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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发令枪响，刘思晗撒开腿冲了出去。

北京市朝阳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五年

级学生刘思晗，刚和同学约了课间在操场 50 米

赛跑。“8 秒 04！”刘思晗小脸红扑扑，眼里闪着

光。临近期末，天气寒冷，在活力满满的 15 分钟

课间，孩子们身心得到放松。

让孩子动起来，把课间还给孩子。今年秋季

学期起，北京市对义务教育学校课间安排做出调

整，原则上将课间 10 分钟延长到 15 分钟。5 分

钟的“微改革”带来了哪些变化，又带来哪些思

考？记者近日展开了实地探访。

加法与减法
课间不是可有可无

“吃象，将！”课间，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四

年级（7）班的教室里，张涵奕和同学们乐在“棋”

中。游戏的课间、欢乐的校园，是许多人的儿时

回忆。“课间多了 5 分钟，虽说不长，但大家有一

个强烈的感受：课间不是可有可无，应该认真对

待。”奋斗小学老师张红云说。

15 分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北京市房山

区青龙湖镇中心小学请来中式面点师，带着学生

做花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把

音乐带到课间，让学生体验“音乐冥想”；中国人民

大学附属小学添置人工智能设备，学生自主“打卡”

就可以计数跳绳、人机对弈……时间的“加法”，带

来压力的“减法”，也带来校园生活的“乘法”。

“重视课间，说到底是落实‘健康第一’的理

念。”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张冬梅说，重视

不是要把课间塞得满满当当，而是要尊重孩子的

选择，让他们自由地去探索、玩耍。

老师与学生
从“管理导向”到“育人导向”

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圆恩寺校区

位于一条胡同里，空间略显局促。学校发布了

“课间活动征集令”，把课间 15 分钟交给学生自

己设计和策划。“编花篮 3 个人就能玩，不占地

方”“可以观察、养护池塘边的植物”“华容道、九

连环”……学生们纷纷为课间活动支招。

让学生成为课间资源的发掘者、规划者和组

织者，也推动教学理念从“管理导向”向“育人导

向”转变。

上午 9 时许，北京市第八中学初中部的操场

上，初二学生谭学韬正和同学们一起做自编操。

学生创编，体育组老师把关。“一套操做下来，孩

子们得到了锻炼，也感受到了快乐。”该校初中部

体育教研组组长闫永刚说。

师生共创自编操、师生课间成“球友”、师生

同订课间公约……从课间“玩什么”，到课间“怎

么安全健康地玩”，越来越多老师从管理者走向

陪伴者、参与者，把课间打造成学生的成长空间。

“课间育人需要充分激发学生的成长内驱

力，让学生在‘我的课间我做主’中全面发展。”黑

芝麻胡同小学德育副校长康昕说。

伴随着“课间一刻钟”政策的落地，北京市教

委还组织开展了“课间一刻钟”专题培训市级示

范性培训。“‘课间一刻钟’是一个小切口，我们要

用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一

处处长周凯表示。

课堂与课间
充分尊重课间的时长和价值

萱草、黄芩……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一片“百草园”让人眼前一亮。“中医药蕴含着中

华文化之美，我们不仅组织学生利用课间种、护、

采草药，还在课堂进行研究、炮制。”中国人民大

学附属小学老师李思恒说。

课堂是育人主阵地，课间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育

人场域？在北京市昌平区硕博学校，一片小菜园生

机勃勃，成为美术课、语文课的教学现场。在北京

市朝阳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学生和老师一起到

操场观察彩虹；在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第二中

心小学，校园里的一草一木、花鸟鱼虫成为劳动

课程的教学素材；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科学课

上制作的热气球成为课间新玩具……

“学校的每一分钟都是育人阵地。”在清华大

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看来，“我们需要继续探

索从‘课间一刻钟’走向一日生活‘全刻钟’育人，

让学生在学校过好蓬勃、快乐、健康的每一天。”

“要像重视课堂一样重视课间。”北京市委教

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奕表示，这是

观念的变化，要充分尊重课间的时长和价值，把

每一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更好地实现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的教育目标。

