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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纯

全国中小学今春掀起的课间15分
钟改革，让课间从10分钟延长到15分
钟，让学生们身上有汗、脚下有力、
眼里有光，深受社会好评。

“加长版”课间，同样影响的还
有教师群体。一直以来，教师的身
心健康也备受关注。毕竟教师“眼
里有光”，才能照亮学生的星辰大
海。让教师真正参与进课间 15 分
钟，就需要学校不断出暖招、实招。

一方面，课间15分钟要让师生共
享舒展身心的权利，而不是异化为教
师的“责任增量”。笔者了解到，一些
教师担心课间延长之后，会额外增加
自己的课间管理工作。对此，学校要
在推行该项改革工作前就立好“规
矩”，不能单纯地将压力给到一线教

师，而是通过日常加强学生安全意识
教育、设置学生志愿岗、定时进行课
间活动设施维护整修等方式，多管齐
下，将零散的管理压力转化为可预期
的制度框架。

另一方面，让课间15分钟成为师
生共享的心灵驿站。比如，一些学校
专门在课间增设了教师喜欢的活动，
鼓励师生组成“游戏搭子”，带动更多
教师走出办公室。当教师不再做旁观
者，共同游戏的过程也会在无形中改
变师生关系，平时难以处理的问题在
操场上、在游戏中就能迎刃而解。与
此同时，除了户外运动，学校也可以
针对不同兴趣爱好的教师，设置阅读
区、静心区等专属区域，给予教师多
元化的选择，真正享受适合自己的课
间15分钟。

（作者系本报见习记者）

课间15分钟，教师也得“眼里有光”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
员 徐瑾）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启动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在启动仪式
上，宁波市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正式成
立，该联盟以高校为主体，搭建助力
乡村振兴的服务平台，为乡村振兴提
供人才、技术和智力支撑。

宁波市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形成
“10+6”顶层架构，10 所高校联动设
立乡村治理、乡村产业、乡村建设、
乡村文艺、乡村销售和乡村教培等 6
个专业委员会，从乡村建设、运营、

技术、治理等多个维度助力乡村振
兴；推行“校校有担当，月月有活
动”常态化服务机制，按照“1+N”
专业委员会要求，宁波高校二级专业
学院牵头多学院参与专委会日常工
作，支撑乡村老宅活化利用、旅游项
目策划、网红景观打造等多项乡村运
营工作。

“高校要将服务乡村振兴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来抓，加强顶层设计和工作
谋划，支持师生常态化开展活动。”宁
波市教育局副局长陈金辉说。

浙江宁波成立乡村振兴高校联盟

本报讯（记者 程墨 通讯员
王克虎）近日，2025年十堰马拉松鸣枪
开跑，在 20000 名参赛选手中，活跃着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近3000名师生的
身影，还有近万名师生在赛场外为运动
员们加油助威。这是茅箭区贯彻落实

“健康第一”理念，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和
体教融合均衡发展的有力写照。

今年 2 月，茅箭区教育局发布的
《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十项措施》
明确提出，要探索落实学生日均运动
时长不少于2 小时，突破传统“主科

优先”的课时安排格局，构建起“三
维立体体育网”：纵向贯通“健康知
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技能”课程
链，横向建立“校级—区域—区级”
竞赛体系。

在持续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茅
箭区还创新体育教师招聘机制，率先
设置教练员专岗。国家健将级排球运
动员吴桐等优秀体育人才加入教师队
伍，这种“专业运动员+体育教师”
的复合型师资模式，为提升体育教学
质量注入新动能。

十堰茅箭设置体育教练员专岗

本报记者 周洪松

“钱学森爷爷冲破封锁回国效力”
“南仁东爷爷在贵州深山里造出‘天
眼’”……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建
设路小学的走廊里常常回荡起这样的
童声。

近年来，该校将教学楼走廊打造
成“精神能量站”，尤其是把袁隆平、
于敏、詹天佑等 9 位科学家和崔兴
国、杨戌雷等 10 位大国工匠努力奋
斗、报效祖国的动人故事转化为校本
特色课程，让学生感受民族脊梁的温
度和高度，引导学生追慕科技之星。

步入学校教学楼，只见三楼楼道
被打造成科技长廊。“中国智慧我骄
傲”“科技之星我敬仰”“大国工匠我
学习”等板块在主题墙上次第展开。
南侧墙面以时间轴串联起中国科技发

