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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7_E6_9C_c26_489170.htm 1.教育部颁发命令，中小学生抽出

一个小时进行锻炼，问：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深层意义？ 

面试真题分析：这是一道热点时事的评论题目。首先，从这

道题目的答题思路来看，对这类热点时事的评论，老师建议

广大考生还是要先对这个现象做一个总的判断或评述。即作

为一个“答题者”，你对题干中的“教育部”“所颁发”的

要求“中小学生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的“命令”，是否

“认同”(或认可)。就这个问题而言，老师的观点是，我们

应该“认同”这个“命令”对“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

而言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因为就“锻炼”而言，目前社

会上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

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然而，目前我国的“广大中小学

生”在较大的升学压力面前，在这样一个成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很多时候，貌似简单的“每天锻炼一小时”却很难获得

保障。所以教育部才会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命令”

。这实际上是要求全国各个学校改变过去“升学第一”的“

旧观念”，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新思想”。 虽然从上述

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应该“认同”这个“命令

”对“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

的。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这个政策的“执行”和其“执

行的依据”却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去深思。为什么这么说

呢？首先我们要看题干中的“命令”，实际上从公共管理的

角度看，是一种直接的行政指引。但在这个点上恰恰反映了



这里头的深层次问题。并非是“否决”掉教育部这个“命令

”的“合理性”，问题的焦点不在教育部做出“中小学生抽

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这一命令的“行为”上，而在于“为

什么”，为什么“锻炼身体有利于青少年健康”这样一个“

常识性”的问题，却需要教育部如此“大费周折”的用“行

政命令”的方式才能让广大的“中小学校”“明白”甚至“

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呢？问题关键并不出在教育

部的“命令”身上，从教育部的角度看，其出发点绝对是好

的，实行的方式虽然是“命令”，尽管这个方式未必是最佳

的，但目前似乎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更好的方式

去保障我们“广大中小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的身体健

康。 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广大的中小学校”对“体育锻炼

”的重视程度“不足”，或者说“远远不足”，甚至极少数

的“中小学校”可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在“高考”或“中考”指挥棒的指引下，不少学校似乎已经

忽视了“学校”的最原始的“教育意义”，却无限放大了“

升学意义”，于是导致了教育部“无奈地”以“行政命令”

