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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学校上学，课间十分钟是怎么过的？杭州有小学家长反映，儿子所

在的学校规定，课间十分钟不能大声说话，还不允许学生下楼活动。回想自己

读书时，课间跳绳、踢毽子玩得火热，而现在的孩子却只能坐在教室里鸦雀无

声，这样的对比，让家长挺无奈。

本报记者随机采访了杭州几位家长和老师，发现有类似规定的学校并非个

例，但也有很多学校在课间十分钟的活动安排上，做出了不少有新意的尝试。

课间十分钟变成课间“圈养”？

不少中小学推出亮点做法
让孩子课间“玩”得更好
本报记者 朱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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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十分钟本该是孩子们走出教室、放松身心

的时间，可是学校因为各种原因把课间活动变成了

“课间圈养”，提倡“文明休息”，整天待在教室里对孩

子真的有好处吗？

“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但现实是，很难改变。”

采访中，也有老师说出了心里话，“哪怕是小学，现在

孩子的学习压力也挺大的。课间十分钟如果遇到上

一堂课的老师稍微拖堂几分钟，下一堂课又要求提

前三分钟到教室静静心，真正能让孩子们走出教室

玩耍的时间，可能只有五六分钟。”

而学校规定不准出教学楼，或者不准在教室走

廊嬉戏打闹，更大的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

“凡是学生受点伤，有的家长就会找学校或者老

师麻烦，之前就听说有学生磕破牙，家长跟学校打官

司的。”有老师坦言，学校主要精力在教书育人上，确

实不想被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情牵绊，更不想成为

“背锅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安全选择‘一刀

切’是比较稳妥保险的做法。”

还有的学校，因为硬件条件等限制，并没有让孩

子一出教室就能活动的场地。

关于课间十分钟变成“课间圈养”的操作，其实

讨论度一直都挺高。

早在 2021 年，北京就做出明确要求，学校在课

间十分钟要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阳光体育，

健康成长。当时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犀利点

评：背后事实是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很多学校课间

十分钟鸦雀无声，除了喝水、上厕所，不许孩子下

楼。“连课间十分钟都很难走出教室的孩子，请问怎

样支撑一个民族的健康？怎样支撑足球、篮球、排球

冲出亚洲？但愿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抓体育，不是

为了完成任务，而是认识到体育的价值，和‘以体育

人’这四个字的含义。”

杭州亚运会期间，白岩松前往杭州外国语学

校，与同学们进行过一场关于体育的对话交流。

在交流中，他也分享了一个故事。之前他与北京

一位老校长讨论体育进校园，也谈到了课间十分

钟的话题。在白岩松看来，其实有时候并不需要

学校做特别多的事，比如有的学校场地不大，走

廊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哪怕简单地画一些线，

让孩子练练立定跳远就挺好。而关于运动可能

带来的意外伤害，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也能较好地

解决。

来自学校的纠结
安全与快乐如何取舍？学校不想“节外生枝”

在采访中，本报记者发现把课间十分钟安排得有

声有色的学校也不少。

比如杭州市奥体实验小学走廊比较宽，一些班

级推出了棋类活动，还有班主任购买嗒嗒球等器材，

让孩子玩一玩。学校每一层设有中庭花园，课间能

看看绿植。杭州市滨和小学的暖园，种植着一些蔬

菜，附近教室的小朋友下课就很喜欢来逛逛。

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中心小学的操场和教学

楼空旷处的地面上，画出“体育画”，成了学生课间十

分钟的趣味体育活动区。最近还推出穿越滚圈等小

游戏，大家的参与度很高。

杭州市春晖小学开发了闲置公共空间，打造开

放共享、灵活自主的多样化游戏空间。五年级的班

主任齐传鹏老师结合班级实际情况，把构建“十分钟

空间”当成课题来研究。

“鼓励孩子课间尽量走出教室，倒不一定非在

大草坪上玩。”齐老师推崇就地取材，利用身边能

利用的空间，推出花样运动区、自然探究区和阅读

探究区。

说起来做法也不难，比如购买游戏器材，跳绳、

毽子、磁吸飞镖等，不定时更新，让学生下课能参与；

教室里可以摆放绿植、望远镜以及书本和读物，也能

充实孩子的课间时间。

为了让孩子走出教室，杭州市闻涛小学还推出

了每天一节体育课。

闻涛小学校长张海东介绍，按照新课程标准小

学各科的周课时安排，一、二年级每周四节体育课，

三到六年级每周三节体育课。

“一、二年级增加了一节足球课；三到六年级在

排课时，没有体育课的那一天，在阳光体育时间上一

节体育活动课。这样每个年级保证一天有一节体育

课。”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学校做了规划和调整，

“除了常规体育课，还有足球课、形体课等，内容丰

富。”

在张校长看来，体育锻炼对孩子好处多多，不仅

有助于身心健康，还能促进亲子关系，有益于孩子长

远的发展。

“不能因为害怕运动带来伤病就因噎废食。”在

闻涛小学，每一样运动都要求老师指导到位，许多项

目以短视频的方式进行传达，“哪怕是简单的跳绳，

也会找专业的老师进行示范。”

而针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运动，比如足球、羽

毛球等，学校还邀请了多个省队退役的资深“外教”，

规避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

学校推出不少创新办法
让孩子课间“玩”得更好

如果不是跟孩子聊天时聊起，陈女士根本不知

道，原来儿子在学校里，课间十分钟是安安静静坐在

教室里的。

“老师说了，课间不能下楼，也不能跑跑跳跳，甚

至还不能大声说话，那课间十分钟的意义在哪里？”

陈女士的儿子就读于杭州市区一所公办小学，对低

年级的孩子有这样的要求，她不理解，“学校里还有

老师会巡查，看谁下课了在走廊上奔跑。有一次儿

子回来说，班里有同学被‘抓’了，班级因此还被扣了

分，班主任也批评了他们。”

让陈女士担心的是，儿子性格内向，在她预想

中，课间十分钟与同学玩耍的过程，有利于儿子交

上新朋友。然而之前一年级开学好长一段时间，

儿子都没有交到什么新朋友，他甚至都没有把班

里的同学认全，“因为不太有时间能一起玩耍接

触。下课时儿子最多就是去上个厕所，或者在走

廊上走一走，问他下课干什么，他说就是看看书，

预习下节课的内容。”

一个事实是，不同年龄段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是

不同的，比如对于中小学生来说，40~45分钟差不多

是注意力集中的极限，所以这也是一堂课的时长。

在陈女士看来，儿子所谓的“下课学习”几乎是

无效学习。“已经超过他们集中注意力的时间，那学

习时间再长，孩子也是无法静下心来的，而且他们还

在长身体，久坐在教室说不定还会有肥胖、近视等各

种不良影响。”

陈女士儿子学校的规定，也并非个例。相比之

下，初中生家长更加淡定。

“都差不多吧，我们女儿班里下课也是不允许大

声说话，聊天都不行，大家都安安静静看书，很多家

长觉得这样挺好的，认为是学校抓成绩抓得紧。”沈

女士女儿已经上初中，在中考的压力之下，不少家长

希望孩子争分夺秒，不浪费一分钟的学习时间，“之

前还有朋友说，有些学校的家长，甚至主动提出让学

校少放假，主要怕孩子在家管不住，白白浪费了学习

时间。”

来自家长的担心
课间十分钟不能下楼，孩子在学校会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