全不
知道我什么时候‘被开通’了这个服务，尽管
我每次都刻意选择其他支付方式，但下次结
算时‘先用后付’依然是默认选项。”

除了女儿误触带来的麻烦，陈女士表示
自己也不愿意使用“先用后付”功能，“下单时
感觉不要钱一样，还款时钱包却突然瘪了下
去，花销也要比不开通时多出一些。”她说。

记者搜索各大购物和消费平台发现，淘
宝、拼多多等应用都普遍支持“先用后付”功
能。这一策略可以说是在用户增长和交易量
增速趋于饱和的激烈竞争下，电商平台的又
一创新尝试，简化购物流程，吊足用户胃口。

业内人士称，“先用后付”概念极具吸引
力，它赋予消费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即可先
行体验商品的权利。“满意后再付款，不满意
轻松退货”的宣传标语看似百利而无一害，但
实际运行起来，却让不少消费者担心在无意
之间被“割了韭菜”。

“先用后付”争议何在？
不少受访者表示，网上购物可以越来越

便利，但是支付方式不能丢掉严谨。“先用后
付”带给消费者的不良体验和存在的不当行
为应引起重视。

——“被开通”且“难关闭”。
一些平台将“先用后付”选项隐匿于支付

界面细微之处，以不易察觉的提示询问用户
是否启用；一些平台则在用户初次体验后自
动激活，并在日后消费中直接“默认勾选”且
难以更改。

然而，与这种近乎“无障碍”的开通流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取消步骤异常繁琐复杂。记
者尝试关闭“先用后付”默认设置，一直难以发
现关闭页面。最终不得不致电客服，在其指导
下进行四五步操作后才彻底关闭。

“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接受‘先
用后付’功能的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
权与自主选择权。”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王宇维说。

——“秒下单”但“多花费”。
“先用后付”的支付方式给消费者带来极

大不安全感，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或对智能手
机操作不熟练的人群，误触下单风险显著增
加，可能导致因并不知情或资金紧张而逾期
支付，进而对消费者信用记录产生不良影响。

“我女儿误触下单的产品我不仅要挨个
将它们退回，还要支付相应物流费用，这既让
我承担了信用风险，还要处理后续问题。”陈
女士不解道，本来是便利措施，怎么却让她花
费了更多精力？

不少消费者反映，“先用后付”的确让他
们“花费”更多了。作为一种消费信贷模式，

“先用后付”在心理上降低决策门槛，延后对
实际花费的感知，从而可能导致过度消费。

——“夸大优点”但“含糊风险”。
“我母亲看到‘0 元试用’就下单了，以

为是免费送呢。”河北秦皇岛市民杨先生抱
怨道。

部分电商平台在推广“先用后付”时，往
往倾向于夸大其便捷性、灵活性等优点，对于
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未能给予消费者充分警
示和说明，反而想方设法让消费者“手滑一下
就下单”。

很多消费者称自己根本不记得是如何开
通的“先用后付”功能，更不要提阅读细则了，

“根本没有印象”。

理性选择 加强监管
业内人士指出，普及“先用后付”支付模

式必须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购
物平台需优化其开通、更换及关闭流程，提供
简单便捷的操作指引，并强化信息披露，让消
费者全面了解该支付方式利弊后理性选择。
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

平台，及时进行处罚和整改。
王宇维建议，消费者在决定使用“先用后

付”功能之前，需充分了解其运作机制及风
险，对平台的默认设置保持警惕，及时更改避
免不必要的麻烦。定期查看信用记录和账户
余额，确保没有因误触下单或逾期付款而产
生不良影响。

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工作人员赵
振宇提示，当权益受损时，消费者应妥善保存
相应证据并第一时间通过平台客服协调解
决。如若平台介入无效，建议消费者及时向
有关行政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投诉。

“在受理消费者投诉后，我们会积极调查
调解，也请大家关注我们发布的消费提示，谨
慎开通、理性消费、及时付款，避免不必要的损
失。”赵振宇说。（新华社哈尔滨12月10日电）

“先用后付”套路多，擦亮双眼巧避坑
新华社记者沈易瑾

无需密码误触下单，意外开通难以关闭，资金危机信用受损……近年来，各大网上购物平台纷纷
推出“先用后付”支付方式，“0元支付”的噱头吸引消费者目光的同时也引发了质疑。

这种所谓的新型消费模式，是指满足条件的用户在网络购物时可以先0元下单，待确认收货后再
在规定时间内付款。记者调查发现，“先用后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支付流程，但目前存在的
安全风险、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仍需警惕。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程硕程硕作作

让孩子们“眼里有光更自信”
歌乐山顶的绿茵场上，重庆市沙坪坝区山

洞小学的足球小将们进行着激烈的接力比拼；
冬季冰雪运动如火如荼，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
学的同学们在校内陆地冰球训练场加紧练习；
广西玉林市民族中学的体育课上，传统民族体
育项目陀螺、高脚竞速等比赛依次展开……

近几年，“小胖墩”“小眼镜”问题广受关
注，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备受各方重视。
教育部明确提出“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
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每天保证一节体
育课，另外课后再锻炼一个小时”；深圳、天
津、安徽等地根据地区特色，相继出台相关文
件及措施，为青少年在校体育锻炼保驾护航。

