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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眼下孩子们平均身高越来
越高，但一些学校的课桌椅却没
有跟着“长”。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课桌椅
国家标准滞后等原因，不少地方
存在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大匹
配的情况；课桌椅“低配”现象，
成为孩子们“成长的烦恼”，无形
中增加了近视、驼背等健康隐
患。

大个子“窝”小桌子

山西高二学生家长张先生
不久前参加家长会发现，教室的
课桌椅坐得不舒服。“我身高不
到 1.8 米，就得弯腰屈腿，很难
受。班上很多男生个头比我高，
每天还要坐七八个小时。”张先
生说。

记者采访发现，中小学课桌
椅与学生身高不匹配的现象有
普遍性。广东一所中学高中部梁
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高中部三个
年级使用的课桌椅型号是一样
的，课桌高度在 80厘米左右，且
都是固定的。高二的肖同学说，
自己身高一米九，课桌椅高度不
太合适，“坐着比较难受，腿伸不
直，会驼背。”

近年来，不少地区的学校为
学生更换了可调节课桌椅，但调
节不及时的问题较为突出。东部
某省一小学老师表示，该校六个
年级使用同一型号的可调节课
桌椅，学校每学期统一进行调

整；“一个班的课桌椅高低都是
统一的，不会单独为某个学生调
整。”

除了桌面和椅面高度，桌斗
设计也给一些学生带来困扰。北
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
研员陈忠玲说，由于桌斗太小，
很多学生只能将书包立置在座

椅靠背前，导致学生的腰背部缺
乏支撑，无法长时间保持健康坐
姿；桌斗下方空间不够，一些学
生只好侧身坐或将腿伸到桌外，
引发不良坐姿。

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
所所长郭欣说，判断课桌椅高度
是否符合孩子身高，可以看孩子
坐姿是否符合“三个 90度”，即
大臂和小臂成 90度、上身和大
腿成90度、大腿和小腿成90度。

2014年发布的推荐性国家

标准《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
术要求》规定了课桌椅的 11个
型号和与之匹配的适宜就座者
身高范围。一项 2021 年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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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

柱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毛路等
专家指出，课桌椅过高或过矮都
会引发不良坐姿，可能增加近
视、脊柱侧弯、驼背等方面风险。

课桌椅为何
变“成长的烦恼”？

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不匹配，
有多方面原因。

据了解，课桌椅国家标准历

经数次修改，最新版本是 2014
年发布的，距今已有 10年，存在
一定滞后性。

教育部 2021年公布的第八
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
果显示，与2014年相比，2019年
全国 7 岁—9 岁、10 岁—12 岁、
13 岁—15 岁、16 岁—18 岁、19
岁—22 岁男生身高分别增加
0.52厘米、1.26厘米、1.69厘米、
0.95 厘米、0.81 厘米，女生身高
分别增加 0.72厘米、1.24厘米、
0.97厘米、0.80厘米、0.62厘米。

深圳市 2019年组织的一项
调研显示，当地部分中学生身高
超过 190厘米，国家标准最大号
0 号课桌椅已不能较好满足这
部分学生的需求，因此当地在最
新采购标准中新增了 0+号课桌
椅。

教育界人士表示，虽然国家
有相关的课桌椅配备标准，但在
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学校经费
有限，短期内全部置换成符合要
求的课桌椅有难度。

一家大型课桌椅制造企业
负责人说，学校之所以喜欢固定
式课桌椅，是因为它更加便宜耐
用，出厂价就几十块钱。相比之
下，可调节课桌椅价格高不少。
福州市鼓楼第五中心小学去年
的一份采购结果公告显示，该校
共采购可调节课桌椅 165套，共
花费82170元，每套单价498元。

多位受访者指出，课桌椅匹
配不上学生身高，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是学校管理跟不上。一位教
育部门人士坦言，很多学校虽然
换了可调节桌椅，但后期维护管
理跟不上，没有及时调节高度。

课桌椅“合身”
需多方发力

课桌椅看似小事，却关系到
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让课桌椅
更“合身”，为孩子们创造更舒适
的学习环境，还需要多方发力。

记者了解到，为使学生课桌
椅更“合身”，不少地方积极开展
相关工作。

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
进中心主任戴秀文表示，广州市
把课桌椅配备中的卫生要求融
入校医培训课程，规范指导各班
级课桌椅调整。“学生课桌椅配
备符合率要达到80%以上；当一
名学生有两个适用课桌椅型号
时，优先选择尺寸较大的，为身
高增长留有余地；对于身高、体
重等体征明显超常的学生，应尽
可能通过定制特殊型号课桌椅
等方式解决。”

