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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在全国两
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高度关注
小学生“厕所社交”问题的建议》的提
案。因这份提案，“厕所社交”这个新
名词让中小学生课间不能自由活动
这个老问题再次引发热议。

所谓“厕所社交”，是说在部分学
校，孩子们在课间走不进操场，不能
在走廊停留，在教室里也只能坐在自
己的位子上，唯一的自由活动就是如
厕，因此只能借上厕所的机会和其他
人接触交流。

其实，早在2021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就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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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大课间时，学生还能有些集
体活动，而小课间时，很多学校
就变成了“静音模式”。

一份提案

“厕所社交”引热议

小凡（化名）是一名小学二年级
学生，他的课间15分钟一直非常“安
静”。他说，除去上厕所出教室，其他
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座位上坐着。偶
尔和同学有个互动，可以下座位进
行，但也要蹑手蹑脚、轻声细语，因为
教室里会有班委维持秩序，随时观察
同学们是否有喧闹行为或可能导致
危险的动作，发现“情况”就会报告给
班主任。

小凡说，自己课间最想做的就是
去厕所，走出教室可以大幅度活动一
下，与同学聊几句，那个时候觉得特
别自在放松。

小凡的妈妈对孩子说的这些很
清楚，但同样无奈。她说，每次回到
家都和孩子交流他在校一天的情况，
也会问到小课间活动，都能感觉到孩
子的无奈。她说，上课时精神高度集
中，课间活动有利于学生调节情绪、
放松身心、增强体质，还能防控近
视。许多家长都有着和她一样的想

法，担心在孩子发育阶段，这样“待”下
去不利于身心成长。

看到孩子越来越安静，她有点儿
着急，平时周末就有意带孩子多参加
户外活动，但这样也往往代替不了孩
子们在学校课间活动时的互动。

南开区天拖中央公园环境优美，
每到周末都有一大群中小学生来这
里打篮球。近日，记者在公园篮球场
随机采访了来自三所中学和三所小
学的十几名中小学生。三所小学都
不允许学生随便出教学楼，其中一所
可以在教室外楼道走廊活动，一所只
能在教室活动，还有一所小学的学生
因为所在班的同学喜欢打闹，班主任
就将全班分成几个小组，小课间除上
厕所外，只能在指定的两三个小组间
活动，不能到非指定小组。三所中学
中有两所允许学生课间自由活动，也
可以出教学楼，只有一所学校不允许
学生出教学楼，除上厕所外只能在教
室活动。

一声叹息

来自家长和孩子的“吐槽”

在一些学校课间问题难以解决
时，也有一些学校克服困难，把课间
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我们这儿，只要天气允许，学

校鼓励全校师生无论大小课间都要
走出教室活动，并且在大课间实行请
假制度，学生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大
课间活动要请假。”蓟州区尤古庄中
心小学校长杜宏伟说。

采访时，正赶上学校的小课间。
下课铃一响，记者看到学生们纷纷走
出教室，到操场选择自己喜欢的活
动，热闹的场面堪比运动会。有两个
男生在跳绳，看到他们的体育主管主
任杨杰走过来，非要她给他俩当裁
判，二人比赛跳绳。

记者拉住一名正在投篮的男生
问：“小课间可以到操场自由活动
吗？”他回答：“可以自由活动，下课后
同学们都出来，不愿意待在教室。”

杨杰表示，学校12个班，300余名
学生，与市区的小学比，学生活动的
场地要宽敞得多，这是优势。但无论
是课间活动，还是校外体育作业，不
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需要得到家
长的支持，这是工作的难点，需要脚
踏实地一步步让家长理解支持。起
初，有的家长认为体育活动与孩子升
学没有关系，过多的体育活动只会耽
误学习，对学校留给孩子的体育作业
更是不理解、不支持。学校就做工
作，告诉家长，孩子多进行体育锻炼
身体就好，能促进大脑发育，带动学
习，对健全性格也有帮助。家长们就
逐渐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了。

