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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课间活动时间

课间15分钟改革，一部分学校已经开始
实施，仍有一些学校在观望和改良方案中。
一位初中校长表示，近年来初中生源迎来高
峰，学生数较多，校园活动空间有限，课间延
长后，大量学生同时活动可能会导致场地拥
挤，也给老师的管理提出了新挑战。还有老
师指出，课间改革的关键在于确保学生的课
间不被占用，避免因教师拖堂而压缩学生的
休息时间，切实保障15分钟课间能够完整地
交还给学生。

为了让15分钟的课间发挥最大效益，多
所学校正在进一步调整方案，找到最适合本
校实际情况的平衡点，进一步完善改革方案
后再全面推行。

有的学校运动空间不足怎么办？贵阳市环
西小学运动场地面积有限，学校构建了“三维
体育”体系，破运动场地之困。通过分秒必争的
时间管理，依年级设置多样早锻炼；实行见缝
插针的空间革命，以“3+2”模式让各年级错时
开展室内外活动；进行家校联动的课程创新，

开发“微运动”跨学科课程。贵阳观山湖区第七
中学充分利用校园角落，因地制宜地拓展和开
发学生活动空间，如增设乒乓球桌、羽毛球网
等，打造人人、处处、时时可及的“微操场”。

体育活动可以放松身心，但仍有安全的
顾虑。针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问题，江苏省
盐城市阜宁县东沟中心小学，除了在“入学第
一课”上进行安全教育，还采取了课间活动

“双保险”措施：一是动态巡查，每层楼安排两
名老师实施护导，并安排体育老师指导低年
级游戏的开展；二是精细分段，15分钟课间的
前3分钟统一完成喝水、如厕等活动，最后2
分钟整理物品，避免学生过度兴奋影响课堂。

“适当的课间游戏和运动，不仅能提高
课堂效率，还能增强班级凝聚力，促进青少
年思维发育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海口市第
二十五小学副校长朱虹说，学校将大面积
拓展活动空间，让更多孩子爱上运动、健康
成长。
（综合新华社、《钱江晚报》、澎湃新闻等）

2025 年春季学
期伊始，江苏省徐州市
北辰小学面向全体学
生开展大课间体育活
动，保障学生每天综合
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两小时，让孩子们在快
乐的运动中增强体质、
健康成长。图为2月20
日，学生在大课间练习
简易武术操。 蒯创摄

新学期，贵州省
黔西市金兰镇金兰小
学每天都开展丰富多
彩的课间体育活动，让
学生享受运动的乐趣。
图为2月19日，金兰小
学老师课间带领学生
玩游戏。 周训超摄

1 月 17 日，安徽省教

育厅召开全省学校体育高

质 量 发 展 工 作 视 频 推 进

会，强调要聚焦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

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全面落实义务

教育阶段每天 1 节体育课、课间 15 分钟；2

月 11 日，浙江省教育厅表示，从 2025 年春

季学期开始，浙江鼓励各地各校将课间活

动时间由 10 分钟延长至 15 分钟；2 月 11 日

晚，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局发布信息称，广州

2025 年新学期全面推进校园每天综合体育

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全市小学课间 10

分钟调整为 15 分钟，初中下午课间 10 分钟

调整为15分钟……

新学期，多地出台政策，保障学生课间

正常活动及体育活动时间，让孩子们“动”起

来、“跑”起来，成为校园一道新风景。

不少家长关注：课间“多出”的这5分钟
从哪儿挤出来，会否延迟放学时间？据了解，
当前大多数学校上下学总时长不变，而是从
大课间、午休等长时段休息时间中拆分，凑
出了“加长版课间”。

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为例，各学校在
不影响课程安排、午休时间、体育运动时间
以及上学、放学时间的基础上“挤”出5分
钟，具体包括将午餐时间延后10分钟，将大
课间活动优化成午间和放学前各一次等。拱
墅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要组织丰
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并做好课间巡视，真正
做到“把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杭州市现代
实验小学上午、下午原本就各有1个大课
间，所以需要延长3个课间的活动时间。学
校取消了每天15分钟的午间谈话课，将谈
话碎片时间分散到其他时段，从而延长课间
休息时间。

为适应课间15分钟的新要求，在新的
作息时间中，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学生上
午、下午放学时间各延后5分钟，并优化缩
短大课间出操整队时间、优化整合校本课
程，从而腾出这些多出的“5分钟”。

安徽省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北校的课
程设置是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我们原
来上午是一个30分钟大课间加上两个10
分钟小课间，现在改为一个20分钟大课间
加上两个15分钟小课间；下午原来是一个
10分钟小课间，现在是一个 20分钟大课
间，下午放学时间推迟了10分钟。”校长季
媛媛如此解释道。

