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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
午休变成订正时间

中午 !"时至 !#时，记者分别
来到本市多所小学门外，隔着铸铁
栏杆，操场一目了然，然而，阳光下，
并没有学生的身影，教学楼中也是
一片宁静。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情况

在沪上校园并不罕见。“午休的时
候，孩子一般就呆在教室。”家住长
宁区的程女士觉得，读小学三年级
的儿子也蛮可怜的，从早上 $时不
到进校门，几乎要坐到下午 %时多
放学。从孩子口中，程女士了解了学
校的一日作息———上午学生要上四
节课，吃午饭是 !!时 %&分，大约到
!"时 #'分左右，就会有任课教师
进教室来让学生订正作业，一直要
弄到下午 !时上课铃响。所以，整个
午休时间也基本上坐在原地不动。

事实上，除了午休，课间下课，
不少申城小学生也没有跑跑跳跳的
机会。有孩子告诉记者，自己的教室
在楼上，跑到楼下玩耍一上一下要
好几分钟，再加上课前准备、交作业
都需要时间，有时上一节课老师还
要拖堂几分钟。所以，除了上厕所，
他们干脆呆在教室里。有家长担心，
虽然下课和午休，孩子完成订正后，
可以看看课外书或者几人一组下棋
作为放松，但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
眼，对视力难免造成影响。

程女士说，家长会上，也有人提
出过是不是让孩子课间适当地出去
放松一下，但立即遭到班主任和不
少家长的反对，认为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正处于最顽皮的阶段，不在老
师看管的视线下就容易惹是生非，
况且，放到室外，出现伤害事故的概
率也会提高，在没有足够监管力量
的前提下，还是不出教室好。“全班
%'多人，全校 !'''多个孩子，老师
说，不可能一下课都涌到操场上去
玩的，而且更容易发生碰撞事故，还
是呆在教室里安全些，也放心些。”
对此，程女士颇感无奈。

放养
#赶$出去舒缓压力

那么，是否畅快地玩耍，一定会
带来安全隐患？小学的预习、复习、
订正等作业量，必须利用午休一个
多小时来完成？在部分学校，记者见
到了不一样的情景。
徐汇区向阳小学三年级女孩洋

洋还记得，一年级开学第一天，自己
就在操场上蹭破了膝盖。不过，这阻
拦不了洋洋和伙伴们至今仍一下课
就冲下楼，去操场玩一阵。午休时间
就更不用说，洋洋说，护导老师通常
站在操场边上看着他们玩，受点小
伤，老师鼓励他们学会自己去医务
室治疗。洋洋自豪的是，自己“跑得
快了、跳得高了，并且和同学一起编
了好多新的游戏！”而洋洋妈妈觉

得，虽然每天回家见到的是一个小
辫都松了的“疯丫头”，但孩子精神
好、不常感冒，这很重要。
上海市实验学校二年级男孩家

长陈女士觉得，孩子入学一年多来，
她最满意的“成绩单”有两份———双
眼保持在 &(" 的视力检查结果，以
及随身计步器上每天超过 !万步的
记录。在该校，记者看到，!"时多，
操场上一片孩子们的欢笑。踢球的、
玩剪刀石头布的、你追我赶的……
有孩子玩到兴起趴在地上，也并没
有老师劝阻。“我们要求老师，下课、
午休，要把孩子‘赶’到户外去。”校
长徐红介绍，该校小学部开设了午
间“阳光俱乐部”，孩子们可以选择自
己玩或者跟着体育老师一起游戏，
教学楼也以科技、音乐、探究等为主
题设计了各楼层走廊，满足学生的
好奇心。“今年新生入学体验，已经
有 #')的孩子视力不达标，所以更
要把孩子‘赶’出教室。”徐红说。
徐红认为，对于孩子们成长来

说，打开“心界”和“眼界”尤为重要。
徐红坦言，作为本市唯一将基础教
育阶段学时从 !"年压缩至 !'年的
学校，上海市实验学校学生的学习
压力并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就
更有职责让孩子带着对学习的兴
趣、对校园生活的喜爱，愿意去承担
适度的压力。下课和午休时间的调
节，显得尤为重要。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王蔚

实习生 郜 阳

跑跑跳跳可能发生意外!就拦住小学生走向操场的步伐"

倡导放养，打开孩子心界与眼界

! ! ! !优美动听的下课音乐声和操
场上空空荡荡了无生气的情形，
形成了鲜明对比。此事不仅在上
海，就是放眼全国也已经是普遍
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咨询师陈默说，科研人员曾经做过
一个实验，把一群刚出生的猴子整
天关在笼子里，而另一群猴子一出
生就散养在假山里，结果，一年后
把笼子里的猴子放出来，面对大自
然它们一个个神情恍惚，病态显露
无遗。这个实验提示我们，对待正
在长身体、长心智的小学生，尤其
要“散养”，让他们在自由游戏时学
会掌握与人交往的分寸，而不能把
他们从早到晚圈在课桌前，要让他

