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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了下课了，，不要喧哗跑跳不要喧哗跑跳，，不要离不要离开课室所在楼层开课室所在楼层，，不要到户外活动……不要到户外活动……

如何把课间十如何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分钟还给学生？？

下 课
铃响了，本
该热闹的
校园却仍然
静悄悄的；
课间十分钟
不允许孩子
离开教学楼到
户外活动、除
了去卫生间不
能出教室；只
有在固定的课
间时段才能去
打水……从去
年 11 月到今年
3月，全国各地
中小学出现的
“课间十分钟圈
养”现象多次登上
微博、百度热搜
榜，引起广泛关
注。

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杨扬建议重视学
生心理健康，把课
间十分钟还给孩子，
纠正以“确保学生安
全”为由而简单限制
学生必要的课间休
息和活动的做法。

实际上，“课间圈
养”并不是一个新鲜
话题。早在 10 多年
前，就有媒体关注到
“寂静的课间十分钟”，
呼吁“让孩子‘疯’一会
儿又何妨”。教育部通
过的《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规定》就明确要求，
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
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
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
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
要的约束。尽管有政
策、有呼声，但“课间圈
养”似乎一直是困扰学
校、家长和学生的一道
难题。

毫无疑问，“课间圈
养”很难养出身心健康的
孩子。“课间圈养”问题在
我市是否存在？高质量
的课间十分钟有哪些积
极的意义？“寂静的十分
钟”背后，学校有哪些顾
虑、家长有什么诉求、学生
有怎样的内心期待？如何
把快乐的课间十分钟还给
学生？带着一系列问题，
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吕中言 潘诗欣

对很多江门人来说，学生时期的课间十分钟
是一份美好、珍贵的记忆。

今年33岁的陈俊波是土生土长的江门人，
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蓬江区就读，每当说起小学
和初中时期的课间十分钟，他总会嘴角上扬。在
他的记忆里，课间十分钟是可以自由支配，没有
任何限制的。“特别是小学时期，下课铃一响，我
和几位男生就会一起跑到学校的艺术楼，玩捉迷
藏游戏，每一个课间可以玩3轮，每当有人被捉
到，现场所有人都会哈哈大笑。每年小学同学聚
会时说起这段经历，大家都记忆深刻。”陈俊波
说。

“打乒乓球！下课铃响的一刻，手抓着球拍，
摆好最便于冲刺的坐姿，3个好朋友分工，直奔教
学楼一楼霸占乒乓球台，扣杀10分钟，超过瘾。”
说起自己初中时期的课间十分钟，今年38岁的
陈乐心清晰记得很多细节。

“当时一下课就疯狂地跑出教室，想方设法
抢占乒乓球台，如果实在占不到，就主动向提前
占到的同学挑战，我现在最好的闺蜜就是那时打
乒乓球认识的。”陈乐心告诉记者，她的女儿目前
在我市读初一，但课间十分钟的限制明显比她读
书时多了，即便学校有乒乓球台，在课间也不能
使用。

蓬江区棠下镇实验中心小学政教处副主任
彭芳芳告诉记者：“小时候下课最喜欢跳皮筋，短
短十分钟我们能跳3轮皮筋，还能丢沙包、踢毽
子，玩得可开心了！”

然而，如此畅快的课间生活，如今却在一些
校园消失了。

3月21日，面向我市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
记者在江门日报官微和江门日报青苹果微信号
发布了关于“课间十分钟”的问卷调查，截至发稿
前，超1300人参与调查。在“您所在学校课间十
分钟是否有被占用的情况？”一问中，27%受访者
选择“有”，73%选择“没有”；在“您在课间十分钟
是否有被限制活动？（如：不要喧哗跑跳、不要离
开课室所在楼层、不要到户外等）”一问中，52%
受访者选择“有”，48%选择“没有”。

在连日来的采访中，我市家长和学生对于课
间十分钟的描述更是五花八门。“我女儿说他们
学校的课间十分钟，老师有时拖堂就占了两分
钟，上课前，还要提前一分钟回到座位上准备，如
果要离开班级所在楼层，还要向老师申请，最让
人不解的是，课间十分钟学生不得大声喧哗。”学
生家长关女士告诉记者。

“出于安全考虑，课间十分钟学校只允许我
们离开教室散步，篮球、羽毛球等涉及运动器材
的项目都不能碰，同学之间的追逐也是禁止的。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但能打的机会不多，体
育课和大课间很多时间需要用来训练体育中考
项目，我和同学尝试过在课间偷偷去打篮球，但
都被老师叫回。”在初三学生小俊看来，初中生每
天在校时间较长，往往超过10小时，学习强度较
大，如果能拥有相对自由、高质量的课间十分钟，
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益处。

