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5

课间 15 分钟，今后会成为小学的“标
配”吗？部分接受采访的学校认为目前有
难度。因为各地的教育情况、考学难度不
同，很难“一刀切”地复制推广。

事实上，课间15分钟的推广的确也面
临一些问题。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谷亚认为，课间时长延长后，有些问题值得
关注。例如：户外活动的安全风险如何把
控？教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提供什么服
务？如何将学生从较长的自由活动状态迅
速引导至课堂教学状态？要把课间时间真
正还给学生，改变时长只是一个开始，背后
也需要配套“软件”措施来支撑。

“课间 15 分钟让孩子们玩得大汗淋
漓，可能会影响下一节课的状态，这不一定
是理想的课间，需要加以引导。”田冰冰介
绍，学校提倡科学文明、动静结合的方式，
让孩子在课间能够休息放松。

新学期推出新课表后，春晖小学各校
区更新了一系列硬件设施，比如按照年级
特点，在各自楼层设置活动区域，安排游
戏区、阅读角；不同班级根据各班实际，
提供益智类、护眼类游戏。不过田冰冰认
为，“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可选项，但不必过
度安排。”

“我们通过课间征集令的形式，让孩子
们探讨哪些场地适合什么游戏。学生也会
思考哪些活动是安全的，哪些活动有益且
适合学校场地。”张军林说，学生也会在这
个过程中逐渐适应新的课间形式。

课间时间延长，也需要监督机制，确保
真正落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下课铃
响，老师不能拖堂，而是要把孩子们放出
去。“如果老师有拖堂的习惯，课间半小时
可能都不够。与其拖堂，不如提高课堂效
率。”采访中，不少校长表示。

在学军小学，学校行政人员每个课间
都会进行巡视，查看是否有老师拖堂，学生

也会参与监督。春晖小学则加强了课间巡
视的管理，按照年级进行巡查监督——重
点关注老师有没有拖堂，课间学生有没有
打闹推搡等不文明行为，保障课间秩序的
安全有序。每一周，年级组会统计、反馈当
周的巡视情况，确保15分钟能够真正归还
给学生。

对很多学校来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
的问题：安全。尤其是城市市区学校，往往
楼层高、面积小，小学生下楼活动不易。

对安全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学生
在课间活动中确实有可能因打闹发生纠纷
乃至出现安全事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关
注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保障学生安
全一直是校园管理中绷紧的弦，学校、老
师要科学实施管理和安全防范措施，防
止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不可排除存在这
样的情况：学校、老师已尽到安全教育、
安全管理责任，但学生在课间活动中由
于偶然因素或自身原因出现磕碰等意外
伤害。建议学校通过校园意外伤害事故
责任认定、鼓励学生（家长）购买学生意
外伤害险等方式，防止被过度追责。”熊
丙奇说。

关于校内活动安全问题，教育部门已
有表态。2023 年 11 月，杭州市教育局答
复杭州市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第146号建
议关于“从法院判决上保证学校敢于落实
体育教育”“多重保障防止家长过度追责”
等内容称，将开展关于校内文体活动中自
甘风险的研讨，同时坚持自愿原则，倡导家
长购买学生（幼儿）综合保险。

不少接受采访的学校表示：15 分钟课
间是小切口，背后反映的是育人实践的大
变化。希望进一步打开“课间圈养”的围
栏，让更多的孩子心中有梦、身上有汗、眼
里有光。

多5分钟难在哪？
配套硬件软件都要跟上

“你看，学生和老师的脚步都慢下来了。”上午第三节课的下
课铃声响起，学军小学求智校区三（6）班的同学们上完体育课
陆续走回教室。校长张军林站在二楼走廊上观察。往常，孩子
们下了体育课要跑回教室，喝水上洗手间，准备下一堂课。如果
紧跟的是科学课，还得跑去对面教学楼的专用教室。

在教学楼三楼，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在走廊上，有的一边聊天
一边眺望远方，有的则围在一起，玩起了跳房子、手指操等小游
戏。“课间玩这些小游戏时间足够了。”六（1）班章歆钰同学说，
课间多出了5分钟，能做的事情更多。

感受到变化的，还有老师。一（5）班班主任李珊珊做好下
一节课的准备后，带着孩子们来到教室门口的小广场做起了小
游戏。“课间不像以前那么匆忙了，陪着孩子们玩，自己也能放松
一会儿。”李珊珊说。

