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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间校园变得静悄悄

课间 10分钟俗称小课间，
是中小学生调节学习状态、缓
解疲劳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时
段。记者日前在多所中小学走
访看到，由于小课间学生被要求
不能随意离开教室，校园里变得
静悄悄。

据了解，这一现象由来已
久。2019年的一项针对1900余
名家长的调查显示，75.2%的家长
认为身边中小学“安静的小课间”
现象普遍，且在小学最为突出。

长春市多所小学的学生家长
反映，学校要求孩子小课间不能
去操场玩耍，只能上厕所或在走
廊内安静地活动。一位家长说，
孩子的班主任规定，课间除上厕
所外，都要待在座位上。“有学生
曾因课间在教室打闹被惩罚。从
那以后，他们下课后再也不敢跑
来跑去了。”

海口市多所小学安排值日老
师在每层楼巡查，严禁学生在走廊
追逐玩耍。有的学校还抽选少先
队员组建值日团队，对各班学生课
间的行为进行计分考核，一旦发现
追逐打闹现象，就给班级扣分，考
核与文明班级评选直接挂钩。

河北、贵州等地一些中小学
也存在类似现象。记者在河北
省廊坊市一所小学看到，除了一
些学生上厕所，大部分孩子在下
课后都坐在教室聊天。贵州遵
义某小学教师张栩（化名）说，有
部分班主任不让学生小课间到
操场玩，“这样做太压抑孩子的天
性了”。

海口市多名小学生家长介
绍，只有少数教师重视学生小课
间的体育锻炼，大部分教师会以
强调纪律为名，想方设法让好动
的小学生安静下来，美其名曰“文
明休息”。

过度约束
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为何小课间学生被过度约束
的现象频发？

有受访教师表示，主要是因为场
地有限、人员密集，学生在操场上玩
耍时常常出现磕碰等意外情况。

河北某县一所小学的教师说，
一旦学生课间活动时出现磕碰等意
外情况，校方不仅需要向家长道歉，
还可能涉及经济赔偿。为此，学校
干脆强调课间纪律，减少孩子外出
活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此外，场地的客观条件限制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多名受访教师反映，
不少城区学校教学楼建得比较高，小
课间只有10分钟，学生跑上跑下电
梯不够用，楼道狭窄容易产生拥挤踩
踏风险。而且，市区学校的操场规模
小、孩子多，常常也跑动不开。

不少家长认为，约束孩子课间
活动，主要是学校和教师为了方便
管理、减少麻烦。

一些受访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也
认为，小课间被过分约束的做法违
反教育部的规定，也是学校管理粗
放、懒政的表现。严格限制中小学
生课间活动范围、活动强度，虽可减
少意外发生的概率，但不利于孩子
健康成长。

这种做法会压抑孩子天性、不
利于身体发育。心理专家认为，小
课间走出教室适当运动，可以舒缓
学习压力、促进人际交往。吉林大
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尹
若峰说，较重的课业负担和日益减
少的身体活动等，是影响中小学生
身体姿态、脊柱健康的重要因素。
小课间走出教室活动四肢，有利于
学生的身体健康。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受访眼科专家介绍，参加
户外运动是防控近视的重要手
段，小课间被“挤占”会导致中小
学生户外运动时间减少，近视概
率增加。

此外，这种做法也容易令学生
产生厌学情绪。长春市外国语实
验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沈微指出，长
时间待在教室可能会导致学生精
神倦怠；学生利用课间调节、放松
身体和头脑，有助于集中精力上好
下节课。

坚决落实
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相关规定

2021 年 9月 1日正式施行的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学
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
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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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当完善管理制度，保障学
生在课间、课后使用学校的体育运
动场地、设施开展体育锻炼。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些学校利
用小课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活
动。比如，长春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小学部开辟了篮球、排球等活动区
域，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同
时，在学校的支持下，班主任也鼓励
学生尽量外出活动。河北省邯郸市
丛台区连城小学不仅配有篮球、足
球和羽毛球等运动设备，还在教室
里配备了图书、象棋和五子棋等物
品，便于学生课间取用。