展的高光时刻：泛黄的老照片里，少
年茅以升凝视坍塌的桥梁立志“造最
坚固的桥”；南仁东手写的“知识没有
国界，国家要有知识”字迹遒劲有
力；北侧墙面上，“大国工匠”杨戌雷
调试污水处理设备的场景与学生们手
绘的“未来环保城市”相映成趣。

“这不仅是简单的文化展示，更是
鲜活生动的思政课程和科学教育资
源。”校长张秋妮说。如今，建设路小
学已经将廊道文化融入德育实践体
系，通过“三级成长营”培养了众多
小小讲解员。

潜移默化中，学生的科学精神正
在悄然生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学
校科技社团，参加各种科技活动。在
最近该校组织的一次“谁是你心中的
偶像”问卷调查中，学生选择科学家
的比例从过去的17%提升至89%。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路小学以“科技长廊”培育学生科学精神——

学生的偶像是科学家

■基层有话

■基层传真

在 现场现场

本报记者 张利军 通讯员 王娟

家就在学校对面，但河南省郑州高新区创新
大道小学一 （2） 班小朋友赵恩泽，这学期还是选
择了中午在学校就餐。

“孩子上学期没让在学校就餐，都嘟囔了好久
了！”4月11日中午，赵恩泽的妈妈李婉到校陪餐
后向记者表示，“学校做的饭菜确实比我做的好
吃！师生共餐，一锅饭、一张桌，食谱搭配健康
又营养，厨房管理规范，我非常放心！”

“我们高新区校园美好午餐工程于2020年春季
启动，经过5年来不断提升完善，走出了一条制度
引领、智慧赋能、协同共治的实践路径。家长满
意度从一开始的80%，去年提升至99.2%。‘舌尖安
全’已逐渐成为高新区家长放心的‘民生名
片’！”采访中，郑州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部党委
副书记刘荣刚向记者介绍。

要让家长放心，首先要做到全过程透明。
“全区132所学校食堂全部建成‘互联网+明厨

亮灶’平台，后厨实况向家长、社会 24 小时开
放，通过构建透明厨房、数据厨房、可视厨房三
级递进体系，让后厨操作从‘幕后’走到‘台
前’，形成家校社协同共治新格局。”该区校园食
品安全工作专员王志文打开手机，并通过平台向
记者现场演示。

该区坚持实施公开采购、公开食谱、公开加
工过程“三公开”，智慧赋能，建成教育部门、银
行和第三方智慧监管平台共同合作监管的“高新
区阳光后勤智慧食堂管理系统”运行平台，构建

起“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的全链条
监管体系，有力实现了食堂成本、利润比例的科
学控制，坚决遏制高利润和舌尖上的腐败，有效
提高了餐饮品质。

在食材供应商的选择上，该区面向社会公开
遴选了 10 家全品类食材企业，并建立“末位淘
汰”退出机制，其余9家随机分成三组，对应服务
三个片区学校。学校经过对比，从所在片区3家食
材供应商中选择一家，每个月动态调整一次。“这
样，餐饮食材供应商之间也就有了竞争关系，服
务不好就可能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同时最大程
度规避廉政风险。餐饮管理公司的选择也是如
此。”刘荣刚介绍。

为确保学生吃得科学、吃得营养，该区统一
制定《高新区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会同餐饮
公司高级营养师，从安全、营养、健康、学生爱
好等因素综合考虑，研究制定个性化餐谱，并由
郑州市中心医院高级营养师审核把关。

目前，全区学校都成立了膳食监督家长委员
会。膳食监督家委会成员定期走进学校食堂，有
时是“突击检查”，从食材采购、查验、贮存、加
工制作、营养品质与菜量等关键环节实施监督，
反馈评价纳入对食堂的管理流程，查漏补缺、提
升食品安全与质量。每天，校长、家长代表陪
餐，教师与学生同吃一锅饭，更是确保能及时发
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

“我们反映的问题，学校食堂很快就能落实反
馈。”通过参与监督，高新区行知小学膳食监督家
委会成员于瑞娜感受到这一机制的“顺畅”，

“二、三年级孩子正处于换牙期，有家长和孩子提
出鸭腿不好咀嚼，与食堂沟通后立即就对食谱进
行了调整。”

