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延长课间时长 如何真正让孩子们放心“动起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明鸿 赵旭 赵叶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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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
稿件 《除了上厕所不能随意活动？ ———部分中
小学生课间 10 分钟被约束现象调查》， 引发各
界对这一现象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针对这一话
题，教育部明确表示：中小学校要确保学生课间
正常活动。

今秋新学期伊始，“新华视点” 记者采访发
现，不少地方已将“课间 10 分钟”延长至 15 分
钟，甚至 20 分钟，孩子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走
出教室。 同时，各地学校还采取各种措施，让孩
子玩得开心、家长放心。

多地延长课间时长 孩子和教师均叫好

今年以来，多地出台新的课间管理规定。
今年 4 月，天津市教委印发新修订的《提升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十条措施》， 明确提出，
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校每天上、 下午各
安排不少于 30 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 除大课
间外，确保小学生 15 分钟课间活动时间、中学
生 10 分钟课间活动时间。

8 月底，北京市教委明确，自新学期起，全
市义务教育学校将对课间安排做出整体统筹优

化，原则上落实 15 分钟课间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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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贵州省织金县，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学
期“小课间”也增加了 5 分钟；内蒙古准格尔旗
教体局发文称，从今年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小
学阶段的学校原则上落实“课间一刻钟”；江苏
省无锡市新吴区教育局发布通知， 今年秋季学
期起，新吴区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行课间 15 分
钟。

一些地方甚至将课间延长至 20 分钟。
“户外运动是解决肥胖、‘小眼镜’、 心理问

题的最好办法之一。 ”海南省海口寰岛实验小学
校长金春花说，今年春季学期，该校开始尝试将
课间延长至 20 分钟。 这项改革很受学生欢迎，
学校决定从秋季学期开始正式实施。

“教室到厕所、操场往往有一段距离，10 分
钟时间太短，可能上个厕所或者刚走到操场，就
快没了。 不少孩子反映，要是能多几分钟休息、
玩儿就好了。 ”织金县教育局局长付国晖说。

海口寰岛实验小学体育组组长齐明说，课
间延长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时间走出教室活动，
呼吸新鲜空气，放松大脑，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

康，提高听课效率。
贵州省人民医院眼视光科副主任曹时燕指

出，增加户外活动，可以有效帮助孩子们缓解眼
疲劳，保护视力。

课间延长后，不少老师也纷纷叫好。 北京市
第 161 中学副校长刘裕说， 教师有更裕如的时
间喝水、准备教具、转换教室，包括给学生做个
性化辅导、心理疏导。

如何让学生玩得开心？

为确保课间要求落实，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市区两级将强化监督检查，进一步规
范教育教学秩序，严禁拖堂或提前上课，不得随
意缩短学生课间活动时长， 不得对学生课间活
动设置不必要的约束， 坚决杜绝课间禁止学生
出教室的现象发生。

天津市教委新修订的 《提升中小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十条措施》 要求， 任课教师要按时下
课、不得拖堂，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要督促学生课
间走出教室、适当活动。

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朱丹介绍， 该校
将拖堂和提前上课纳入教学事故认定范畴，以
此来保障学生的课间时光不被挤占。

此外， 一些学校还想方设法给学生拓展活
动空间、增加游戏项目。

新学期， 织金县八步街道各学校的班级公
示栏上，多了一张“花样课间学生信息表”。 每天
早上，学生可以填写当天课间想玩的项目，每个
项目每班限 15 个人。 学校会将信息汇总，然后
给学生准备器材。

“我们对学生做问卷调查，了解他们想要玩
哪些项目，然后召集各学校负责人开会，综合考
虑报名学生人数、场地和器材等因素，来决定具
体开设哪些项目。 学生想玩但学校没有器材的
项目，就由学校统一购买器材。 ”织金县八步街
道教育服务中心主任张习梁说。

记者在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总校区看到，
下课铃响起后，上千名学生涌出教学楼，到操场
上玩耍。 他们有的打乒乓球，有的做游戏，有的
奔跑嬉戏，有的在图书角看书，欢笑声、嬉戏声
在校园里回荡。

在北京市第 161 中学，长廊、绿地、体育场、
树荫下的棋类区，凉亭内的书法区等，成为学生
课余休闲的好去处。 该校体育教师马少波说，学
校配备了完善的体育设施，学生可以参与足球、
篮球 、排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棋类 、投壶等项
目。

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充分利用学校空
间，为学生创造活动条件。 比如，开放学校楼顶
公共空间，如笼式足球场、体育馆、图书馆等，为
高楼层班级学生课间活动提供场地； 在走廊的