的方式推行这个“常识性”的“教育政策”。这是我们现行

教育体系下的一个“无奈之举”，甚至于我们可以想象这样

一个“真理性”的“教育政策”，在教育部以明确的“行政

命令”推行之后，执行过程甚至可能遇到少数的“抵制”(无

论是“内心”上的“抵制”，还是“行动”上的“抵制”)，

而这种“抵制”“真理“的行为，似乎也有站得住脚的原因

，那就是以下要提到的关于“广大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

时进行锻炼”这个对策在执行的“难点”： (1)很多时候，可

能大部分学校都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没有给小学生过多的



学习压力，但家长的“自发” 的“挖潜”行为却常常给中小

学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时

进行锻炼”成为了一种政策规定下的“空谈”。对然家长的

这种做法常常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但很多时候却是没

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现在社会竞争非常激烈，当某些家长看

到别的家长都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学习，也生怕自己的孩子

技不如人，以后很难立足社会。于是许多的“中小学生”除

了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剩余的时间常

常是被用来完成父母买的各种复习资料。到了周末周日，还

有许多的辅导班在等待他们，这就是来自家长的“阻力”。

这种来自家长的“阻力”，其实从深层次的角度剖析，实际

上是受到了一种社会氛围的影响，而这种社会氛围源于“竞

争”，源于为目前的考试压力，也源于我国国人内心深处的

“学而优”的传统意识。 (2)除了来自家长的“阻力”，还有

来自客观条件的“阻力”。中小学生每周有体育课的时侯，

当然满足“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的要求是

完全可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在课后要

进行一个小时的集体锻炼，但这样的要求在许多旧城区的学

校实施起来常常难度比较大。这里主要问题在于学校“运动

场地”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能容纳所有学

生的“运动场地空间”，多以不可能让那么多的学生同时在

合适的时间段进行锻炼。或许有人说，完全可以将学生们锻

炼的时间进行拆分，每天分段锻炼，这样就能让在校学生每

天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执行上还是

有很大问题，因为很多时候适宜锻炼的时间段是有限的，不

可能全天24小时都是合适锻炼的时间。所以去除不合适的时



间段，实际上即使把所有合适锻炼的时间段都安排上，很可

能很多学校仍然无法满足要求。所以，出路还是在加大对学

校“运动场地”不足的“投入”上。 而如果要对“教育部颁

发命令，中小学生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这个事件推敲其

“深层次含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对素质教育

的重视，尤其是对学生身体素质教育的重视在加强。 2. 目前

许多学校和学生家长都普遍存在忽视学生身体素质教育情况

，甚至许多学生本人也普遍存在“不爱运动”的倾向，这是

一个很危险的趋势。毕竟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其中一个重

要指标就是人口的素质，而人口的素质其实并非独指“文化

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升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 深层次的看，目前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依然还停留在依靠行

政命令来执行的层面上，依然是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没

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 面试真题参考答案：对于“教育

部颁发命令，要求中小学生每天至少要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

炼”。对此，我的看法是： (1)我“认为”教育部颁发的这个

“命令”对“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和

有意义的。因为就“锻炼”而言，目前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

个口号：“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

辈子”。目前我国的“广大中小学生”在较大的升学压力面

前，在这样一个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教育部提出的“每天

锻炼一小时”的“命令”有助于全国各个学校改变过去“升

学第一”的“旧观念”，树立“健康第一”的“新思想”。(

备注：在“认同”教育部的“命令”时，考生完全可以有其

他方面的理由，关键是只要“认同”就可以，具体的表述可

以采用不同的角度。) (2)但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执行”和其



“执行的依据”却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去深思。一般来说

，教育部不大适合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要求各中小学校统

一执行一个政策，因为从形式上和程序上看，可能会影响到

各中小学校的教育自主权。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其出发点绝

对是好的，实行的方式虽然是“命令”，尽管这个方式未必

是最佳的，但目前似乎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更好

的方式去保障我们“广大中小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的

身体健康。权衡之下，“广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要比“

各中小学校的教育自主权”重要得多，于是教育部才“无奈

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这个“常识性”的“教育政

策”。 (3)最后，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广大的中小学校

”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不足”，或者说“远远不足

”，甚至极少数的“中小学校”可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这方面的问题。在“高考”或“中考”指挥棒的指引下，不

少学校似乎已经忽视了“学校”的最原始的“教育意义”，

却无限放大了“升学意义”。 另外很多时候，即使大部分学

校都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没有给小学生过多的学习压力，

但家长的“自发” 的“挖潜”行为却常常给中小学生带来了

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小学生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

成为了一种政策规定下的“空谈”。这种来自家长的“阻力

”，其实从深层次的角度剖析，实际上是受到了一种社会氛

围的影响，而这种社会氛围源于“竞争”，源于为目前的考

试压力，也源于我国国人内心深处的“学而优”的传统意识

。所以我认为需要改变的，除了物质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

我们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 当然，除了来自家长的“阻力”

，还有来自客观条件的“阻力”。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



学校存在“运动场地”不足的情况，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在

课后要进行一个小时的集体锻炼，但这样的要求在许多旧城

区的学校实施起来常常难度比较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

们除了改变意识，还要适当地加大对各中小学校“运动场地

”不足的问题的“投入”了。 至于“教育部颁发命令，中小

学生抽出一个小时进行锻炼”这个事件的“深层次含义”，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尤

其是对学生身体素质教育的重视在加强。 (2)目前许多学校和

学生家长都普遍存在忽视学生身体素质教育情况，甚至许多

学生本人也普遍存在“不爱运动”的倾向。毕竟一个国家的

综合实力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口的素质，而人口的素

质其实并非独指“文化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升其实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目前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依然还停留