杭州市春晖小学教育集团是率先将课间延长至15分钟的学
校之一。课间走进校园，只见一年级走廊上的游戏区域摆放着一
台小型投篮机，同学们正排着队投篮；有同学搬出跳格子、沙包棋
放置在空地上，开始组队游戏。五年级教室外的活动区域，同学
们手持弹力追视球，玩耍的同时也是护眼训练；教室里，华容道、
围棋、诗词卡牌、地图拼图⋯⋯各种益智休闲游戏可供选择。

“最大的感受是整个校园变得松弛了，孩子们利用课间进行
有益的社交和适量的活动，劳逸结合、适度的留白，让校园生活
更加张弛有度。”校长田冰冰说，课间时间变长，其实并不影响上
课，大部分孩子学习效率反而更高。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学校。
下课铃响，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的学生跑出教室，吹泡泡、

跳房子、转呼啦圈，不少老师和学生玩成一片。新学期，该校作息
表上新，将课间延长至15分钟，课间的校园比以往更加热闹。课
间时间延长，如何让更多孩子走出教室？学校动了些脑筋。

三年级语文下册课本有篇名为《肥皂泡》的课文，校长、兼任
语文老师的邵建刚每次上这堂课都能看到孩子们的眼睛在发
光。他把泡泡机作为奖品，利用课间 15 分钟组织跳绳比赛，动
员孩子们积极参加。“有的孩子安静、有的孩子活泼，但天性都爱
玩。用他们喜欢的奖品加以引导，可以让更多孩子走出教室，调
动他们参与户外活动的积极性。”邵建刚说。

绍兴市嵊州双塔小学关于课间的尝试更为大胆。2022 年
12月，学校将10分钟的课间延长至20分钟、30分钟，一天共开
设5个课间。其中上午有两个30分钟的课间，下午有3个20分
钟的课间，上学和放学时间照常。

新的作息表实行近两年，校长陈雷钧发现了一些变化。“对
比最近两年的体质测试成绩，整体有明显提高，全校的优秀率从
78.9%提高到87.6%。”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虽然课间普遍只是增加5分钟，但孩子们可以更从容地、自
由地支配课间时间，而不只是解决喝水、如厕等问题。“课间 15
分钟是一次良性探索，通过小切口换取更大的社会价值。”浙江
大学哲学学院休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浙江省休闲协会会长
刘慧梅表示，从休闲学的角度来看，课间休息时间延长、合理利
用，除了让孩子们放松下来，还能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合理规划休
闲时间的意识。

多5分钟有啥用？
学生效率更高体质更好

长时间以来，我国多数中小学都采用课
间 10 分钟的作息。延长课间时长，不仅意
味着要重新排课表，也对场地、管理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课间10分钟为
何要改变？

衢江区实验小学共有 48 个班，全校近
2000 名学生，学校体量大、空间有限，学生
课间经常要排队上厕所、接水。邵建刚说：

“遇到音乐、体育、美术、劳动、信息技术等
要换教室上课的科目，10 分钟就更不够用
了。”他常常在课间看到学生步履匆匆。“赶
场”的不止学生，老师同样匆忙，有时候这
边班级刚下课，就得赶到下个班做课前
准备。

“我们的教育首先要保证孩子们身心健
康。如果在课间孩子们连上洗手间都匆匆
忙忙，这和我们的教育理念相违背。”张军
林说。

各地学校探索课间 15 分钟，也和近年
来颇受关注的“课间圈养”有关。有媒体报
道，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除喝
水、上厕所外，不能走出教室活动，甚至不能
随意离开座位。这样的现象也引发了讨论
和担忧。这种“课间圈养”显然有悖于孩子
好动的天性，也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部分学校的‘课间圈养’模式源自学
校、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这种舍本逐末
的方式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不仅
遏制了孩子的天性，也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
养。”刘慧梅表示，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嬉戏
玩耍也很重要，学习并不局限于课本上的知

识，课间嬉戏能培养孩子的社交、沟通、协
调、组织等能力，有助于塑造孩子的个性，实
现更均衡的发展。

课间时间延长，很多家长也投赞成票。
春晖小学新学期开学前的新生家长会上，田
冰冰现场征求家长意见，700多名家长全票
通过。“家长对于这一微改革热情支持，给了
我们改变的信心。”她说。

延长课间时长，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
学校一天的课表安排得严丝合缝，从哪里挤
出来这5分钟？

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小学上课时间不
能早于8时半，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超过
6 小时，这就决定了学校不能简单以提早到
校、延迟放学的方式来增加课间时长。每一
所延长课间的学校，只能对学生的在校时间
进行“存量盘活”。

