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2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姜赟 版式设计：金碧云 责任检校：袁知良

22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 běnběn

面向中小学生，适合周末亲子阅读

衢州这所学校率先实行加长版课间衢州这所学校率先实行加长版课间

下课铃声送来下课铃声送来1515分钟分钟
去操场踢个球撒个欢去操场踢个球撒个欢

“延长课间的想法，上学期就开始酝酿了。”提到

加时的初衷，衢江区实验小学校长邵建刚告诉记者，

主要是因为课间节奏太快。

衢江区实验小学共有 48 个班，全校近 2000 名

学生。“学校体量大、空间挤，孩子课间经常要排队上

厕所、接水。”邵校长观察到，课间时候，常常遇到孩

子在几个场所赶得满头大汗，“有些学生还要再去办

公室交个作业，回座位准备下节课书本，都不一定能

在课间10分钟内完成，更别提去教室外玩了。”

不光学生在课间脚步匆匆，老师也是紧赶慢

赶。一名五年级老师透露，下课铃响，老师尽量不拖

堂，但也不可能扭头就走，“要给学生批作业、答疑，

再跟个别学生谈话，回到办公室刚坐下，连杯水都来

不及喝，可能又得站起来准备下一堂课。”

因此，衢江区实验小学暑期拟定了新作息表，新

学期每个课间延至 15 分钟。学校给各班划分课间

活动区域，由班主任和副班主任陪同孩子参与。

“课间节奏慢下来，学生才有机会动起来。”邵校

长说，课间多出的5分钟，是孩子们撒欢释放天性的

时间，“孩子要有自由时间，去校园的鱼池看看，在草

地上发发呆，跟同学聊聊天、玩玩游戏。”

在学校的计划中，这5分钟有着更大意义：帮助低

年段的学生，更顺畅地度过幼小衔接；让中高年段的孩

子走出教室活动，对身体锻炼、视力保护都有好处。

家长得知学校课间延长时有点担心：上学、放学

时间是不是也要延长？邵校长第一时间给家长吃了

“定心丸”——上下学总时长不变。他给记者看了学

校新旧两张课表，学校每天 6 节课，中间有 4 个课

间，课间多出的 20 分钟，是从上午大课间和午间活

动各自挪出来的，所以并不影响课时进度。

之所以延长课间，其实也是考虑到学生在校时

长的因素。学校下午 4 点放学，但 95%以上的孩子

参加课后托管，在学校还要继续待一个多小时。“在

校将近 10 个小时，低年级孩子是很疲劳的，根本坐

不住。所以白天课间活动延长一点，也是为了让孩

子身心得到舒展。”邵校长说。

与许多小学类似，衢江区实验小学低

年段被安排在一楼教室，一出教室就能到

户外玩耍。但随着年级增长，每年往上多

爬一楼层，高年段学生课间下楼次数越来

越少。

采访过程中，许多孩子坦言，课间 10

分钟用来上厕所、接水差不多刚好，确实没

空玩。一般孩子们会在做完必要课前的准

备后，安静地待在教室里等待下一节课。

一名四年级男生说：“上学期课间，我

没下楼玩过几次。”

为什么不愿意下楼？

主要是因为来不及，“上下楼就要四分

钟，踢球踢到一半，铃就响了，又得赶回

去。”为了过球瘾，高年级男生们会选择在

走廊上来回踢橡皮，“如果课间时间足够，

我最想下楼去足球场，踢真正的足球。”

现在下课时间变长了，学生户外活动

的情况，会如同邵校长设想的那样吗？

有孩子向记者“爆料”，留在教室的同

学变少了：“以前下课时，会有10多个同学

留在座位上，现在只有个位数。”

有同学说，这学期班里开始成群结队

下楼，甚至能很尽兴地玩老鹰捉小鸡，“班

主任也跟我们一起玩，老师通常会扮老鹰，

一个课间能玩两轮。”