在依靠行政命令来执行的层面上，未来还需要加强学校自身

的完善机制，而不应该一律地依靠行政指导来完善自身的教

学模式。(备注：对于这个点可以适当展开) 2.旧城区有自发

市场，你如何处理？ 面试真题分析：对于这道题目的解答，

请考生要把其看作是一道“时事评论题”与“对策分析题”

相结合的题型来看，因为从题目的表面上来看，题干中问的

是“你如何处理？”，但实际上要完整地答好这道题目，最

关键的还是要先对“自发市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要

结合题目中的“特定场景”“旧城区”的特点来综合权衡考

虑这个问题，最后才能找到“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广大考生要注意的是，务必要对

“自发市场”做一个“定性”后，再开展自己的“对策”，

只有这样，所提出来的“对策”才会有比较强的说服力。 首



先对于“自发市场”的认识，这些自发市场的产生后，如果

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会影响城市的

形象，甚至影响城市的环境整治和周边市民的日常生活。但

是，这些自发市场的产生根源在于，其是城市市民日常生活

需求的产物，它方便了市民，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市民

，其有存在的生命力，也有存在的必要性。而换一个角度来

看，即使从城市管理角度来讲，象上述所说的自发产生的市

场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加以规范，安排合理的场所”而不

是“一概性”地取缔。 另外从题目的“特定场景”“旧城区

”的特点来看，“旧城区”主要有：一是人口密集，日常生

活的需求品存在“量大、种类多”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

自发市场”小型的“商户”(严格来说很可能只是摆摊者)在

某种程度上很受周边居民欢迎的原因，因为“商户”虽小，

但数量多，所贩卖的品种就可以很多。二是人口密集的地区

，对周边环境要求就会比较高，而自发市场带来“购买方便

”的同时，也带来了“噪音”、“交通堵塞”、“居住环境

恶化”等诸多不利因素。这也是其为什么需要被整治的原因

。 至于如何解决“自发市场”所带来的“不利之处”，实际

对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疏”，一方面是“堵”。

双管齐下，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但是在这里希望强调的一

点是，我们切不可以“堵”作为解决问题的侧重点，因为从

实际操作来看，多年地方执法部门对于“堵”已做了大量工

作，有一定的效果，但总是“屡禁不止”，而且有部分人民

群众意见比较大，以“堵”为重点实际上并不是“上策”，

似乎有“吃力不讨好”的感觉，倒不如以“疏”为主，“疏

”“堵”结合，综合治理，应该更有成效。以下是关于解决



对策的几个思路，仅供广大考生参考： 1.执法人员应进行了

多次的深入调查摸底，同时对违法搭建、乱摆卖的市场业主

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备注：此举可以使部分较为守法

的业主在收到整改通知书后自行对“自发市场”进行整改。

2.要改变处罚方式，明确处罚标准。执法人员必须改变过去

的简单的处罚方式，对于大部分“自发市场”内诚实劳动者

的违法经营行为可改用批评教育的方法。 (备注：此举可以减

少执法过程中的“执法冲突”，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在社会舆论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为治理工作

的开展减少阻力.) 3.对“自发市场”内的人员实行分类管理。

对老年人及残疾人，应以教育宣传为主，原则上不做处罚；

对确有生活困难的摊贩，帮助其转换岗位，合法谋生。 (备注

：此举体现的是“严格执法”与“符合社会常理”相结合的

执法模式，也有利于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社

会舆论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为治理工作的开展减少阻力.)