图为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圆恩寺校

区，学生们在课间玩丢沙包等游戏。 赵佳奇摄   

课间延长五分钟，学生成长大变化

像重视课堂一样重视课间
—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课间一刻钟”改革观察

本报记者   李建广

这个学期，多地中小学把课间从 10 分

钟 延 长 到 15 分 钟 。 时 间 管 理 的“ 加 减

法”，激荡起课间育人探索的一池春水。

一张一弛，劳逸结合，课间的价值是

课堂教学无法替代的。课间会不会被挤

占，能不能真正交给学生，不仅是时间段

的问题，更反映出学校的育人理念。在课

间，孩子们走出教室，放松身心、收获友

谊。课间不是对课堂的“切割”，而是课堂

的“加油站”、孩子们成长的“补给站”。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课间

一刻钟”以“微改革”带动大变化。校园里

的体育用品箱和玩具箱多了、吸引学生

“打卡”运动的智能设备多了、老师和学生

的互动交流多了……学校因地制宜，把每

一处活动场地利用起来，同时也让教师从

课间活动的管理者走向共同参与者。

“没想到增加短短 5 分钟，有这么大的

撬动力。”看到身边的变化，很多老师感慨。

像重视课堂一样重视课间，探索仍然在路

上。期待学校、家庭、社会携手，将课间改

革落到实处，更好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五分钟改变了什么
林欣雨

网友“岁月静好”：为这波操作点赞！

希望能够落实好，让孩子有更多时间自由

活动。虽说安全很重要，但可以在设施上

下功夫，防碰撞设施到位，引导到位，而不

是靠禁锢孩子的天性来达到安全的目的。

北京某家长：每上一节课，从教室

到操场上呼吸新鲜空气，对孩子的身体

和视力非常有好处。把课间休息时间

还给孩子，需要老师密切配合，不拖堂，

同时做好学生课间活动的安全教育。

网友“Lena”：希望能落实好，课间

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楼道，到户外

玩，跳大绳、跳皮筋、丢沙包、踢毽子，可

以分组分区域进行。

■快评R

■留言板R

本报北京 12月 30日电   （记者刘诗

瑶）12 月 30 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首次公开发布《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

与应用进展报告（2024 年）》（以下简称

《报告》），对两年来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

与应用进展进行了系统性总结。

《报告》重点围绕空间生命与人体研

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研究、空间新技术与

应用等领域，从目前已下行样品、取得研

究数据、完成在轨实验、获得突出进展的

科学与应用项目中，择优遴选了 34 项代

表性科学研究与应用成果，以及多维度、

多形式的科普文化活动予以介绍。

空间站全面建成两年来，我国先后组

织完成 4次载人飞行、3次货运补给、4次飞

船返回任务，5个航天员乘组、15人次在轨

长期驻留，累计进行 10次航天员出舱和多

次应用载荷出舱，开展多次舱外维修任

务，刷新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的世界

纪录，完成包括 2 名港澳载荷专家的第四

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低成本货物运输系统

择优并启动研制等工作。目前，中国空间

站在轨运行稳定、效益发挥良好。

据了解，在中国空间站开展的首批空

间科学、应用实验与技术试验项目进展顺

利、成果丰硕，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

性。截至 12 月 1 日，已在轨实施 181 项科

学与应用项目，上行近 2吨科学物资，下行

实 验 样 品 近 百 种 ，获 取 科 学 数 据 超 过

300TB，取得了国际上首次获得空间发育

的水稻和再生稻新的种质资源、国际上首

次实现空间人胚胎干细胞分化为造血干/
前体细胞、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微重力条

件下的冷原子干涉陀螺、国际上首个建立

高通量在轨微生物防控试验平台、国际上

空间水生生态系统在轨运行最长时间等多项开创性成果。各领

域科学团队着眼国家重大需求进行深度挖掘，产出了系列原创

性、前沿性、创新性成果，累计发表 500 多篇高水平 SCI论文，获

得 150多项专利，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显著推

动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快速发展。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

验室，将在今后 10 至 15 年的运营中陆续开展千余项研究项目，

促进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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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30日电   （记者陈圆圆）日前，中国作家协

会“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在北京举办。活动

期间举行了“你好，新会员——文学馆畅谈”“走进文学史——

参观展览”“入会第一课”“鲁院大讲堂”等活动。

“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从 2023 年开始推出的暖心工

程，先后组织开展了 8 期活动，共邀请来自各地的 330 多名作家

参加。近年来，中国作协聚焦打造中国文学新力量，注重吸收

基层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和新文学群体，作家队伍持续壮大。

中国作协新一期“作家活动周”举办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董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