多地教育部门人士建议，应
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
健康使用课桌椅重要性的认识；
有条件的地区应加大财政投入，
尽快为中小学校配备可调节课
桌椅。同时，课桌椅相关标准应
当及时更新，跟上学生身高增长
步伐。 据新华社

孩子们个头高了

课桌椅能否跟着“长”？

装修公司宣称“一口价”22
万元，却在装修开始后多出了 8
万余元的增项费用……前不久
在北京买房的蒲女士准备装修
房屋，为求省心与某全包装修公
司签订了合同，不料装修时产生
的增项事宜和施工纠纷给她带
来了不少麻烦。

“人工+辅材+主材零增项，
100%底价直采，100%正品”“预
算即决算”……记者近日采访了
解到，有不少装修公司以“一口
价”“全包价”等名义对外宣传，
在前期沟通时向业主承诺装修
过程中没有额外增项，当业主付
完前期费用开工后又以材料增
多、更换大品牌、返工等名义，要
求其支付增项费用。

装修增项名目繁多
很多业主防不胜防

经过反复比较、筛选后，蒲
女士最终决定将房子的装修工
程交由某装修公司承包。装修公
司派工长上门对房屋各处数据
进行测量，并出具了基础工程的

《预算报价书》，上面填写的装修
预算为 22万元，且设计师刘某
向蒲女士再三承诺后续无增项。

因担心工程质量和后续纠
纷，蒲女士在签订合同时还特意
就工长的身份进行了确认。

谁知第一阶段施工结束后，
工长童某突然向蒲女士发送了
一张“增项明细单”，所列费用总
和高达 86999 元，包括水电改

动、橱柜面积增加、五金配件等
多个名目，并要求蒲女士立即支
付该笔费用，否则无法进行后续
施工。

因施工方增加费用
业主有权主张赔偿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
装修增项是由于实际测量情况
与合同记载不一致造成的。

前段时间，湖北黄冈的史先
生与某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
一口价 92000 元。双方约定，装
修过程中所需人工、辅材、主材、
安装、拆除都由装修公司负责，
并列出详细的清单列表。为了防
止工程中后期出现漏项、增项等
情况，史先生特意在合同中标
注：合同为全包合同，若有漏项，
由乙方负责补全。

在项目经理进场后，出现了
一系列增项情况。对方提出，阳台
需拆除部分的面积有漏报，需要
增加人工费用，之后又提出洗手
间贴砖的面积有漏报、主卧飘窗
的贴砖面积前期没算进去、客厅
餐厅吊顶的面积超了3平方米等
问题，要求史先生增加材料费用。

史先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
既然已经签了全包合同，装修公
司在前期测量、设计、给出预算
时理应对各项数据有所把握，并
且设计师和项目经理在量尺上
存在误差，应当由装修公司内部
沟通解决。

史先生拒绝支付增项费用，

没想到几天后，项目经理突然将
装修喊停了。考虑到后续如果诉
讼，花费也不少，加上自己迫切
想要入住新家，经多次协商对方
同意降低增项费后，史先生无奈
地支付了这笔费用。

上海诚康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大成认为，出现施工方过失导
致的损失问题，首先需要根据装
修合同来确定损失如何承担。合

同有约定的情况下，根据约定解
决；没有约定，再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来解决。如果是所谓的“一
口价”合同，则装修公司有义务
在合同中约定无需消费者额外
承担任何费用，施工方造成的一
切损失都应当自行承担。如果合
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消
费者则有权按照民法典第八百

零一条的规定，直接要求导致工
程质量不合格的施工人承担违
约责任。

完善标准加强监管
设黑名单公示整改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对于装
修过程中的“恶意增项”行为，我

国已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禁止性
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案件案由规定》明确了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而建设工程合同又属于特殊
的承揽合同，故消费者在面对

“恶意增项”时，也可以在民法典
中找到向装修公司主张违约责
任的直接法律依据。

比如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一
条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
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
合理选择请求承揽人承担修理、
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
约责任；第八百零一条规定，因
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
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请
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
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
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
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提出，
由于消费者与装修公司之间的
纠纷大多为合同纠纷，所以双方
签订的合同便是解决此类纠纷
的关键。

陕西省法学会房地产法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慧文提出，相
关部门也要积极制定法律法规
进行规范、完善装饰装修的国家
强制标准；行业组织应当积极推
动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和标
准；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装
修行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从业者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装修合同是一项市场行
为，相关部门在尊重市场经济的
基础上，可以设立类似于征信系
统的行业‘黑名单’或‘白名单’，
对多次受到投诉举报并查证确
有不诚信经营行为的装修公司
进行登记和公示，整改后方可撤
销。这样也能提醒消费者慎重作
出选择。”张大成说。

据《法治日报》

全包装修“增项”乱象调查

说好“一口价”，开工后却频频加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