开阔空间摆放棋牌桌、放置书架；将操场划分成
不同区域，设计不同类型的户外活动。

如何让家长放心？

“每次课间，我们都安排约 30 名老师，在教
学楼的楼道、楼层拐角和操场值守。 学校保安也
调动起来了，保障学生活动安全。 ”贵阳市环西
小学副校长王晓波说，虽然该校地处城中心，学
生活动空间小，“但不能不让学生下楼活动”。

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学校严格落实班主任跟班制， 副班主任协同教
育。 各年级根据本年级学生特点，开发设计本年
级安全教育内容，形成年级课间活动安全规范。
此外，还加强每日值班班干部巡视，制止追跑等
不安全行为，并在重点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

在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学校要求各年级成
立由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课间
秩序管理小分队”，在重点交叉点位和人员密集
区进行提醒和文明疏导； 还通过组织团队小游
戏等活动，来分流学生。

同时， 各地学校努力排查整改校园安全隐

患。 9 月 10 日，朱丹在校园巡查时发现，学校足
球场旁的下水道盖板有断裂迹象， 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随即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张习梁介绍，今年春季学期，八步街道第一
小学曾发生过一起意外事件： 一名学生在跑去
捡滚下坡的篮球时，跑得太快，撞到了另一名学
生。 为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他们便在篮球场旁
增加了一处拦网，防止篮球滚下坡，解决了相关
安全隐患。

此外，一些学校负责人介绍，为获得家长的
理解和支持，他们通过家长会等形式，给家长介
绍了学校的管理规定及工作思路。

同时，一些学校还鼓励家长购买学平险。 “我
们也购买了校方责任险，如果发生意外事件，学校
和家长可以在有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友好沟通，解
决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矛盾。 ”朱丹说。

受访对象表示， 校园安全事件的责任边界
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贵州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
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田冲表示， 学校应做好
安全预案，尽可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家长应
充分理解、 信任学校和老师， 出现问题积极沟
通，依法理性维权。

秋已至，但夏日的炎热仍未褪去，我们
跟随昆虫专家，前往大巴山的深处，其丰富
的生态多样性为昆虫提供了理想的栖息
地。 郁郁葱葱的森林，每一处都可能是昆虫
的家园。 在夜晚，显得更神秘，更让人兴奋
和着迷。

我们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去探索“神秘
居客”的夜生活，深入了解这些小生命的生
存智慧和生命故事，聆听黑夜的交响乐章。
每一只飞舞的蛾蝶，活蹦乱跳的螽斯，依附
在叶片上的螳螂和步甲等都是我们观察的
对象。 我们也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微小生命
的精彩瞬间。

葬甲
埋葬虫是葬甲科昆虫的统称， 又称埋

葬虫。 是食尸性或腐食性甲虫，多以动物尸
体为食，也有捕食蜗牛、蝇蛆、蛾类幼虫等。

螳螂
螳螂 （学名 ：Mantodea），亦作蟷螂 ，无

脊椎动物，因前肢发达有力呈镰刀状，又称
刀螂，是昆虫纲螳螂目的通称。 螳螂是一种
中大型肉食性昆虫， 也是一种不完全变态
昆虫。

苔蛾
苔蛾（footman moth），鳞翅目灯蛾科苔

蛾亚科昆虫的统称。 大多数颜色单调，但某
些颜色鲜艳。 幼虫具瘤状突起，上有长而稀
的毛；以地衣为食。

钩蛾
钩蛾是钩蛾科动物的总称。 翅面黑褐

色，体型弧圆，展翅时与后翅的横带相连，
后翅略长于前翅， 外缘于臀角处内凹而形
成一个钩状外突，停栖时两个钩状相对。

尺蛾
尺蛾是鳞翅目尺蛾科昆虫， 又叫尺蠖

蛾。 身体细长，翅宽，形似枯叶，常落在颜色
与其翅色一致的环境中； 某些种类具显著

的花纹，是为警戒色；尺蛾科种类极多，是
林木、果树的重要害虫。

观察昆虫不需要到特定的地方， 反而
是在最日常的街边公园、湿地公园、田间地
头，这样可以更真实、更自然，更直接地明
白自然与我们的密切联系。

昆虫虽小，不容小觑！ 不仅是生态系统
中的基础消费者， 还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和健康的关键因素。 它们的存在和多样性
对于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促进生物多样
性以及维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

