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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妙笔绘世界 科学向未来”为主题的

2024年第七届长三角地区科普漫画大赛暨

国际科学漫画巡展启动仪式昨在青浦赵巷

公园举行。大赛以漫画与科学畅想、漫画与

健康生活、漫画与科技未来、漫画与智能生活

等为主要内容，并举办国际科学漫画巡展，通

过科学漫画的展示来传播科技发展新成就，

普及科学新知识，提升广大青少年科学素质

和艺术修养，积极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基础

教育“规范管理年”行动的通知》，其中特别提

出严禁以各种方式挤占学生“课间十分钟”休

息。最近三年里，教育部曾多次对克扣学生

课间休息时间做出过政策性约束，效果并不

理想。“屡禁不止”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

作祟？学生想在课间走出教室到操场上“放

飞”几分钟，又难在哪里？

说是“课间十分钟”，其实除去两分钟预

备铃，真正供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只有八分

钟。而这八分钟往往还要打上许多折扣。在

很多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即便任课教师不拖

堂，班主任也会在课间限制学生走动。除了

上厕所，一般不允许孩子走出教室，更别说到

操场上活动了，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怕学

生闯祸。“现在有个不正常的现象，一旦学生

在校内发生一丁点伤害事故，哪怕是走路磕

了脚，从舆论到相关的处理机制，几乎都是站

在学生背后，教师身后基本空无一人，没有人

为他们的权益撑腰。”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健教授说，长此以

往，教师当然就会变得极其“保守”，课间不放

孩子出教室，最多落下个“比较死板”的名声，

万一出点啥事则是要背负“缺乏防范意识”

“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

王健说，市中心一所名牌小学的校长经

常讲一件事，而且每学年新生入学时都会对

家长讲同一个案例。有一天，一个外国小朋

友与本地同学打架，结果擦破了脑袋。校长、

老师立即把孩子送去医院，并通知家长、上报

区教育局，还通知了法务人员，准备随时应对

家长的投诉。没想到只一会儿工夫，那位外

国家长就把孩子送回了学校，一点没有要追

究的意思。家长说：“小孩子打打闹闹是件很

正常的事，头打破了，缝了几针，又不影响学

习，当然要让他回归集体，以后注意就是了，

哪有不打架的小孩子啊？”校长听后震惊不

已，也感慨万分。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

保护规定》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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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要

说小学生，就是高中生能真正在课间“动起

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拖堂、不让学生

自由走出教室，“课间十分钟”还存在被各种

形式隐性挤占的新情况。

■ 课后抄PPT 有的教师上课时一张

接一张地播放课件，学生既要听讲还要思考，

既要理解还要运用，根本没有时间去详细记

录课件上的内容。于是，有的教师就让学生

用课间时间摘抄PPT上的重点内容。

■ 提早进入“准教学”时间 在一些初

三、高三毕业班较常见，有学生反映，任课教

师都十分认真，喜欢争分夺秒，预备铃还没打

就进教室了，不是发试卷就是预先布置相关

习题。如果有同学此时恰好不在教室，等到

正式上课时就会手忙脚乱。

■“走班”转场耗时间 在保留行政班

的同时，很多高中生每节课是按高考科目进

入相关学科教室。其他年级的数学、英语等

主课如果采用分层教学的模式，同学们也需

要在课间忙着转场。课前要收拾好教材、文

具，课后再要回到行政班，有的还要在不同的

楼层来回跑。难怪有同学说“时间都花在路

上了”。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多次表示，将进一步

规范教育教学行为，指导地方和中小学严格

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坚决纠正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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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把“课间十分钟”

还给学生，在政策层面已经完全没有障碍，

但到了基层却轻而易举地被无视。王健表

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需要学校、家庭和社

会协同攻克这个“顽疾”。老师的管理理

念、家长对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可能出现伤害

的抗风险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连课间

几分钟都怕这怕那，“温室”里怎么可能培养

出坚毅的孩子？

本报记者 王蔚

下午肚子咕咕叫怎么办？怎么

让公园对儿童更友好？……昨天，

少先队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预备

会议召开。此次上海少代会预备会

首次增设“代表通道”，这也是全国省

级少代会首次设立“代表通道”。会

上，本届少代会“十佳提案”公布，10

名来自上海各所中小学校的小代表

从自身成长、少先队组织建设、亲子关

系、城市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在“代表通道”上为少年儿童发声。

建议提供“下午能量餐”
“对于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的

我们而言，充足的营养和能量才是

支持身体成长和大脑发育的关键。”

来自长宁区复旦小学四年级的单辰

杰发现，实施“课后服务”后，学生在

校时间延长，对能量的需求也更高

了，一到下午肚子就咕咕叫，“每天

的体育锻炼消耗大量能量，大多数

同学还会参加学校的课后服务和爱

心晚托，肚子就更饿了”。为了让自己

的提案更具参考意义，他还发动家长

和同学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调查

显示，有近70%的同学都与他一样有

过下午上课时肚子饿得“咕咕叫”的

经历，“饥饿感来袭，上课容易分心。”

