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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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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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课间校园变得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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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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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老乡王某：

他确实转了钱给我，
只是生意亏损，没有诈骗

10 月 30日，记者与王某取得联
系。王某说，刘先生确实给他转了19
万元，但这些钱是用来合伙做生意的，
双方没有签书面的合作协议。

王某说，他和刘先生在微信上确
实有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合作，他也有
购入和售出的凭证，但这些信息他目
前没法向记者提供。王某认为，他没
有骗刘先生，只是生意亏损，属于经济
纠纷而非诈骗。

记者了解到，10月23日，海口市
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已经受理
刘先生报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之中。

刘先生在海口上丹路租房住，楼下一名
王姓租户是他的老乡，两人虽然经常碰见但
并未深交。“今年8月9日，我和他碰巧在同
一家餐馆吃饭，就互加了微信。”刘先生说，

聊天过程中王某表示，自己有很多客户，水
产生意行情好，可以稳赚不亏，“他还说自己
有钱，可以帮我拿货。”

刘先生说，他8月10日第一次给王某

转了1万元。“王某说这些钱是用来买海鲜
的，然后进行转卖。没过两天，他就告诉我
货已卖完，赚了1000元并转给了我，称本金
还要继续用作生意周转。”刘先生说。

刘先生回忆，8月10日到8月20日这
10天里，他陆续转给王某20多万元，“后
来，王某每次都说货已卖完，但钱还没有收
回来，要等几天才能给我。”

刘先生开始觉得不对劲，便要求王某尽
快还钱，“但他以各种理由拖延，还说有两个
客户欠了他很多钱。”刘先生说，在他的要求

下，王某发来了一些货物照片和所谓的客户
的电话号码，“结果，我打过去都是空号或无
法接通。”

从王某处得知有一批货已发往福州，
刘先生便要求王某带他去看看其口中的
客户和货物。10月 14日，他和王某约在
福州碰面。“王某带我在一个市场里逛来

逛去，但我没看到任何与海鲜有关的档口
和客户。之后，他说到其他地方再找找就
走了，然后给我发来一个定位，我去到目
的地一看，哪里是什么海鲜档口，就是一
个废弃仓库！”刘先生认为，王某根本就没
有客户，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水产生意，这
些都是王某编出来的。

“10天转款20多万元，总被老乡告知货卖完了但钱还没有收回来”

“和老乡一起做水产生意，第一次投1万元便收到1000元回报”报
案
人
刘
先
生
：

本报讯 近日，海口市民刘先生反映，他被老乡以合伙做水产生意为名骗了20多万元。记者
了解到，刘先生已报案，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也受理了此案。 记者 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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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减少意外发生的几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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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合伙做水产生意
男子怀疑被老乡骗了

“我出钱给他找
客户，先后转20多
万仅收回1000元”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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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