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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认识到，延长课间时间虽然有

诸多好处，但在实践中要让学生自由享有

属于自己的课间时间，还需要从根本上解

决导致课间10分钟‘消失’的问题。这些

问题不解决，课间15分钟也可能逐渐消

失。”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导

致课间10分钟“消失”的根本原因，一是学

校没有坚持依法规范办学，有些教师喜欢

拖堂，挤占课间时间加班加点上课；二是

缺乏严谨、规范的学生校园伤害事故责任

认定机制，一旦发生学生意外伤害事故，

学校和教师就会面临被追责，为减少发生

安全事故，教师就对学生采取“课间圈养”

的做法，约束和限制学生在休息时段离开

教室到走廊或操场上去活动。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余锋

说，只有建立起切实的法律和机制保障，才能确保

真正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学生。

第一，将课间休息权纳入学校和教师的评价

体系，加强监督确保政策执行。要将课间休息权

的落实情况纳入学校整体管理和教师的个人考核

中。对于能够很好地保障学生休息和活动权利的

学校和教师，给予相应的考核激励；对于忽视学生

休息权利的，给予相应的反向评价。同时，由教育

部门牵头，建立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家长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方参与的监督体系，定期对

学校课间休息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通过

公开评议或反馈机制，确保信息透明，使问题得以

及时整改。另外，在学校层面成立学生权利保护

委员会，由学生代表、家长、教师、学校管理层等组

成，监督和协调课间休息权利的落实。

第二，优化学校设施，提供安全活动场所，推

广第三方保险机制。建议地方政府设立专项资

金，用于改善校园基础设施，保障课间活动场所的

安全性和适用性，确保操场、走廊等区域适合学生

自由、安全地活动。在新建和改建校园时，应科学

规划设计活动场地，确保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足

够的活动空间，减少拥挤和危险。学校可以通过

保险分担学生课间活动中的意外伤害赔偿责任，

减轻教师和学校的负担与压力，鼓励更多学校开

放活动空间。

第三，建立完善的安全事故处理流程，加强课

间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建

立完善的安全事故处理流程，减少教师因担心承

担责任而限制学生活动的情况。将课间安全防范

技能纳入常规课程，通过班会、专题讲座等形式，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使学生在

活动中能够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健全评估机制 保障学生休息和活动权利

15分钟

“课间  分钟，可否延长？”新
学年开学才  多天，这个话题在中
小学引起热议。在上海，很多学校
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执行课间  分
钟小休与   分钟大休相间的制
度。那么，学生的课间休息权利有
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如果普遍延
长每一次课间的时间，在实施上会
遇到些什么困难？还需要哪些配套
措施同步跟进？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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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增加趣味性活动，引导学生在室外放松
休息，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姜辉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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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越高学生越懒得去操场

从今年9月起，北京率先把中小学课间10分

钟休息时间延长到15分钟，引导学生利用课间走

出教室，在室外进行放松休息、有益社交及适量

活动，为后续课堂学习做好充分的身心准备。优

化调整后，小学阶段上午到校、下午放学和午休

午餐时间保持不变；初中阶段除放学时间延后5

分钟，上午到校时间、午餐午休时间整体上保持

不变。

很久以来，我国中小学的课间休息时间基本

上都是10分钟，其中还包括了2分钟的预备铃时

间，也就是仅有8分钟时间可以让学生自由活

动。那么，这么点课间休息时间到底够不够呢？

学生和学校对于增加课间时间又是持怎样的态

度呢？

“现在的学校校园越建越大，为了减少对学生

学习的干扰，规划设计时一般都会把教学区域、运

动区域、生活区域相对分开，因此，课间10分钟里

很少有学生会去操场活动，来回走走也要好几分

钟呢。”沪上一位初中校长向记者表示，课间是用

来放松身心的，站起来到教室外走走看看就行，不

适合强度较大的运动，因此，有个七八分钟时间也

够了。

日前，记者在一所新建的小学做了一次现场

测算。教学楼共有四层，即便是一楼东侧最靠近

操场的班级，从教室门口到操场跑道大约需要步

行230步，一来一回怎么也要三四分钟。倒是教学

楼前的林荫步道特别温馨，还放置了长椅，等到刚

栽种的小树长成参天大树后，真是个课间休闲的

好地方。记者还发现，课间时很少有楼上的学生

下楼活动，询问一位教室在二楼的男生，他说：“老

师说了，下课不要往楼下跑，上完厕所就赶紧回教

室，准备好下一节课的书本。”另一位女生说：“室

外太热了，教室里还有空调，谁愿意下课出去啊。”