爱踢球的男生也表示，现在课间变长

了，他们就愿意下楼去踢会儿球。

学校体育老师在采访中提到，平时课

间操场、篮球场上，几乎看不到人，但这学期

开始，会有几群学生课间来打球，下楼的学

生也更多了。不少老师也对课间延长表示

欢迎：“充裕的下课时间，能让学生的思维得

到转换，老师也能更从容，课间进行短暂休

息。”

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遇到过一

些问题。有孩子向记者透露，前几天天热，

有同学课间玩耍满头大汗影响上课，出于

天气、安全等考虑，老师会建议同学们

下午高温时在教室或走廊活动。学

校也在不断总结和更新中，“延长 5 分

钟，不是死规矩，而是灵活的概念，我们会

在实际操作中，进行调整。”邵校长说。

多出的5分钟能干吗？
去操场上踢真正的足球
多出的5分钟能干吗？
去操场上踢真正的足球

其实近几年课间时间和内容曾引发过多次讨论。之前

山西晋中一名老师发布视频，吐槽“课间圈养”现象愈发严

重：7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校园里空空荡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学校的课间 10 分钟，孩子们

只能待在教室里，哪怕上厕所也要向老师打报告。一个重

要原因是学校、老师担心学生在课间走出教室活动，会增加

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前社

会对学生安全关注度高，极少数家长对校园管理的容错度

过低，给我们造成巨大压力。”

“老师怕出事，学校怕找事”，只好让课间 10 分钟“消

失”，不鼓励学生离开教室外出活动。

所以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们，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

上不少代表、委员的呼声。

江苏盐城市第一小学督导室主任陈宏斌建议，学校可

以因校因地开设一些符合学校发展特色的体育活动，如足

球、篮球、跳绳等。但无论哪种形式，首先应当保证孩子动

起来，再保证动得有效果。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厉彦虎表示：“课间10分钟，完全达不到锻炼和放松的

目的，所以课间要拉长。中小学要拉长，高中要适度拉长。”

据了解，新学期伊始，全国有多个城市推行 15 分钟课

间时间。率先执行的是北京市，原则上落实15分钟课间时

长，提供更加从容的课间时间。

从“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到“课间一刻钟”，课间延长 5

分钟的举措受到了普遍好评。微信公众号“升学宝”发起的

投票调查显示，85%以上的家长、老师希望延长课间时长。

一位小学班主任对此深有感触，班里准备了许多学具

和玩具，但总是散落在阳台上，“因为学生们刚打开玩了没

一会，上课铃就响了，他们根本来不及收。之前班级活动，

也准备了滚铁环、陀螺等课间传统游戏器材，但这之后的一

个学期，学生们都没有再玩过，因为根本没时间。”

有小学老师认为，单从学生和老师角度来说，课间延长

确实是很好的调节方式，“但这个时间如何挤出来，需要有

个合理的规划，最起码不能影响课时进度。”

还有班主任表示了担心：“出发点是好的，但就怕执行

中有难度。如果遇到比较‘卷’的老师，15 分钟课间，可能

变成15分钟写作业，学生反而更累。”

延长课间时间，衢州已经有小学率先尝试，杭州会跟进

吗？记者从杭州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杭州还没有开展实

行课间延长。

课间之重

本报记者 戴欣怡 姜赟/文 姚群/摄

今年秋季学期起，北京市义务教育学

校课间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引起关注。

很多家长关心，浙江会不会跟进延长课间。记

者了解到，衢州市一所小学率先实行了加长版课间——新

学期，衢江区实验小学作息表上新，课间时长延长至 15 分钟，在

校总时长不变。

跳皮筋、羽毛球、跳绳、跳房子⋯⋯记者在衢江区

实验小学采访当天，多云凉爽，是个户外活动

的好天气。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几乎全从

教室跑出来，笑闹声响彻校园，正常对话

都要扯着嗓子喊才能听清，难得能在

学校看到这么热闹的课间。

记者手记

为什么要延长5分钟？
给了孩子撒欢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