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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仅没有禁止学

生在课间玩耍，相反，更多地

强调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强调合理安排学生的学

习时间，劳逸结合，保证每天

每位学生的体育运动时间不

少于一小时。”上海华夏汇鸿

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计时俊

指出，孩子好动是天性，不能

因为害怕太阳底下的阴影，

而拒绝孩子追求光明。

由于操场迷你，黄浦区

回民小学特意采购了跳跳

杆、羊角球、滑板车、健身垫、

呼啦圈等一批占地面积小又

容易上手的运动器材，供学

生取用，走廊就成了教室门

口的迷你运动场。谁说平

衡板只能踩上去站着？谁

说滑板只能趴着滑？记者

看到这样一幕：不一会儿工

夫，几个男孩将它们组装成

了一辆“豪华战车”，双腿支

撑，“隆隆”驶来，好不帅气；

女孩们不甘示弱，两块平衡

板加一块滑板，就搭建了一

个“山洞”，看谁四肢协调钻

得快……这让一旁的老师们

由衷感叹，对于成长中的孩

子，玩和运动是多么重要的

一件事！那些宝贵的想象

力、那些自由探索的意愿、那

些红扑扑的脸蛋、那些珍贵

的伙伴情谊，都是孩子应该

有的宝贵财富。

担心孩子跑跑跳跳会受

伤，更不想家校因此产生矛

盾带来麻烦……这成了一些

老师更愿意把学生“圈养”起

来的重要原因。卢湾一中心

小学资深教师贺春秋告诉记

者这样一个故事：曾经，她的

班上总有几个男孩来告状，

无非是为了下课玩闹中谁不

小心撞了谁、谁抓破了谁这

样的摩擦。经过家委会商

议，利用双休日，一个“男子

汉训练营”成立了。家长志

愿者组织足球、攀岩等运动，

既强身健体，也学会自我保

护；并告诉精力旺盛的小男

孩们，如果有冲突想打架，请

先学什么是真正的“搏击”；

如果想奔跑，请去开阔的场

地避免意外伤害。课间，孩

子们依旧在玩耍。告状和投

诉，渐渐不见了。

陆梓华

上周，上海气温骤

降。记者采访的当天，雨

水更是增加了几分寒意。

但是，上午9：15下课铃

响，蓬二分校的教学楼里

很快回响起孩子们的欢

笑声。在这里，8个班级分

布在3层楼面，走廊宽度大

约只有1.5米。除了一楼，

其他楼层的孩子课间要下

楼才能玩耍，时间有点不

够用。碰上下雨天，更是

没有办法动起来。于是，

老师们动起了脑筋——从

一楼到三楼，每一条走廊

上“长”出了攀爬架。防

护垫不用时翻起，沿墙固

定；一下课，老师们就赶

紧翻下垫子，迎接满走廊

的“小猴子”。

“小猴子”，是老师对

孩子们的昵称。看着他们

在攀爬架上熟练地爬上爬

下，老师们满心欢喜。一

（3）班班主任许箫成了人

力“吊娃娃机”——孩子个

子小，就等着“许爸爸”挨

个把他们抱起来，再挨个

“吊”在攀爬架上，看谁坚

持时间最久。“加油，加油！”“哇，你好

厉害！”在小伙伴的鼓励下，女孩陶奕

涵突破了一分钟大关。“不错，进步了，

15秒了！”得到了“许爸爸”的表扬，男

孩康佑玮搓着小手，跑去队尾，准备再

拉一次。壮壮高高的他需要花更多的

力气才能拉住栏杆，从最初的3秒到

如今的成绩，他进步不少。“一开始，一

个个把他们抱起来确实挺费力的，但

是，几个月锻炼下来，他们已经掌握了

技巧，自己往上跳一跳，只需要我借个

力，就能把他们托上去。”说起孩子们

的成长，“许爸爸”很自豪。一（7）班教

室外，是一组攀岩墙，孩子们自己制定

的游戏规则是：男生女生从左右两侧

出发，到中间击掌就算胜利。女孩赵

宇彤熟练地先用双手交替握紧岩点，

再双腿轻轻“一荡”，便顺利完成了一

次移动。“一开始我爬一格就要掉下

来，后来我发现要先动手，后动脚。”小

姑娘总结出了秘笈。

家有双胞胎男孩，“奶爸”许箫很

细心，看见有的孩子双手上举时露出

了小肚子，他总是帮他们把外套拉下

来一点，以防孩子着凉。“你看，我把他

们抱起来，我们就可以平视对方，关系

不知不觉就更亲近了。”许箫告诉记

者，有时候，小萌娃们缠着他要抱抱的

时候，干脆脱口而出“爸爸”，发现叫错

了，再赶紧改口，“许老师”。“我们教室

在一楼，天好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去操

场上的勇敢者道路，双手撑单杠，翻跟

头转一圈，一点都不怕。”许箫说，他就

跪在地垫上，保护他们，让孩子们有足

够的安全感。

校长余祯说，之所以选择攀爬架，

一是考虑到占地面积，二是对于上海

孩子来说，上肢力量一直是薄弱环节，

那就从小锻炼起来！一个学期下来，

蓬二每个一年级孩子都在体育老师指

导下，练就了一项“绝活”——手倒立。

今年开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

境初级中学搬入修葺一新的新校区。为

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学校为操场装上

“眼睛”和“大脑”——一座智慧操场出现

了。50米短跑、实心球、仰卧起坐、跳绳、

立定跳远……操场划分出不同运动区域。

同学们只要在指定范围内，高举手臂示意，

操场侧边的摄像头便自动开始当起裁判。

“不仅记录成绩，还会分析起跑姿

势、起跳角度等各种数据，给学生专业指

导。”体育教研组长程庆山指着操场一侧