4.对于“自发市场”内的流动摊贩，要规范管理，要把其安

置在允许摆摊设点的地区。强化后勤服务，如统一管理，供

应水电，做好卫生保洁工作等。可以收取适当的管理费用，

用于服务开支。但总体上不能给这些流动摊贩太高的经济压

力，以满足其维生的需要。 (备注：此举可以减轻“自发市场

”内的流动摊贩在转变经营场所后的“经营压力”，此举有

利于有关的人员接受政府的政策和安排。) 5.在“不影响交通

、不影响市容、方便群众生活”的前提下，由政府来规划新

的市场，该自发为“自觉”，进行统一规划定位，统一经营

设施，统一经营时间，统一垃圾收运，就近引导零散，做到

即方便群众生活，由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美化环境，减少对



周边居民的干扰。 6.加强宣传引导，上门动员房屋租赁户尽

量把房屋出租给从事其它行业的住户，在自发市场周边张贴

《关于取缔自发市场的通告》。 7.加强疏导管理，疏导自发

市场内的经营户到室内市场经营，并对入室经营的业主在进

场费用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8.加强联合整治，联合公安、工

商、行政执法等相关执法部门，对那些继续在自发市场内经

营的摊主进行坚决取缔。 9.加强长效管理，对易出现自发市

场的地段，成立“联防队”、“街道行政执法中队”进行不

间断巡查，实行死看硬守，防止回潮。 面试真题参考答案： 

对于“旧城区有自发市场”这个现象，首先我的看法要对“

自发市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找到“最合理”的“处

理方式和方法”。首先对于“自发市场”的认识，认为这些

自发市场的产生后，如果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在某种

程度上当然会影响城市的形象，甚至影响城市的环境整治和

周边市民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自发市场的产生根源在于

，其是城市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产物，它方便了市民，特别

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市民，其有存在的生命力，也有存在的

必要性。 而且从“旧城区”的特点来看，“旧城区”人口密

集，日常生活的需求品存在“量大、种类多”的特点，所以

“自发市场”中的小型“商户”虽然大多规模比较“小”，

但因其数量多，经营较为灵活，所贩卖的品种多而全，在某

种程度上很受周边居民欢迎，故有其存在的经济原因。但另

一方面，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中，往往对周边环境要求就会比

较高，而自发市场带来“购买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噪

音”、“交通堵塞”、“居住环境恶化”等诸多不利因素。 

所以我认为“自发市场”是需要被整治的。但从城市管理角



度来讲，象上述所说的自发产生的市场我们需要做的应该主

要是“加以规范，安排合理的场所”而不是“一概性”地取

缔，应该以“疏”为主，“疏”“堵”结合，综合治理，才

会更有成效。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对策： 1.进行了深入调查

摸底，对违法搭建、乱摆卖的市场业主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

知书。 2.改变处罚方式，明确处罚标准。改变过去简单的处

罚方式，可改用批评教育的方法。 3.对“自发市场”内的人

员实行分类管理。对老年人及残疾人，应以教育宣传为主，

原则上不做处罚；对确有生活困难的摊贩，帮助其转换岗位

，合法谋生。 4.对于“自发市场”内的流动摊贩，要规范管

理，要把其安置在允许摆摊设点的地区。强化后勤服务，如

统一管理，供应水电，做好卫生保洁工作等。可以收取适当

的管理费用，用于服务开支。但总体上不能给这些流动摊贩

太高的经济压力，以满足其维生的需要。 5.在“不影响交通

、不影响市容、方便群众生活”的前提下，由政府来规划新

的市场，该自发为“自觉”，进行统一规划定位，统一经营

设施，统一经营时间，统一垃圾收运，就近引导零散，做到

即方便群众生活，由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美化环境，减少对

周边居民的干扰。 6.加强宣传引导，上门动员房屋租赁户尽

量把房屋出租给从事其它行业的住户，在自发市场周边张贴

《关于取缔自发市场的通告》。 7.加强疏导管理，疏导自发

市场内的经营户到室内市场经营，并对入室经营的业主在进