还有一些地区的体育课以更加灵活的形
式呈现。“每周每个班级有3节体育课、1节校本
足球课程，同时每天安排40分钟的大课间活
动；学生还可结合兴趣特长参与体育社团活
动。”重庆市沙坪坝区山洞小学校长乔丽介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体育课被其他课程

占用、体育课安排自习、“阴阳课表”等问题，
如今已明显改善。多所学校老师表示，不存
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
家长也不会答应。

不少学校负责人表示，加强校园体育锻
炼，并非纯粹为了迎合考试“指挥棒”。“我们
鼓励学生3年掌握3项体育技能，培养终身锻
炼特长。”重庆凤鸣山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邓
仕民说，学校近年大力实施特色体育项目进
校园，开设体育类选修课20余门。

“不少人认为体育锻炼会影响学习成绩，
但大部分孩子在增加运动后，考试成绩不仅
不会下降，反而会更出色。”沈阳市浑南区第
九小学校长侯明飞说，他带过的学生中，有一
个性格相对胆怯的孩子，一直默默无闻；取得
攀岩全校第二的成绩后，整个人渐渐发生了
变化，“眼里有光了，课堂上也更自信了”。

校园体育如何量质齐升
与其他学科不同，体育课对天气、场地有

要求，且存在一定对抗性和风险性。如何保

障体育课数量与质量齐升？
——体育老师怎么安排？大连市中心一

所学校现有在校生近1500名，而编制内体育
老师不足十人，平均200余名学生才配备一名
体育老师。该校一名体育老师说，自己每周
有14个课时，同时还承担大课间、学校足球队
训练等各种任务，“压力还是很大的”。

西部地区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记者，
艺体学科师资全县都比较匮乏。“现在学校一
共有4名体育老师，但真正体育专业出身的只
有两名。”这位校长坦言，他们学校“还算可
以”，有的学校连一个专业体育教师都没有，
需找其他科目老师兼任。

——运动空间够吗？记者在多所城区和
乡村学校了解到，受场地不足限制，部分学校
只能采取错峰排课、分区上课、“借地”上课等
方式安排体育课。

“学生课表基本都排满了，一些班级的孩
子从早上第一、二节课就开始上体育课。”一名
小学负责人表示。还有体育老师介绍，学校将
体育馆、操场和部分空地全部用于体育课，勉
强够用。有学校曾开设特色足球课，但校内没
有足球训练场地，只能步行10分钟到附近的体
育场馆；考虑到安全风险，最终足球课被取消。

——安全问题怎么保障？“出于安全考
虑，很多学校体育课不会开展跳高、长跑等强
度大、有风险的项目。”一名长期关注校园体
育的教育工作者坦言，课堂上学生如果发生
伤害事故，体育老师一般都需承担责任。

西部某地一小学负责人说，每年学校平均
要处置10余起运动意外伤害矛盾，解决时间少
则一周、多则几个月。面对此种情况，一些教
师不敢让孩子过多进行激烈运动，部分学校的
体育活动以跳绳、羽毛球等“安全”项目居多。

让孩子们爱上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

手段。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

就少一些，其意义也在于让孩子们养成良好
运动习惯，在运动中享受乐趣、磨炼意志。受
访者认为，“每天一节体育课”和安排大课间
活动等看似只是增加了课时，实际涉及方方
面面的改革与创新，配套举措应及时跟上。

为解决师资不足难题，多地积极探索，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

成都天府新区将退役运动员事业转型发
展与解决体育专业师资缺乏问题相结合，探索
实践教师共享机制；安徽有小学盘活现有教师
资源，专职引领和全科培训相结合，打造专、兼
职体育授课教师队伍；今年又有千名左右体育
专业学子，奔赴全国多省区开展体育支教……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沈可建
议，支持学校与社会力量协同建设和运营体
育资源，实现场地、器材和设施的共建共享，
同时依托高校、体育协会、俱乐部等打造复合
型体育教师、教练员培养体系。

“家庭应主动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的过程
监督，充分利用城市社区现有的篮球、乒乓
球、羽毛球等场地，引导学生开展课后体育活
动。”邓仕民表示，家校社应共同努力，以体育
为载体协同育人。

近日，有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中考体育
项目时不慎摔倒受伤，法院判定学校不担
责。专家认为，针对此类事件，应在法律层面
进一步厘清学校的责任边界，明确学校的教
育管理职责，让老师免去后顾之忧。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提高校方安全责任
险的标准，让保险覆盖面更广、赔偿力度更
大；形成学校与第三方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
让学校回归更纯粹的体育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未来体育教育应注重
激发兴趣而非‘考什么练什么’。应通过‘以赛
促练’等方式激发学生积极参与运动的内生动
力，真正培养孩子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达到终
身锻炼的目的。”大连市教育局安体卫处二级调
研员范向阳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动起来！“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地观察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杨湛菲周思宇李明辉

随着青少年体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曾被认为是“副科”的体育课越来越被重视。在政策
引导下，“每天一节体育课”正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大趋势；还有地区通过延长课间、设置大课间等方式
增加体育运动时间，鼓励学生参与锻炼。

孩子们走向户外“动起来”有何新变化？“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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