“拥抱监督检查”，在该区实验幼儿园、创新
大道小学、科学大道第三小学等学校采访时，校
长们对该区美好午餐工程的监督管理机制强烈

“点赞”——“从单向监督到双向奔赴，让监督可
视化，让信任有了温度”。

“不光学校、家长会突击检查，我也经常会突
击检查！”中标餐饮公司小学项目负责人张钰表
示，“食品安全大于天，自己也是学生家长，我们
和学校、家长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不仅要让
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全，更要吃得好、吃得健
康！”

在复新实验中学，“五行”药膳馒头和“四季
养生药茶”颇受学生欢迎。学校结合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工作，将食育食养文化有效融入食安治
理，引入中医的药食同源理念，把餐厅命名为

“同源餐厅”，结合时令特点和青少年体质，全面
启动“四季养生食谱”和“四季养生药茶”工作。

“学校将中医药文化创新融入食谱，我们家长
特别赞同！孩子特别喜欢学校的养生药茶，一天
两大杯，对身体确实很有帮助。”郑州高新区复新
实验中学学生家长时卫校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入
校时身高一米五，现在八年级，已经一米七五。

根据该区2024年群众满意度调查，辖区学校
食品安全满意度达99.2%，全区教育综合满意度达
93.8%，家校矛盾投诉量同比下降51%。越来越多
的学生喜欢上在学校就餐。

“这份用安全底线托举的和谐答卷，正转化为
万千家庭触手可及的教育获得感。下一步，我们
将持续深化多元共治的核心理念，把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作为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让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每一步都踏响群众的幸福节拍！”高新区
教育文化体育部党委书记、部长田鸿鹏表示。

郑州高新区132所学校食堂全部建成“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

“透明”食堂吃出“家”的味道

通讯员 蒋颖妍 本报记者 刘盾

在深圳图书馆少儿阅览区，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的学生正按照书上的颜色标签，将散乱的图书放回相应
的书架上，专注而投入。

这时，一位陌生人上前拍了拍学生小鹏（化名）的
肩膀。想到小鹏平时情绪不太稳定，学校课程发展部主
任张春顿时紧张起来。只见小鹏平静地指了下耳朵，向
对方解释情况。对方也礼貌地向小鹏表达歉疚。“孩子
们获得了尊重和善意，懂得如何悦纳自己、融入社
会。”张春惊喜地说。

参与一系列志愿活动后，小鹏逐渐收起了身上的
“刺”，开始主动关心身边人。在元平特校，越来越多学
生有了蜕变。近年来，学校结合残障学生的实际情况，
构建残障学生生涯教育体系，为学生“量身定制”生涯
教育课程。

元平特校成立听障学生生涯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项
目组，围绕“静志”“静德”“静远”三个模块，构建以
体验式学习为主的生涯教育课程体系。课程设置自我认
识、爱己爱人、自立自强等主题活动课，着力培养学生
坚韧的精神、健康的心理和扎实的技能。

“孩子们受外界干扰少，专注力会更强。”在张春看
来，学生们需要正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努力从接受
关怀的人，转变为能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一员。学校
通过“静志”课程模块，设置“领略手语之美”等主题
活动课，提升听障学生的自我意识。

深圳市荔枝公园里游人如织。元平特校教师给学生
安排了挑战任务——教会陌生人一句手语。在教师协助
下，很多学生迈出了第一步。而一旁的学生丁当 （化
名），却始终神色紧张地注视着行人，静静地站在原地。

学校听视障教育教学部教师盖宇将手语卡递给丁
当，引导她近距离观察、学习其他学生的做法，努力突
破自我。“您好，请问我可以教你一句手语吗？”丁当终
于鼓起勇气开口，这获得了路人和师生的赞赏。曾经内

向胆小的她，在一次次活动中变得自信开朗，把自己的
手语小课堂“搬”到了更多地方。

“我们不能关着校门做特殊教育。学生们总要离开
学校，融入社会是必经之路。”张春说，学校努力打破
特殊教育学校的“围墙”，与深圳市希望社工服务中心
合作，常态化开展听障学生义工服务计划。教师带领学
生走出校门，通过“走进社区服务”等志愿活动课，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学校附近社区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缺少书籍
等用品。学校前往社区了解情况后，开展了一次募捐活
动，呼吁学生们将家里部分闲置的书籍物品带到学校，
捐赠给更有需要的人。小鹏主动抱着崭新的书籍来到学
校，“这是我用压岁钱买的，用这些钱去帮助更有需要
的人，会有更大的意义”。