场费用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8.加强联合整治，联合公安、工

商、行政执法等相关执法部门，对那些继续在自发市场内经

营的摊主进行坚决取缔。 9.加强长效管理，对易出现自发市

场的地段，成立“联防队”、“街道行政执法中队”进行不



间断巡查，实行死看硬守，防止回潮。 3.检查游泳池，有什

么检查目标？有什么检查方法？如何才能做到不流于形式，

有实效？ 面试真题分析：在刚看到这道题目时，不得不佩服

命题者将“生活常识”融入到公务员面试考题的能力。对于

这道题目的解答，实际上首要的考察要素，不是考生的逻辑

思考能力，而是首先考察了考生的日常生活中的常识问题，

即答题者必须对“游泳池”经营在哪些方面与“游泳者”的

身体健康和权益是相关的，一定要有所了解。 首先，最为相

关的就是“游泳池”的“水质”问题。水质监测项目则包括

泳池水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浑浊度、余氯、泳池浸

脚池余氯等。其实除了“水质”问题以外，从实际的操作来

看，围绕着保证“游泳者的身体健康和权益”这个点，检查

的重点主要是要看以下一些细节性的操作问题： (1)游泳池的

公共场所部分有无进行量化分级管理。 (2)强制性淋浴、浸脚

等各项卫生设施是否完善。 (3)卫生管理制度和消毒制度是否

完备。 (4)有无做到天定时对游泳池水进行沉淀、吸附及消毒

，及时补充新鲜水。 (5)有无配备游池水水质自检设备。 (6)

对游泳者泳前检查的登记工作是否严格。 (7)余氯含量是否低

于国家卫生标准。(备注：其实这个点和自来水检查是一样，

都要看余氯含量，这些简单但相关性较强的常识，建议考生

可以采用联系记忆的方式在笔试阶段复习常识题时顺带地作

一定量的积累复习。) (8)泳场对池水消毒登记是否齐全，对

消毒剂有无按规定索证。 (9)游泳场浸脚池设计是否规范，及

是否存在对进入泳池人员管理不严格的监管漏洞问题。 (10)

游泳场所内有无配备必须的救生器材，另外有无相应的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应急救援预案。管理员和救生员是否持证上岗



，深水区和浅水区有无进行实体隔离。 (11)目前我国的卫生

监督部门对所有申领了卫生许可证的泳池都有一个亮证经营

的要求，所以检查时一方面要检查有无“卫生许可证”，还

要检查泳池经营方有无把“卫生许可证”和“当季疾控中心

水质检测报告书”的原件或者复印件悬挂在泳池入口处显眼

的位置。 (12)对游泳者有无进行宣传教育，即有无在游泳场

所张贴一些教育性的挂图或指引性的内容。一些常识性的游

泳注意事项有无规范地悬挂在游泳池显眼的地方比如健康人

群夏日游泳也要注意个人卫生，防范传染性疾病。首先要到

泳池去，如果水质混浊就不要下水了。另外，不要将贴身衣

物直接放在公用衣柜；避免使用公用的拖鞋、浴巾、毛巾等

；要戴泳镜防眼病、用专用耳塞防耳病；泳后再冲洗一遍身

体，除去细菌。(备注：这个点实际上很重要，很多考生答题

时都把重点都放在了“水质”或“设施”等硬件部分上，而

忽视了“软件部分”。即明确“告知”游泳者关于游泳的“

注意事项”，其实也是游泳池经营者的“义务之一”，而且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义务，在某些时候比“硬件的完善”还要

重要。) 至于具体有什么检查方法，建议考生在构思答案的时

候，不妨以不同的角度来构思自己的答案，比如检查实际上

是很强调一个时机的选择，因为我们检查为的是保障广大游

泳者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而检查又不可

能每天24小时都蹲在检查地点，只能选定“部分时间”来检

查，所以从时间的角度看，主要是“定期检查”和“突击检

查”相结合。尤其是“突击检查”，很多时候，在“突击检

查”的过程中是很能发现问题的。当然还可以从检查的对象

上去看，主要是“抽样调查”和“全面检查”相结合。而还



有一个角度就是，建议考生在答题时，思路可以尽可能地延

伸开去，要注意的是，“检查”实际上并非局限于“现场检

查”这个范畴，而应该包括执法人员在自己办公场所接到群

众举报的过程，而且群众的举报很多时候是“任何检查”的

一个有力补充，对于这个点，我们一定要重视。所以我们还

可以从检查的空间角度看，主要是“现场检查”和“群众举

报”相结合。 至于如何避免不流于形式，有实效。这个点考

察意义还是很大。因为在行政执法中，影响执法效果最大的

，不是执行的制度问题，而常常是执行的“效度”问题。这

里主要有以下几个点：(1)检查的公正性问题。很多时候，有

获得一个公正的评价结果，常常是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而游

泳池抽查的样本建议要第一时间送至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由中立的第三机构做出权威的检查。(注意：最好不要由