受访教师和家长认为，把小课
间还给孩子，需要综合施策。

作为校园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一
环，学校要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隐
患排查，将校园安全工作做细致、做
扎实。沈微介绍，长春市外国语实
验学校小学部一至六年级共有学生
1980人，为保障学生课间活动的安
全和秩序，学校派出6名体育教师、
6名各年级教师和学生干部在走
廊、楼梯、操场进行巡查、值周，大多
数学生能做到秩序井然地上下楼。

专家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出
台指导意见，通过督导加强对学校
的监督管理，把课间时间尽可能还
给学生。学校还要加强对学生进行
运动、游戏的技能指导和安全教育，
降低意外发生的概率。

受访对象认为，在校园管理规
范、校内设施安全到位的情况下，
出现校园安全问题时，社会和家长
不能一味将责任推给学校和教
师。可以建立由政府部门或第三
方机构规范处理校园安全事件的
工作机制，降低学校与家长产生直
接矛盾的概率。

新华社记者郑明鸿 赵丹丹

新华社巴黎电 10月30日晚，由《法国
足球》杂志举办的2023年金球奖颁奖典礼在
巴黎夏特莱剧院举行，阿根廷名宿梅西众望
所归，创纪录地第八次捧起金球奖奖杯，哈兰
德与姆巴佩分列第二、三位。

2022—2023赛季对于梅西的个人足球
生涯而言可谓圆满。去年12月，梅西以队长
身份率阿根廷队夺得卡塔尔世界杯冠军，这
位无数球迷心中的“球王”终于在35岁时首次
捧起大力神杯。不过，将梅西送上领奖台的
不止世界杯冠军这一项成就。纵观整个赛
季，梅西在54场比赛中打进38球，帮助前东
家巴黎圣日耳曼夺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法
国超级杯两项冠军，也因此被回馈以法甲最
佳外籍球员和法超杯最佳球员荣誉称号。梅
西在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队友、世界杯“金手
套”奖得主马丁内斯斩获象征最佳门将的雅
辛奖。

这是梅西第八次摘得金球奖，刷新了由
他自己创下的获奖次数纪录。为其颁奖的是
英格兰足球巨星贝克汉姆，他同样是梅西新
东家迈阿密国际队的老板。

梅西在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希望与阿根廷人分享这一奖项。他说：

“这是不同且特别的一年。我度过了几年辉
煌的岁月，因为我加入了世界上最好的球
队。但是世界杯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我已经
获得过其他所有的团队和个人奖项，我的获
奖列表中独缺一个世界杯。此外，世界杯是
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因为我从小就梦想着跟
随国家队赢得世界杯。”

今年，在入围金球奖的30人名单中排名
第二、三位的分别是挪威射手哈兰德、法国球
星姆巴佩。他们曾一度被认为即将成为第一
个获得金球奖的“00后”和“90后”。虽然当
晚最终没能创造惊喜，但两人在本赛季的表
现可圈可点。年仅23岁的挪威新星哈兰德势
如破竹，在上赛季留下“57场比赛56粒进球”
的优异战绩，且以出色的个人表现与曼城队
友夺得欧冠、英超、英格兰足总杯三个冠军头
衔。这些荣誉为他在本届金球奖上赢得了象
征最佳前锋的盖德穆勒奖。

作为梅西在大巴黎的前队友，姆巴佩在
上一赛季参加的56场比赛中贡献54粒进球，
并在上届世界杯决赛对抗梅西率领的阿根廷
队时上演了惊人的“帽子戏法”。

来自英格兰的足坛新秀贝林厄姆获得象
征最佳21岁以下年轻球员的科帕奖。

女子金球奖归属西班牙中场核心、巴萨
女足球员邦马蒂。上赛季，她随巴萨获得了
欧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和西班牙超级杯等冠军
头衔。此外，2023年女足世界杯决赛中，西班
牙队战胜英格兰队获得冠军，邦马蒂荣膺本
届世界杯的金球奖。 张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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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间10分钟对学生来说十分宝贵。
自由奔跑的身影和时时传来的欢声笑语，
是校园充满活力的风景。但“新华视点”记
者近期在一些地方调查发现，部分中小学
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除喝水和上厕所
外，不能走出教室活动，甚至不能随意离开
座位。教育部制定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
规定》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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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
什么一些学校要严管学生的10分钟课间
活动？

梅西第八次荣膺金球奖

10月30日，梅西（左）与自己的孩子一同出席
颁奖典礼。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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