们有时间走出教室，独自玩耍，独
自交往，而不是一直生活在老师的
眼皮底下。
课间的户外活动，是放松身心

的好办法，既能改善大脑供血状
况，又能缓解视疲劳，对肌肉骨骼
也有好处，还能使得下一节课能更
好地集中注意力。或许我们不该苛
责学校的保守管理，毕竟是为了孩
子的安全。但如此“圈养”，却是以
孩子真正的健康成长为代价。安全
也不应该成为因噎废食的借口，提
高管理水平、完善防护举措、提高
法律意识，才是让操场和孩子都不
再孤单的治本之策。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实习生 郜 阳

! ! ! !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并不是靠“关”能“关”出
来的，相反，应该给他们机会，在
环境中成长。在上实的课表中，从
一年级开始就有一定比例的“外
出考察课程”，虽然学校承担安全
风险，但去博物馆、科技馆等“走
出去”的机会对学生来说受益匪
浅。上周，该校艺术节在暮色中开
幕，孩子们自由围坐在校园水景
旁，做观众，也当演员，没有推搡、
也没有吵嚷。
“有些学校、有些老师，之所以

要把学生整天圈在教室里，说到底
还是怕学生出事故，根源就在于对
于校园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出现
了异化。”新黄浦实验学校校长王
洪伟认为，让孩子走出教室、走向
操场，学校也期待一个宽松的舆论
环境。例如，浦东某小学租用的大
巴一翻，舆论马上就说，“喏，某某
学校秋游出事情了”，这样口口相
传，事情还没调查清楚，责任还没
区分，就先把板子打到了学校身
上。王洪伟已经搜集了一堆案例，
并正在就相关的学校、家庭如何
维权问题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
所谓的“社会公平原则”以及所谓
的“强势方与弱势方”的区分被当
下的许多司法实践引入到了对校
园伤害事故的判例中，即不管学
校和教师有没有过错，只要是在校
园里摔伤、碰伤，哪怕是因一个小
小的事故牵连引起的其他身体机
能损伤，都会要求学校承担全部责
任。这样的裁决看似“公平”，看似
维护了受伤害学生的利益，其实，
造成的很大负面影响是会使得其
他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受到损害，
因为，大家都被“圈养”住了，失去
了活动的空间，也让爱玩好动的天

性逐渐泯灭了，这对青少年的成长
肯定是不利的。

学校的安全风险有没有办法
规避？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益与
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计时俊已经为黄浦区内多所中小
学担任了 !"年法律顾问，从原先
的一年多起安全事故纠纷到如今
几乎各校“零纠纷”，变化源自于家
长和学校双方法律意识的增强。计
时俊告诉记者，每年新生入学，他
会开设两场安全事故预防处理讲
座，一场面向家长，一场面向老师。
一方面提醒家长，不能讳疾忌医，
孩子如果有先天疾病或身体不适，
要及时告知老师，避免运动伤害；
一方面告诉双方，学校的责任和义
务究竟有哪些，过度维权其实无济
于事。根据《上海市学生伤害事故
处理条例》，学校对学生担负的是
“管理责任”，而非“监护责任”，所
谓管理责任包括设施设备维护、维
持秩序、安全提示、发生意外后及
时救助等方面，举例而言，课间，学
生奔跑摔倒，家长无权苛责老师没
有“看住孩子”，只要老师及时救治
或送医，就已经履行了职责。
计时俊欣慰地看到，撑起法律

保护伞，学校不再谨小慎微，家长
也不盲目维权，家校间建立了良好
的沟通机制。一些学校虽然空间非
常狭小，但宁可在角角落落包上防
撞角、裹上海绵条，也鼓励孩子动
起来。他也建议，如今，本市中小学
已经普及了家委会制度，家长也完
全可以通过家委会表达自己的诉
求，类似“午休时间，是否应该让孩
子出去玩”的话题，也可由家委会
讨论通过。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实习生 郜 阳

民生分析秋意正浓，趁着午休去临近的公园绿地走走逛逛、
放松身心，是申城很多上班族的选择。但是，记者近日在
经过一些小学时却发现，操场上并没有嬉笑打闹的学
生，校园里也罕见学生闲庭信步。午休的校园，为何静悄
悄？是什么原因，阻拦了孩子走向操场的步伐？

课间走出教室可放松身心

保证安全，怎能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