检查部门自己来检验样品，此举可以避免相关的纠纷。)(2)游

泳池抽查的最终结果一定要公开化，绝不能人为地“捂住”

，“捂住”是不能解决问题。建议由市卫生局(或其他主管部

门)向社会进行公示。同时要接受媒体的跟踪采访，使得信息

公开化，透明化，有利于社会的监督。(3)关键是不能让被检

查者“有备无患”。抽查的时间一定要不确定，最好检查一

小时才通知所有执法人员，以彻底保密。不能让被检查的“

游泳池经营者”有“提前”或“刻意”准备好以应对检查的

可能。(4)处罚要透明化，要让公众知晓，有利于消费者辨别

“游泳池”的“优劣”。(备注：此举对于“潜在的违规者”

也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5)检查的密度要大，而且要

有长期性的检查计划，要避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

形。 面试真题参考答案： 一、如果由我负责检查游泳池，我



的检查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检查游泳池的水质，水

质监测项目则包括泳池水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浑浊

度、余氯、泳池浸脚池余氯等。尤其是看余氯含量是否低于

国家卫生标准。 (2) 游泳池的管理制度是否完善。主要是看卫

生管理制度和消毒制度是否完备。有无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

制和应急救援预案。 (3) 游泳池的设施是否完善。首先要看强

制性淋浴、浸脚等各项卫生设施是否完善；其次是看游泳场

浸脚池设计是否规范；再次要看有无配备游池水水质自检设

备。最后还要看游泳场所内有无配备必须的救生器材。 (4) 游

泳池的经营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一是看有无做

到天定时对游泳池水进行沉淀、吸附及消毒，及时补充新鲜

水。二是看泳场对池水消毒登记是否齐全，对消毒剂有无按

规定索证。三是看是否存在对进入泳池人员管理不严格的监

管漏洞问题。四是深水区和浅水区有无进行实体隔离。五是

有无“卫生许可证”等手续，并检查泳池经营方有无把“卫

生许可证”和“当季疾控中心水质检测报告书”的原件或者

复印件悬挂在泳池入口处显眼的位置。 (5) 游泳池的经营者有

无做好“游泳注意事项”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否将“一些常

识性的游泳注意事项”对游泳者进行宣传教育：比如健康人

群夏日游泳也要注意个人卫生，防范传染性疾病。首先要到

泳池去，如果水质混浊就不要下水了。另外，不要将贴身衣

物直接放在公用衣柜；避免使用公用的拖鞋、浴巾、毛巾等

；要戴泳镜防眼病、用专用耳塞防耳病；泳后再冲洗一遍身

体，除去细菌。(备注：有关的注意事项，建议考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生活经验，将自己熟悉的那部分常识内容说出来就可

以了。) 二、至于检查方法：总的来说，从时间的角度看，主



要是“定期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从检查的对象上

看，主要是“抽样调查”和“全面检查”相结合。从检查的

空间角度看，主要是“现场检查”和“群众举报”相结合。 

三、至于如何避免不流于形式，有实效，主要有以下几个点

： (1) 游泳池抽查的样本要第一时间送至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由中立的第三机构做出权威的检查。 (2) 游泳池抽查的

最终结果，将由市卫生局向社会进行公示。同时要接受媒体

的跟踪采访，使得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有利于社会的监督

。 (3) 抽查的时间要不确定，不能让被检查的“游泳池经营者

”有“提前”或“刻意”准备好以应对检查的可能。 (4) 处罚

要透明化，要让公众知晓，有利于消费者辨别“游泳池”的

“优劣”。 (5) 检查的密度要大，而且要有长期性的检查计划

，要避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形。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