“玩闹是孩子的天性，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
式。”五邑大学副教授王建文认为，校园生活的适
度留白非常重要。如果课间十分钟内，学生可以
自由地动起来，可以和不同的小伙伴在校园里的
不同角落交流、互动起来，不但能放松身心，获得
情绪价值，还能建构起社会规则意识，这些都是
在单纯的知识学习中无法直接获取的。“美好的
课间十分钟回忆甚至能成为孩子一生的‘法
宝’。”王建文说。

当“课间圈养”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不少人把矛头对准了学校。而面对指责，
不少学校则表示，自己也是有苦难言。

“很多年前，学校并没有对学生的课间十
分钟进行任何限制，但渐渐地，各种安全问题
开始暴露，首先学生在课间打羽毛球、篮球的
过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老师看管，发生碰撞
等安全问题的风险较高；进行这些运动时，学
生往往比较投入，上课时间一到会扎堆冲回
课室，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安全问题的风险同
样较高。”我市一位初中校长告诉记者，一旦
发生安全问题，如果碰到不理解的家长，学校
就会陷入被动。

“有的班级离操场较远或所在楼层较高，
学生们可能刚到操场就得回教室。迟到的
孩子坐在座位上气喘吁吁，光是调
整就要一定时间，不但安全风
险大，还影响下节课的学习
状态和教学效果。”我市一
位小学教师如是说。

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学校害怕担责，“圈
养”就成为了课间管理
的优质选项。但需要
正视的是，在这种保护
之下，孩子们失去了快
乐的课间十分钟，诸多
不利于其成长发展的短
板就很容易凸显出来。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王洪生认为，过度的指责和
保护都是不可取的，无论是学校、家
长还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树立起理性的课间
活动观念，多方协商，通过更科学的方式明确
权责，课间十分钟的管理才有不断变好的空
间。

王洪生认为，家校之间的换位思考非常
重要。“如果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无论怎么
防范都会有风险存在，孩子出了事，家长仍然
会把责任归到学校，出于以大局为重的考虑，
学校难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从学生成
长的角度来看，高质量的课间十分钟对每一
个学生的身心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家校都

要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小的磕磕碰碰在
所难免，要实事求是，多一些包容、多

一点变通。”王洪生说。

优化课间十分钟事关教育生态和学生身心健康，重要
性不言而喻，我市学校有哪些好的做法？不妨听听校长们
怎么说。

在蓬江区荷塘镇良山小学，经典跳格子、体能跳格子、
手脚并用跳格子、足球跳格子等8个不同类型、不同玩法、
不同功能的跳格子铺满了操场一侧，十分醒目。操场旁边
还设置了“阳光小屋”，篮球、足球，羽毛球、呼啦圈等器材，
学生都可以自由取用。每当下课，安静的校园瞬间就沸腾
了起来，孩子们像鸟儿一样向操场飞去，参与到快乐而丰
富的课间活动中。游戏的快乐驱散了疲惫，无忧的笑容在
脸上闪耀着。

“我们坚决捍卫学生们的课间十分钟，让学生们在阳
光下自由运动、玩游戏。如果因为担心冲突和受伤而拦住
学生的脚步，这对学生不是真正的‘保护’。”良山小学校长
刘安兵认为，安全快乐的课间，建立在师生足够强大的安
全意识及全面有效的安全防护之上。经过教育，学生会明
白不能在走廊楼梯上疯跑，以及懂得如何在运动中避免伤
害。

《你笑起来真好看》《听我说谢谢你》《中国字，中国
人》……每当下课铃声响起，台山市培正小学整个

校园便活跃了起来，各个教室不约而同地响起
音乐，同学们开心地站起身，跟随音乐节奏
跳起韵律操。一首歌结束，同学们跳完韵
律操，脸蛋变得红扑扑，精神十足。这是
该校开展的课间十分钟特色活动，已持
续近4年时间，深受学生喜爱。

该校校长苏金练介绍：“天天动起
来，健康向未来，是我校组织学生开展
课间十分钟特色活动的初心。老师们
带领学生做室内韵律操，还通过大课间、
体育课等形式组织学生开展体育锻炼，

增强学生体质，舒缓学生学习和心理压
力。”

在江门市棠下初级中学，每天有大课间、
上下午两个小课间操的安排，其中，两个小课间操

是指上午第二节课后统一做课桌操，下午第一节课后
统一做眼保健操。其余课间没有安排，学生可自由活动。

该校校长叶伟俊说：“我们欢迎学生在课间到操场等
运动场所进行体育锻炼，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我们也建
议学生利用课间十分钟做个人的学习整理和精神状态调
整。同时，为了做好安全管理，我们明令禁止在教学楼区
域内的楼道和走廊追逐打闹，在每个年级设置了由学生担
任的年级课间纪律巡查员，年级行政干部也会在课间进行
巡视，关注各楼层情况。”