课间让学生自由活动，也会发生
小磕小碰，有的学生因打逗发生小矛
盾，有家长找来，一般通过班主任做
好解释就能解决。有一次，学校准备
训练学生们的上肢力量，在让他们攀

爬器械前，就提前与家长做了沟通，初次
攀爬可能会磨伤手，练过几次就没问
题。那次，真的有两名学生磨破了手，家
长因为提前知情，也就没有来找学校。

尤古庄镇中心学校校长张庆波说：
“我们鼓励学校创新组织大课间活动，教
师自发参与小课间活动，这些都极大调
动了学生的运动热情，保证了活动效
果。同时，我们严格实施体育作业制度，
将学生的户外锻炼延伸到放学后。体育
锻炼时间的增加，使学生体质增强，家长
也不再为孩子回家玩手机而发愁。学生
户外活动的增加，连带的好处也显而易
见，孩子们的精气神明显改善，‘小胖墩
儿’少了，还有就是近视率远低于全国小
学生平均水平。”

学校活动场地小怎么开展课间活
动？山倾城小学找到了解决途径。

这所学校位于蓟州城区，占地规模
小，但有32个班、1700余名学生，活动场
地比市内6区多数小学还要紧张，确实
不利于课间活动。

校长王淑学说，为了把学生活动搞
好、搞活，根据学校自身条件，除长跑、体
育课、大课间在操场进行外，小课间活动
基本以室内为主，学生除可以自由活动
外，各年级还根据各自情况编导适合的
桌操，也可以唱唱歌、做律动，总之，要让
学生动起来、高兴起来。除去上厕所和
喝水时间，课间唱歌、桌操大约10分钟。
学生通过唱歌、做操，可以调节上一节课
的疲惫，精神饱满地进入下一节课。

小课间时，记者看到，随着音乐响
起，5年级2班的学生陆续回到教室，开
始跟着音乐做桌操。记者注意到，学生
们都非常投入，第一排中间位置的男生
无论是表情还是动作都显露出很享受的
样子。他说，自己很喜欢在课间做桌操，
平时在家里学习累了也会练习，爸妈都
很支持学校的课间桌操活动。

几点建议

一些尝试

这几所学校，课间堪比运动会

“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成绩排名，蓟州区已连续六年位居
全市第一，这是我们重视学校体育
工作、重视课间活动、重视学生身
体素质锻炼的结果。”说起重视学
生课间活动，蓟州区教育局副局长
徐连旺如数家珍。

为什么蓟州区学校课间活动开
展较好？“关键是我们一直把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的提升当做一件大事来
抓。只有具备健康的身体才有可能
在未来担当大任。”徐连旺对记者说。

蓟州区教育局全面贯彻上级精
神，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学生课间到

室外活动。要求各学校结合场地条件，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
让学生动起来。以小课间为基础，延伸
到大课间、体育课、校外体育作业，积极
推行“教会、勤练、常赛”体育教学新模
式，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强力推进
“体质健康提升行动”，持续提升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创新双课间形式，丰富活
动内容，让所有的学生都参与进来。同
时，把学校课间活动延伸到家庭。高度
重视体育家庭作业，学生每天放学后，
在家玩手机、打游戏的少了，院子里、广
场上、楼前楼后，锻炼的身影比比皆是，
良好的锻炼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在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小
波看来，“厕所社交”是因为学生课
间活动受限，被迫曲线交流。破解
这个困局，除学校要主动作为外，
还需要家长转变思想观念。

课间让学生脱离老师视线自
由活动，有可能发生磕磕碰碰，一
些家长爱子心切过度焦虑，在维权
过程中不断追究老师和学校的连
带责任，甚至投诉到有关教育主管
部门。有些地方虽然有文件规定
学校要保障学生课间活动自由，但
为杜绝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将“校
园零伤害”作为考核学校的红线。