小鹏的父母不懂手语，亲子关系也有些紧张。为
此，学校开展了一系列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根据家长的
需求，学校设计有针对性的家长学校活动方案，形式包
括手语课堂和家长沙龙等。小鹏父母学会了一些简单的
手语，与小鹏有了更多的沟通，拉近了亲子距离。

在自我认知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学生如何结合兴
趣和优势，找到更适合的发展方向？学校开设十余个社
团课程，让学生获得多样化的职业体验，从中寻找感兴
趣的职业。

元平特校还与企业合作，开展企业空中课堂系列活
动。企业员工为学生线上授课，展示真实的职场生活。
学校还与企业共建教学平台，将线下教学与职业体验相
结合，引导学生在实际情境中了解、融入社会。

“我们一直向孩子们传达一个理念，缺陷并不是障
碍，你们的未来一样宽广。”张春感慨，很多学生在生
涯课程中有了很大的转变，并找寻到发展方向。据
悉，2011 年以来，深圳元平特校共有 146 名听障学
生、2 名智力障碍学生考入大专院校；智力障碍毕业
生就业稳定性高，其中 120 人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
作两年以上。

深圳元平特校构建生涯教育体系助力特殊学生成长成才——

“你们的未来一样宽广”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冉光
正 班小龙） 日前，云南省富宁县
新华镇中心小学值班人员在监控镜
头中发现，教学楼的墙面瓷砖脱
落，值班人员迅速将情况报告了学
校 领 导 。“ 幸 亏 有 一 键 式 报 警 系
统，我们学校的这类安全隐患就可
以得到及时排除，师生们感到更安
全了。”新华镇中心小学校长韦德
锋说。

新 华 镇 中 心 小 学 始 建 于 2006
年，像这种老校舍在全县不同程度
存在安全隐患。为消除全县中小学
校舍安全隐患，近年来，富宁县累
计争取 1.15 亿元校舍维修改造资
金，实施校舍维修项目 164 栋 16.81
万平方米，修缮围墙3.6万米，新建
大门 30 座、功能用房 3580 平方米，
配备报警系统 89 套，整治地质灾害
隐患点2.98万立方米。

县教体局项目股股长朱关陆表
示：“教体局始终坚持‘小切口、大
民生’理念，通过围墙加固、灾害
治理等微改造，让老校舍焕发新活
力，切实守护师生安全。”

花甲中学所处位置地势较低，
时常受洪涝灾害影响，靠山侧土体
时常垮塌，威胁师生的生命安全。
教体局通过实施护坡挡墙建设项
目，消除了安全隐患。花甲中学总
务主任陈宏说：“每到梅雨季节，时
刻担心校园靠山面出现滑坡，现在
砌筑护坡挡墙后，放心多了。”

板仑乡中心小学新改造了学校
大门，师生进出方便快捷，化解了
老校门拥堵的安全管理隐患；田蓬
镇中心小学铺设了崭新的塑胶跑道
和硅PU球场，让学生们享受到标准
的球场设施。

寄宿制学校学生洗澡问题也是
家长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富宁县利
用专项资金新建厕所 31 处，新建浴
室 32 间，彻底改善寄宿制学校的卫
生和生活条件。“现在我们每天运动
过后，全身大汗淋漓，随时可以到
洗澡室冲凉啦，很开心！”谷拉乡谷
桃小学学生黄卫兴奋地说。

“我们通过修缮门窗、升级安防
等小项目解决学校大问题，用‘绣
花功夫’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富宁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李政毅表示，下
一步，该县将继续精准用好专项资
金，重点向偏远薄弱学校倾斜，把
每一分钱都花在师生最需要的地
方，让微改造带来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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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近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红旗小学学生在当地西沙河岸边清
理垃圾杂物，倡导爱护环境，共同守护家园。

通讯员 吉喆 摄
爱护环境 从我做起

宣讲员为同学们讲述科学家的故事。 曹建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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