蓬江区棠下镇中心小学每周例会都会向老师强调，每
节课不能拖堂，并为各年级学生划定了课间活动区域，如
一、二年级学生可在走廊活动，三、四年级学生可在课室外
的小操场活动，五六年级学生可在楼下的大操场活动。

该校副校长欧阳秀珍介绍：“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还给
各年级划定了活动区域，上课的老师会走出教室，留意周
围孩子的活动情况。同时，我们设置了一个提前一分钟的
上课预备铃，提醒学生停止活动，有序走回教室准备上

课。”

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势在必行，
想要真正落实到位，在体现学校教育理
念和责任担当的同时，也在考验学校、家
庭和社会协同育人的能力。

刘俊妍是蓬江区棠下镇实验中心小
学语文老师，对于课间十分钟她一直有
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保障
学生安全，其次要让学生身心得到放松，
缓解上课后的疲劳，为下节课做好充分
准备，我个人十分喜欢传统文化，课间常
常教孩子们一起跳古诗手势舞、唱戏曲
等。虽然运动量不算很大，但也能让孩
子们得到小舒展，同时在愉快的状态下
补充课外知识。”刘俊妍说。

陈女士是我市一所小学的家委会骨
干成员，在她看来，学校应该把家委会资
源充分利用起来，家校双方结合实际情
况，通过广泛征集家长、学生和教师意见
的方式共同商讨制定出一套责任认定方
案，把学校从“无限责任”的担忧中解脱
出来，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不断完善方案，只要踏出了第一
步，相信后续会越来越好。“我儿子所在
的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课间圈养’
问题较为突出，接下来，我会向家委会提
出我的想法。”陈女士说。

王洪生建议，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教
育主管部门可进一步细化校内安全事故
责任认定细则，更加合理地界定学校和
老师的责权。“教育主管部门还可以积极
搭建学校和家长有效的沟通平台和渠
道，让学校通过多种方式把课间十分钟
的益处、可能存在的风险、学校采取的安
全防范措施告知家长，引导家长承担起
相应的职责，积极支持学生在课间进行
自由活动，理性对待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可能面对的未知与风险，培养孩子的自
我保护意识。”王洪生表示，学校还可以
尝试引入商业保险，保障学生和老师双
方的权益。

江门市人大代表李刚认为，教育主
管部门可与主流媒体积极联动，一旦发
现学校安全事故，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
过程、处理结果，让广大群众看到教育主
管部门和学校实事求是、以学生为中心
的态度，进一步引导大家养成客观、理性
的责权观念。“因为随着自媒体的体量不
断变大，网络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家长
的思考方向容易被带偏，在这个时候，主
流媒体的正向输出和引导变得十分重
要，有‘定海神针’的作用。”李刚说。

探因
“课间圈养”问题出在哪？

现象
课间十分钟变样了？

做法
听听校长们怎么说？ 对策

如何让孩子动起来？

他山之石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锦绣小学
保证课间玩具齐全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锦绣小学根据学生年龄特
点，以传统游戏为抓手，组织学生开展石头剪刀布、跳小绳、纸飞

机、手影、一笔画圆等24种游戏，每一个学生每一学年至少参与四个
游戏。

学校还为每个班级备齐了跳棋、军棋、五子棋、投壶等课间玩具，保
证课间玩具齐全；同时在操场上设置“体育用品自取站”，为学生提供呼啦
圈、沙包等体育用品，学生自取、自用、自护。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柳明校区
开展“课间一首歌”活动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柳明校区的教学楼为天井式设计。位于低
层的学生可在课间十分钟外出跳皮筋、踢毽子，位于高层的学生外出
活动机会则较少。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间十分钟，该校于2018年秋季学期开
展了“课间一首歌”活动。学校在天井处放置了一架钢

琴，每天都会有音乐教师轮流弹钢琴。学生听到琴
声，遇到大家熟悉的歌曲，就会自发跟着

唱。久而久之，“课间一首歌”就成
了学校的传统。

室内韵律操是台室内韵律操是台
山市培正小学的课间山市培正小学的课间
十分钟特色活动十分钟特色活动。。

跳格子已成为良山小学跳格子已成为良山小学
学生的课间重要活动学生的课间重要活动。。

棠下镇实验中心小学学生棠下镇实验中心小学学生
在课间跳起在课间跳起《《上春山上春山》》手势舞手势舞。。

棠下镇中心小学棠下镇中心小学，，
课间不少学生来到操课间不少学生来到操
场打篮球场打篮球。。

有趣的课间十分钟有趣的课间十分钟，，备受学生欢迎备受学生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