学校担心家长投诉，担心考核通不
过。为了避免类似麻烦，就采取课间
只允许学生“喝水、上厕所，不能去操
场”等限制性做法。

过犹不及，对儿童的过度保护
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孩子们被彻底
保护、享受到“绝对不受伤”的权利，
同时也将蒙受“被限制、丧失自由活
动”的损失。对儿童的过度保护，反
而导致了他们的权利受限，过度保
护也可能使他们更加脆弱。因为长
期的保护与限制可能导致其身体的
灵活性、协调性下降，反而更易出现
意外受伤。

关于在保障课间活动的同时，
学校可能产生的后顾之忧，东方律
师事务所律师陈豪表示，中小学生
在校期间发生意外，并不是所有都
由校方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九十九条、第一千二百
条、第一千二百零一条，对学生在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责任
承担问题进行了规定：

第一，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
身损害情形下，承担过错推定的责
任原则，即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不能证明自己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在能证明自己尽到相关职责
的情况下，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的，按过错责任原则，
即在学校和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据民法典规定，不满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小学
期间正是未成年人由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转变的过渡
期。也就是说，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归责原则是
不同的，教育机构承担的风险是不同
的。对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教育
机构发生伤害，一般要推定教育机构的
责任，教育机构需要找证据证明自己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才可不承担侵权责
任。对八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
成年人在教育机构发生伤害，只有受害
方找到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后者才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对于学生由第三人导致损
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
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并可
以向第三人追偿。

另外，学校针对中小学生在校的
安全保障义务，还可以通过主管部门
建立健全学生意外事故防控机制及相
关的保险制度来分散相应的法律风
险，从而打消学校的顾虑。

市教委印发新修订的《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十条措施》

告别“厕所社交”让孩子们乐享课间
■本报记者 张照东 刘峦

日前，市教委印发新修订的《提升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十条措施》（以

下简称“十举措”），要求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应保证学生每天一节体育课，还提

出除大课间外，确保小学生15分钟课

间活动时间、中学生10分钟课间活动

时间，任课教师要按时下课、不得拖堂，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要督促学生课间走

出教室、适当活动。

“十举措”旨在通过保障学生体育

活动时间，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其中对小课间活动时间的要求，可

以说直指当前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

小课间被“圈养”的社会性难题。

蓟州区教育局副局长徐连旺

把学生体质健康当大事来抓

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小波

家长也要转变思想观念

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豪

去除“承担无限责任”的顾虑

日前，新修订的《提升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十条措施》印发。为
破解学生小课间不能自由活动的困
局，相关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接二
连三。除教育部明文规定外，5年
前，我市调整小学课间休息时间，从
之前的10分钟延长为15分钟。3年
前，市教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各区
教育局、各学校要让全体学生课间
（小学阶段15分钟，中学阶段10分
钟）“站起来、走出来、动起来”。

万女士看到市教委推出“十举
措”的消息后，回家对上小学三年
级的儿子说：“今后你可以天天有
体育课，课间也可以自由活动了。”
但儿子最新反馈回来的消息是，体
育课还没开始增加，小课间也仍然
是除上厕所外不能出教室。万女
士朋友的孩子在另一所小学就读，

情况完全一样。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学生课间动不

起来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学校活动场地
小，学生到室外活动不开；二是如今的
教学场所都是楼房，即使课间休息延长
为15分钟，除去排队上厕所和上下楼，
小课间也没有太多活动时间；三是学校
担心学生在课间活动发生磕碰；四是部
分学生不愿意活动。

李国华在提案中建议教育部门切实
拿出方案，确保全国学生课间自由活动权
的落实，对长期不执行的学校明确处罚机
制，将课间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范
畴，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第一，落实政策执行，维护学生
权益。第二，细化司法规则，学校风
险可控。第三，优化校方保险，改进
赔付标准。第四，多方联动协同，促
进安全保障。

一线调查

规定落实难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