除了从大课间里腾挪，还有学校从午休
时间中拆出一小段时间，用以缓解课间休息
时间过短的问题。例如根据湖南省长沙市雨
花区长塘里第三小学的最新作息时间表，其
中午离校时间从12:05延后到了12:10，而
下午入校时间则从14:00提前到了13:55。
除此之外，还有学校会在上学、放学时间上
做出调整。例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铁北
新城分校就取消了以往8:20到 8:30的课
前准备（早自习），从而将首节课的上课时间
提前了10分钟。

课间多出5分钟，看似微小，实则牵一
发动全身。作息节奏适配、课程安排优化等
复杂问题，都需要校方审慎权衡，做好学生
在校时间的“拆分重组”。

上午9时，第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起。海南
省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七年级（3）班教室里，
学生在座位前进行“课桌舞”。“为了丰富课间
活动，学校体育老师和舞蹈老师自编了室内

‘课桌舞’、户外韵律操、体能操和武术操。”学
校体卫艺主任刘婉说。

跳房子、滚铁环、踢毽子……开学第一
天，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小学，丰富的课间
体育活动令人目不暇接，30余张室内外乒乓
球台前挤满了人。几个回合“交锋”下来，四年
级学生邹钧圯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开学第
一天就动起来，特别开心！”她笑着说。

斗鸡、套圈、石头剪刀布、跟着地面的游
戏图谱跳跃……在南京江北新区高新实小，
课间15分钟，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在走廊

上、操场上，三五成群地玩起了游戏，欢快的
笑声在校园里回荡。

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第一中学，学生
的课间生活可谓动静结合，有的班级在做“舞
蹈操”，动作简单易学，所有学生都能轻松参
与，舒展身心。也有同学选择在学校每个楼层
开设的图书角和开放式书吧，在运动健体之
余，遨游于书香之中。

新的学期，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小
学部优化大课间内容：上午以传统广播体操
夯实体能基础，下午融入韵律操、体适能闯关
等趣味项目，通过攀爬架、平衡木等器械训
练，提升学生身体协调性与反应力。目前，课
间活动参与率达98%，学生自发制定“游戏公
约”，校园奔跑冲撞现象减少。

课间15分钟“动”起来

改革也面临挑战

新学期 起来动

今日看点

非遗薪火传校园
文化根脉润心田

4版 焦点

2025年2月25日 星期二 今日8版 第235期 【总第6171期】 值班编委 王丽

编辑 吴海燕 版式 龚华林 校对 李红

为学生书包“减负”，这看似简单的措施，
实则触及了教育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当我们
看到孩子们放下沉重的书包，在操场上自由
奔跑时，看到的不仅是孩子轻松的身影，更是
教育理念的深刻转变。

一个书包的重量，承载的是整个教育体
系的重量。过去，我们习惯于用知识的数量来
衡量教育的质量，将学生的书包塞得满满当
当，仿佛这样就能确保教育的“含金量”。这种
思维定式导致教育陷入了一个怪圈：教师拼
命教，学生拼命学，书包越来越重，但教育的
效果却未必越来越好。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小学生书包卫生
要求》明确提出，学生背负的书包重量应不超
过体重的10%。这一规定看似简单，实则是对

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重要纠
偏。它提醒我们，教育不是简
单的知识搬运，而是要让学
习变得更有质量、更有效率。

当我们严格执行“一科一辅”，严控作
业总量，积极落实国家的“双减”政策，实际
上是在重构教育的价值体系。这种改变要
求教师提升教学效率，要求教材编写更加
精炼，要求整个教育体系更加注重质量而
非数量。

在减负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正在发生
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是知识的灌输
者，而是学习的引导者；不再是标准答案的
提供者，而是思维方式的启发者。这种转变
让教育回归本质。教育评价体系也随之发生
改变，我们不再单纯以分数论英雄，而是更
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种改变释放了教
育的活力，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成长路径。

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是固定的，有减才有
增。现在很多学校开始推行“大课间”政策，就
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多的活动时间。学生们利
用课间在操场上奔跑、跳跃，释放着青春的活

力，这种改变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深刻的教育
智慧：健康的身体是学习的基础，活力的释放
是创新的源泉。

为学生书包“减负”，意义不仅仅在校内，
同时也可以延伸到校外。因为书包“减负”了，
意味着放学以后的家庭作业少了，学生才有
时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而社会实践正
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们走出教室，走
进社会，在实践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这种
学习方式打破了课堂的边界，让教育变得更
加生动。

书包“减负”只是一个开始，它开启的是
一场静悄悄的教育革新。这场革新不是轰轰
烈烈的颠覆，而是润物无声的改变。它让我
们看到，教育可以更轻盈，学习可以更快乐，
成长可以更自然。当我们放下沉重的书包，
也就放下了教育的包袱，让教育回归本质，
让成长回归自然。这或许就是教育改革最深
刻的意义。

开学日，武汉多所小学称书包

2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中小学生开学，
不少小学生发现校门口摆上了秤，老师会随机
抽查书包重量。