的AI智慧体育大屏向记者解读。轻点

学生的姓名，每个人当时的运动场景都

清晰呈现。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则是一

张张“运动风云榜”。风云榜实时更新，

引得不少同学除了体育课、体育活动课，

还利用下课、每天半小时大课间活动和

放学后的时间来刷新自己的“PB（个人最

好成绩）”。新校园面积很“袖珍”，环形

跑道绕校园一圈不过132米，即便如此，

开学至今，阳光跑“榜一”姑娘累计跑步

长度已达20.5公里。“我一直跳不到2

米，系统提醒我起跳角度太低了，我调整

了一下，成功了！”七（8）班男生孙浩铭凭

借2.149米的立定跳远成绩，排在了全校

第18名。七（2）班女生邵琪涵说，第一

次跑800米，她的成绩是4分45秒，经过

一周苦练，她的成绩飞跃到3分19秒。

相比大境初中，同济大学附属新江

湾城实验学校今年迁入的新校舍宽敞得

多。学校将教学楼朝南空间规划成教

室，朝北空间则“留白”，打造教室门口的

“新天地”。下课铃一响，同心楼4个楼

面的大空间顿时热闹起来，学生们三五

成群，有的沿着地面上的图案玩跳房子

游戏，有的散步聊天，还有的在阅读角看

书……“学校鼓励学生课间到教室外走

一走、动一动，劳逸结合。”二（5）班孙老

师说，“不同班级的学生在大空间里共同

活动，拓宽了朋友圈及学习的平台。”

在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大厅里

摆上了健身机器，人气很旺。健身机器用

体能训练和文学挑战相结合的方式，孩子

们边开合跳边背古诗；中庭的旱地冰壶也

常有学生跑来“推一局”，且玩且乐……

“孩子们喜欢怎样的活动？”“怎样合理利

用现有空间安排活动？”今年11月，杨浦

区打一小学教育集团开展“我的活动我做

主”课间活动调研，评选出25个“最受欢

迎活动”，其中有“找领头人”“棋类活动”

“蹲蹲乐”等游戏，“室内操”“桌面操”“拉

人角力”等微运动。三（6）班班主任林晓

菲介绍，下课了，孩子们有的到“摇篮农

场”观察植物生长，有的到朗读亭去朗诵

诗词，有的参观校园十景，有的做“手指

操”……孩子们在课下得到适当休息，一

堂课的学习效率自然提升了。

铁环滚起来，陀螺转起来，孩子们跑

跑跳跳，一片欢声笑语……上海市第二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杨浦北校利用学校特

色课程《中国传统游戏》来丰富学生们的

“课间十分钟”。课程项目部郑晓洁老师

介绍，学校利用体育课、体锻课开展活动

指导，还帮助学生掌握游戏规则。学校

特意将低年级学生的教室安排在靠近小

天井，一下课孩子们就“飞”进操场。

优化空间 操场边活动课气氛浓

玩出花样 教室里小游戏很适宜
走廊两侧都有教室，万一有谁突然

从门里冲出来，很容易撞到小伙伴，因

此，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提醒孩子们，

不要在走廊里奔跑，也不要在走廊里开

展身体对抗类的体育活动，避免受伤。

但是，这不妨碍记者见到一个热气腾腾

的课间10分钟。“我最喜欢跳房子！在

走廊里沿着地砖，单脚或双脚连续跳。

我是我们班跳得最好的！”三（4）班男孩

洪睿彬骄傲地说。“我喜欢折纸！”“猜别

人笔袋里装什么也挺好玩的！”女孩们有

自己发明的玩法。不过，大家公认最好

玩的游戏，还是用一块橡皮就能玩起来

的“抓苹果”。不仅有“基础版”——学生

两人一组，面对面双腿交叉坐地上，双手

放膝盖，“苹果”放在两人中间，听到“裁

判”念叨到一个事先约定的词，就赶紧去

抓，谁抓到谁赢；孩子们还发明出了“进

阶版”——或是背对背坐着“盲抢”，或是

更难一点，先俯卧撑撑稳，再根据指令轮

流用单手撑地，去抓“苹果”。

“适合课间玩的小游戏要简单易学、

娱乐性强，可不受时间、空间、条件限制，

锻炼协调性和专注度。”卢湾一中心小学

体育教研组长陆倍倍说，学校向孩子们

征集了有趣的课间小游戏，“抓苹果”成

了最火的那个。有意思的是，一年级老

师发现，刚入校的宝宝有的等不及下课，

上着上着就没了精神，于是，老师从网上

找了一段可爱的“小鸭操”，让孩子们上

一阵课就起身动一下，清醒一下，再投入

学习，孩子的眼神重新变得亮亮的。

小小的操场、小小的教学楼、小小的孩子……位于黄浦区柳江路26号的蓬莱路第
二小学分校校区是一年级学生上学的地方。虽然一切都是小小的，但是并不妨碍孩子
们享受运动带来的大大的快乐。一到下课，操场的“勇敢者道路”上便爬满了孩子。遇
上天公不作美，教学楼里同样热闹：走廊的一边，喜静的孩子忙着用粉笔在涂鸦墙上涂
涂画画；另一侧，爱动的孩子则“飞檐走壁”，在沿墙的攀爬架上向更高难度发起冲击。
今年9月，《上海市促进中小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提升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提出，要建设“微操场”，创造更多校园体育运
动智慧场景，鼓励学生动起来。天气太热或太冷？下课时间太短？校园空
间太小？运动容易造成伤害事故？这些都不应该成为“圈养”孩子们的
理由。记者走访上海多所中小学，看到多份精彩的课间运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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