昆虫是节肢动物门昆虫纲之总称。 为
世界上最繁盛的动物类群之一。 约有 1000
科、100 万种。

简单来说， 昆虫是成虫期具有下列特
征的节肢动物，但需要注意的是，昆虫的幼
虫和成虫，外形差异往往很大，这个标准只
能用来衡量成虫。

首先，体躯由若干环节组成，这些环节
集合成头、胸、腹 3 个体段。 其次，头部是取
食与感觉的中心，具有口器和触角，通常还
有复眼及单眼。 第三，胸部是运动与支撑的
中心，成虫阶段具有 3 对足，一般还有 2 对
翅（都在胸部）。 最后，腹部是生殖与代谢的
中心，其中包括生殖系统和大部分内脏，无
行走用的附肢。

需要说明的是，“三段体” 加 “三足两
翅” 一般是作为粗略判定该物种是否为昆
虫的依据，实际上这还不严谨，因为很多昆
虫的后翅，甚至是两翅都退化了；一些蛛形
纲的幼虫也会出现“三足”的现象，所以判
断昆虫的依据还要强调成虫期。 例如：沙
螽。 沙螽是典型的三段体，而且胸部三足，
翅退化（根据上面的定义，有无两对翅不是
充分条件），所以沙螽是昆虫无误。

“虫鸣秋夜永，木落众山秋。 ” 这是自然
界动听的声音之一。

小时候，观察路灯下的昆虫成为独特的
消遣方式。 现在随着城市化步伐加速，这份
原始的韵律似乎渐行渐远，我们常常忽略了
身边那些微小而又奇妙的存在———昆虫。 这
曾经是古人笔下秋夜最美的注脚，如今却仿
佛遗忘在时间里。

记忆中的夏秋夜晚，路灯下聚集的不光
有飞蛾，还有孩子们喜欢的甲虫，那时每个
孩子都会去搜寻它的身影，或许是不起眼的
金龟子，或许是威武的独角仙。 这些昆虫成
为陪伴着孩子们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记忆。

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
物种正面临生存空间被压缩的命运。 但值得
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保护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

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下面，都隐藏着自然
的秘密，成为人与自然重逢的桥梁。

夜晚， 散步的人们被水面上的蜻蜓吸
引，蟋蟀躲在墙角下，用它们特有的旋律唱
响夜的赞歌。 那是大自然最美的旋律，使得
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混凝土森林，而是充满
生命力的家园。

学习观察昆虫，就是开启了一扇通往微
观世界的窗口。 通过放大镜，我们可以细致
入微地欣赏到蝴蝶翅膀上绚丽的鳞片图案，
或是甲虫坚硬外壳下的复杂构造。 每一个细节，都是大自然精
心设计的艺术品，让人叹为观止。 这种观察过程，不仅增加了我
们对生物学的认识， 更培养了我们在日常琐碎中发现美的能
力。

昆虫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在传粉、分解有机
物、控制害虫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会观察昆虫，让
我们意识到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生物，也是城市生态链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 观察昆虫活动是对城市儿童自然教育的一次有
益补充，通过观察，孩子们不仅能学习到生物知识，还能培养观
察力、耐心和爱心。

当我们开始关注这些生命，我们也会思考如何保护它们的
栖息地，如何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这种意识的提升，对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也可以拥有一颗亲近自然的心，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都能发现生命的奇迹，见证鸣蝉破壳而出的那一刻震撼，目
睹竹节虫在林间穿梭的灵动身影，寻找暗夜里闪烁的萤火虫亮
光。 这些都能体会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

通过了解这些小生灵的生活习性和面临的挑战，我们更能
体会到生态保护的紧迫性。 每一只昆虫，都是城市生态链中的
一环，它们的存在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体生态平衡。 因此，保护
城市绿地，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种植本土植物，为昆虫及其他
野生生物提供庇护之所，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学会观察昆虫，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它是人类
与自然对话的一种语言。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尊重生命，
学会了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美好。 城市生态的重建，不仅是物理
空间的绿化，更是心灵深处对自然的呼唤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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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学生在大课间滚轮胎。 近年来，江苏昆山礼仁外国语学校不断创新体育教学模式，在
大课间休息时段，开展魅力足球、悦动篮球、趣味田径、花样绳毽、活力舞蹈等项目，确保学生每天得
到充分运动，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新华社发（王须中 摄）

9 月 2 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在教室外锻炼。 自今年秋季起，北京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把“课
间 10 分钟”整体优化为“课间 15 分钟”。 通过扩容课间“能量站”，确保师生得到较充裕的休息时间，
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户外、走进阳光，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螳螳螂螂 李李小小东东 摄摄

葬葬甲甲 �李李小小东东 摄摄

苔苔蛾蛾 荣荣海海 摄摄 尺尺蛾蛾 李李小小东东 摄摄 钩钩蛾蛾 李李小小东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