在武汉市光谷第十二小学、武汉市江岸区
长春街第二小学，学校给出的书包限重均为
2.4公斤（一、二年级）、2.8公斤（三、四年级）、
3.2公斤（五、六年级）。这令学生们很惊喜。

武汉市光谷第十二小学副校长刘彩虹介
绍，以上标准是依据两项指标所推算出的参考
值，一是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小学生书
包卫生要求》中的“学生背负的书包重量应不
超过学生体重的10%”，二是参考7至16岁少
年儿童的标准体重，“书包超重，将影响学生脊
柱健康、身体发育等，‘书包革命’势在必行。”

“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教育教学质效，切
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武汉市武昌区多所小
学的校长介绍，武昌区教育局刚发布了《武昌
区教育局关于小学作业减负、书包减重的指
导意见》《武昌区小学作业减
负、书包减重倡议书》，给出了
详细且具有实操性的“减负增
质路线图”。（据《楚天都市报》）

海南省中小学校
学生欺凌预警平台投入使用

本报讯（张琬茜）2月19日笔者从海南省
教育厅获悉，海南省中小学校学生欺凌预警平
台（以下简称学生欺凌预警平台）目前已基本
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学生欺凌综
合治理能力，减少学生欺凌事件发生。

据悉，学生欺凌预警平台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一是依托12355海南省青少年服务台暨
12355海南省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综合热线，增
设海南省中小学生欺凌投诉举报服务热线

“12355-3”，该服务热线已于2月7日开始试运
行；二是在省教育厅门户网站上设立海南省中
小学生欺凌投诉举报平台，并公布省教育厅投
诉举报电话0898-65334367，公众可通过电话
投诉举报，也可以登录平台留言举报；三是更新
完善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欺凌防治热线电话，
并在省教育厅门户网站统一对外公布。

海南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
视，务必将学生欺凌预警平台建成使用的信息
传达到辖区内每所中小学校，提升平台的知晓
度和使用率，不断扩大影响力。要强化学生欺
凌防治相关法规和政策宣传，当发生学生欺凌
事件时，教育引导学生通过学生欺凌预警平台
投诉举报，及时处理解决，将伤害降到最低。各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辖区内中小学校醒目
处张贴本市县、本学校的投诉举报电话，以及
本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名单，指定专人负
责学生欺凌防治工作。

北京：“中央厨房+微厨房”
改善学生就餐体验

本报讯（牛伟坤）2月20日清晨不到5点，
一辆冷链货车已经停到了北京市第一六六中
学附属校尉胡同小学门口。车厢内码放着一箱
箱洗净切好的食材，很快，工作人员将它们分
门别类送进了学校食堂不同的冷藏空间。

新学期开学，北京市实施“中央厨房+微厨
房”供餐新模式试点项目，校尉胡同小学是试
点校之一。新模式依托校外供餐企业建立中央
厨房，负责食材集中采购、食材预处理、冷链配
送等环节；微厨房则设在学校内，对中央厨房
配送的净菜和半成品进行烹饪加工和配餐。

拿到食材后，工作人员立即忙活起来。肉
类最先上锅焯水，紧接着半荤菜开炖，蔬菜类
最后开炒……“我们会提前通知供餐企业第二
天所需食材，企业一般凌晨开始采购备货，确
保食材新鲜。”食堂负责人杨明展示了前一天
与中央厨房的沟通记录：胡萝卜50斤、板栗南
瓜50斤、青笋100斤……每样食材标明所需
大小、样态，比如胡萝卜和南瓜要切块，“我们
会对食材进行验收，除了观察食材的新鲜度、
样态，也会重点查看检验合格证等。”

11点35分，食堂工作人员推着餐车在各
个楼层就位。早在送餐前，他们就已将清洗一
新的餐具盒摆放在了各个班级门口。这些干净
的餐具同样得益于供餐模式的改变。学校总务
主任赵琮说，食堂之前设有粗加工间，承担着
洗菜、切配等任务，占据了食堂小一半空间。如
今，学校在这些省下来的空间里，安装了洗碗
机和消毒柜，还改造浸泡池等，3个多小时就能
完成约1000名学生的餐具消毒，“学生在校用
餐不必再自带餐具，就餐体验大大改善”。

12点左右，在班级领到餐具的学生在楼道
排队，一道道美食散发着诱人香味，热腾腾地
送进学生的餐盘。

笔者了解到，除校尉胡同小学，“中央厨
房+微厨房”供餐新模式也在东城区体育馆路
小学、西城区厂桥小学北校区等试点。未来，试
点经验将逐步推广。

为学生书包“减负”更要为运动和实践“增重”
◎ 苑广阔

——多地中小学课间延长至15分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

承的生动见证。为了让年轻一代更好地

了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

遗进校园活动应运而生。这不仅是文化

的传递，更是心灵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