当前，学校大多采用拆补的方式，从大
课间、午休管理时间等长时段休息时间中拆
出小时段，再均匀地补进各小课间。这种相
对“无痕”的调配方式，既不会让孩子明显感
觉长时段休息时间被压缩，又能缓解小课间
的匆忙。

以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为例，学校每
天上午、下午各有 3 节课程，共 4 节课间，在
学校以往的冬令时课间安排里，4 节课间为
一节 50 分钟的大课间和三节 10 分钟的小
课间，此外午餐时间后还安排了1个小时的
午间管理时间。优化后的课表分别从大课
间“拆”出 10 分钟、从午间管理时间“拆”出
5分钟，均匀地“补”进了3个小课间。

多5分钟从哪来？
盘活存量上学放学照常
多5分钟从哪来？
盘活存量上学放学照常

熊丙奇

保障学生的课间时间，让学生在课间进
行适当的活动、放松，对缓解学生的疲劳，保
护学生的视力，以及活跃校园生活、促进学
生社交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具体办学中，

“课间10分钟消失”“课间圈养”等问题，引发
了广泛关注。

延长课间时长，是治理“课间消失”
问题的新思路。延长课间时长的同时，
要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秩序，严禁拖堂
和提前上课，不得随意缩短学生课间活
动时长，不得对学生课间活动设置不必
要的约束，坚决杜绝课间禁止学生出教
室的问题。

那么，如何落实这些要求？必须改革
对学校办学的评价，以及健全学生校园意
外事故责任认定机制。为何学校学科老
师要挤占学生课间加班加点上课，甚至体
育课也被挤占用于学科教学？因为一些
地方教育部门就用升学率评价学校办学

与教师教学，进而对学校违规挤占学生课
间、体育课视而不见。如果不破除唯分
数、唯升学评价，课间时长延长到 15 分钟，
还是可能被挤占。

延长课间时长，只是把课间还给学
生的第一步。要让学生充分享有课间时
间，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就必须切
实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再片面地用
升学率评价学校，而要重视学校的教育
过程，对学校办学与教师教学进行过程
性评价。

此外，要依法界定学校、老师的教育
职责，不能再把学校视为“无限责任主
体”，把学校、老师从安全管理压力中解放
出来，不再对学生进
行“课间圈养”，而是
和 学 生 一 起 走 出 教
室，让学生快乐跳起
来、动起来。

（作者系21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

延长课间时长只是第一步

专家观点

小广场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玩老鹰捉小鸡；鱼池旁，
一群孩子围着看鱼儿游来游去⋯⋯下课铃一响，杭州市学军小
学求智校区校园热闹起来。今年国庆假期后，学校开启新作息
时间表，将课间延长至15分钟。

秋季学期以来，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衢州、丽水等
地小学探索“课间 15 分钟”。据报道，北京、天津、福建、江苏等
地秋季学期也出台延长中小学生课间时长的相关措施，原则上
落实15分钟课间时长。

当前，我国大部分中小学实行“大课间+小课间”的教学管
理制度，大课间一般30至50分钟，主要进行体育运动。各学校
根据自身情况每天安排一到两个大课间；小课间 10 分钟，让孩
子们适当活动放松，为下一节课做准备。

此前，教育部也关注到课间时间延长的新动向。9月26日，
国新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副
部长王嘉毅表示，课间从10分钟延长到15分钟，虽然是个“小切
口”、具体的小问题，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延展的是“五育”的
形式和内容，也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体现的是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育人导向，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课间延长到15分钟，给校园带来了哪些变化？在校时间不
变，课表如何调整？具体实施过程中，又面临哪些难题？近日，
记者走访浙江多所小学，寻找答案。

浙江多地小学课间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

多玩 5 分钟 有啥不一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姜晓蓉姜晓蓉 唐逸涵唐逸涵

15分钟课间里，衢江区实验小学的学生进行呼啦圈比赛。
本报记者 叶晓倩 摄

嵊州双塔小学将课间10分钟延长至30分钟，鼓励学生
走出教室锻炼身体。 本报记者 吕之遥 倪雁强 摄

杭 州 市 春
晖小学的课间
15 分 钟 ，学 生
开 展 各 种 活
动。

学校供图

11月起，德清县春晖小学教育集团将课间时长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图为学生们在课间跳绳。 通讯员 王树成 摄

丽水市实验学校学生在课间15分钟内开展天文兴趣活动。 通讯员 张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