“谁说学校是怕事故才故意在课间时把学生

‘关’在教室里的？这不是主要原因。特别是冬

天，门窗紧闭了一节课，下课铃声一响，很多老师

就会催促学生开门开窗通风，还会喊大家往室外

跑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你去看，越是高年

级的学生，似乎越喜欢安静，很多人都懒得迈开

腿。”有高中校长对记者说。

各方努力只为让孩子多动动

赞同延长课间休息时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减少近视、脊柱弯曲

等不健康状况，让学生能劳逸结合，保持愉悦的

心情。但是，也有专家表示，课间休息10分钟也

好，15分钟也罢，关键在于“有效执行”，即便增加

了5分钟，学生还是在教室里或坐着或趴着，或忙

于抄黑板上老师布置的习题，那还有什么实际意

义呢？

“把课间休息还给孩子们。”“尽可能地把学生

从教室赶向操场。”……多年来，这样的呼声几乎

已是老生常谈。而且，教育部也是三令五申要求

落实学生课间休息的权利。2021年9月1日起施

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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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活动等设置不必要的约束。在实际工作中，要

求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

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

松。今年新学年开学前，上海市教委等部门发文

提出“优化课间管理，每节课间安排学生走出教室

适量活动和放松，不得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限制

学生课间休息和活动”。

去年底，山西一位教师在媒体平台上发视频，

称自己所在的学校有70%的学生课间10分钟不愿

离开教室。长达20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也是学

生寥寥，整个校园显得十分冷清。视频传开后，引

发广泛议论。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和委

员纷纷建言献策，希望课间10分钟里让孩子们充

分动起来。

江苏省教育厅曾下发通知，要求督促学生每

天规范做好2次眼保健操，课间10分钟走出教室，

做到“轻眼课间10分钟”“清空教室”，到室外活动

放松身心、远眺。

有专家提出建议，市教委、区教育局、各级未

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职能部门完全可以利用现有

的网络技术设备，对各校课间10分钟情况做一番

跟踪检查，看看究竟是哪些学校、哪几个班级的学

生课间被“关”在教室里，或课间休息时间被严重

“打折”，并将随机检查的结果与校长的业绩挂起

钩来。此外，如发现个别教师屡屡拖堂，也要督促

他们整改。

打开思路腾出空间错峰活动

上海松江区某小学四年级的课程表将学习

和活动安排得张弛有度。上午第一节课和第三

节课后休息10分钟，而第二节课后则安排了40

分钟的大课间，下午的第一节课后也安排了15分

钟休息。校长说，如果像北京那样将每个课间都

延长5分钟，对一天的教学安排影响并不大，只

需将每天放学后的看护时间推迟15到20分钟

就行。

“延长课间休息时间是好事，但也是难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智库研究院副院长张海娜认

为，让孩子们走出教室、适量运动，放松身心，校

园生活张弛有度的确有利于减少校园里的“小胖

墩”和“小眼镜”，但在执行时却会遇到诸多难题。

张海娜说，对于上海的不少学校来说，尤其是

市区的一些学校，面积比较小，操场也比较局促，

体育活动的场地捉襟见肘。那么，可否采用课间

错峰的办法，根据不同年级或班级的课间时间交

错安排活动，避免同时使用同一空间造成拥挤。

将校园划分为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适合不同类型

的活动，如安静阅读区、体育活动区、团队游戏区

等，使用颜色或标志明确区分不同区域，引导学

生合理选择活动空间。还可以对学校空间做些

相应的改造，在课间活动时间，将部分教室或功

能室临时改造为活动空间，如将图书馆一角、楼

道部分公共空间改为棋类活动区，使用可折叠或

可堆叠的桌椅，快速腾出活动空间。教学区域的

活动空间也可以做功能化的分区，例如，设计多

功能活动空间，同一区域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活

动，如将篮球场兼作田径活动区，但要使用颜色

或标志明确区分。

按照《上海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教学

楼的外廊或单内廊净宽不该小于2.1米，中内廊

净宽不该小于3米。显然，2至3米宽度的走廊

只是用来通行的，并不适合学生在课间活动。

“受制于场地的问题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不

了，那么不妨打开思路，换个角度去探寻一些如何

安排好学生课间活动的好办法。”张海娜说，可以

通过开展类似跳绳、踢毽子，哪怕是下棋等活动，

让学生们在课间抛开书本，增加些趣味性活动，这

也是十分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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