因此，单辰杰在本次预备会上

带来了一份《关于推行小学生下午

能量补给》的提案。他建议，学校可

以适当增加餐费，统一提供“下午能

量餐”，“这份点心应该是符合营养

标准和卫生标准的食物，比如，水

果、坚果、全麦面包、燕麦饼干、牛

奶、酸奶等。”单辰杰还提到，如果

“校园下午茶”成功推行，下午茶垃

圾可能会给学校管理带来新的问

题。“垃圾处理也可以和学校教育相

结合，比如，设置专门的垃圾桶，开

展垃圾分类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

合，设立劳动岗位或监督员负责点

心发放和班级清洁。”

单辰杰的这份提案引起了孩子们的共鸣，

也被这次上海少代会评为“十佳提案”之一。

提案关注身边“小事”
自今年2月起，上海全市各初中、小学按

照“一校一代表”原则，民主选举产生队员代

表。目前，上海市少工委累计收到1690余份

代表提案，附议人数1.6万余人。统计显示，

此次少代会提案涉及4大主题19类，其中“少

年儿童成长发展”提案975份，占比57.5%；

“少先队组织自身建设”提案202份，占比

11.9%；亲子关系117条，占比6.9%；“社会治

理和城市发展”提案400份，占比

23.6%。市、区少工委将联合有关部

门，对部分重点提案进行认真研究，

积极解决，并及时向代表反馈。上

海市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

员赵国强告诉记者，一份少代会的

好提案，可以让有关方面了解队员

的心愿、呼声和要求，充分发挥服

务、联系广大少先队员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使全社会更好地关心、服务

少先队员幸福成长。

记者发现，“十佳提案”的诞生，

正反映了上海少年儿童开始对社会

治理有了观察和思考。静安区第三

中心小学学生朱逸宸提出设置中华

老字号的“儿童开放日”，推出实地

参观、学习交流、试用体验等活动，

增进少年儿童对国货的了解和认

同，激发民族自豪感。上海世外小

学学生邹近悦则发现，上海尽管有

800多座公园，但其中儿童主题公园

数量非常少，“有些公园内不允许骑

自行车、玩滑板和轮滑，也不能搭帐

篷露营，不能跨进草坪”。对此，她

提出，可以在新建的城市公园、郊区

公园中适当建设少年儿童主题专类

公园，“让公园变得儿童友好”。

也是自我锻炼过程
今年少先队上海市第九次代表

大会预备会议首次开设代表通道。

现场，10名队员代表带着各自提案

自信地走上代表通道。赵国强说，

少代会“代表通道”虽小，但意义重

大，“‘代表通道’发布提案的过程也

是少先队员代表们自我锻炼的过

程，从中可以学习关心集体与社会，

学习发现与提出问题，还可以学习

如何依靠大家的力量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这些品质与能力是未来成功

走向社会所必备的”。

他介绍，参加“代表通道”的代

表，有一套全流程选拔：首先，要求少代会代

表在听取队员、辅导员、家长意见的基础上，选

择大家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向少代会提交

书面提案；其次，提案要受到全体少代会代表

的点赞推选，能为大多数队员说话、提意见，体

现广大队员的心声；第三，邀请相关部门参加

“听证会”，各代表进行自由发言和辩论，论证

提案的可行性，最终才能走上“代表通道”。

据了解，上海市少工委还上线“相约少代

会”H5，每位代表都可以通过电子平台，关注

大会进程，参与理事选举、提案点赞、活动风

采、看云队课等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全过

程人民民主。 本报记者 马丹

隐性挤占休息形式多，“顽疾”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攻克

“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难在哪？

看漫画普及科学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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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观察

“相守蟹套盒”“鲜活白玉蜗牛”……某线

上购物平台销售的这些奇奇怪怪的“宠物”，

这段时间成了社交平台热议的话题。商家们

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有消费者担心，通过网络

购买宠物是否健康，会不会传染一些疾病呢？

随着宠物消费者群体的不断扩大，不良

商家通过欺骗等营销手段套路消费者的现象

层出不穷。中消协5月初公布第一季度投诉

热点显示，一些商家在网售宠物时，在不同环

节，通过不同平台处理，来规避监管。央视近

期也曝光了一些商家在直播销售宠物时，造

假体检报告、谎报疫苗接种等乱象。

网购宠物需擦亮眼睛。对于消费者来

说，对于各种爆发性增长的网上消费，要保持

理性，网购商品时可要求商家出具发票等购

物凭证或服务单据，并保存好交易订单、截图

等信息，以便将来遇到问题时可以索赔。日

前，广东一法院审结了一起商家因出售与约

定不符的宠物猫，构成欺诈的案件，商家被判

退还买家购猫款、猫粮用品费等，赔偿买家猫

咪治疗费，并再支付购猫款的三倍惩罚性赔

偿金。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网上下单后，最好

能实地上门查看宠物情况。

消费者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也有赖

于有关部门加快构建宠物行业经营者信用评

级机制，将那些在网上销售违法违规情节严

重，且多次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商家

列入黑名单。市场监管以及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等要加强多部门协同，对商家违法违规行

为加大打击力度，并确保只有检疫合格的宠

物，才能出售。

多元化、个性化、社交化的“它经济”，让

网络宠物交易成为一种市场趋势。通过进一

步促进经营者依法依规经营，可以帮助消费

者准确“避坑”，推动网上宠物交易市场更加

规范有序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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