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金评

2021年4月16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严勇杰 审读：邱立波
金评教育 现代金报 A02ducationEE

“老师只允许我们喝水和上厕所，不让我们下
楼，课间只能在教室跟前后桌同学聊聊天”“学生
课间活动的最大半径：教室外的过道”“比体育老
师更卑微的，是没有课间10分钟的孩子”……不
知何时，课间跳绳、跳房子、踢毽子、打弹珠等儿童
游戏在校园内消失了，除了体育课，操场上看不到
学生跑跳的身影，不少学校课间10分钟鸦雀无
声。 （4月13日《半月谈》）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课间十分钟是中小学
生学习之余的放松时间，在课间适当活动不仅有
助于调整状态提高效率，更有利于他们身心发育
和创造力发展。但现实中，课间圈养的情况在全国
各地中小学校普遍存在，小学则尤为突出，有家长
反映一次趁课间给孩子送东西，发现整个学校都
安静得很，以为来错了时间。

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课间为啥不能下楼“撒个
欢”？把课间 10 分钟还给孩子早已成为共识，何以
在有些地方难以落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静的课间十分钟”
现象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客观条件而言，以前学校大多是平房，课间
到操场上撒欢很容易，但是现在全是楼房，三楼以
上的孩子刚下来恐怕就得考虑上去了。

当然，问题关键是学校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变
化。一方面，不少学校以强调纪律为名，认为安静
才是有纪律的体现，想方设法让好动的小学生安
静下来，美其名曰“文明休息”。加之现行的评价体
系把教学成绩当作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成
绩好是王道，把课间十分钟用来提升成绩效果还
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学校的安全责任更是压力山大。以
前学生在学校发生磕碰，家长通常会直接带孩子
去医院，不至于把责任都推到学校身上，学校自然
敢让学生课间尽情玩耍。随着孩子越来越“金贵”，
只要有点小问题家长就要找学校。就算学校没有
任何过错，为了息事宁人，也常常要给予一定赔
偿。为了避免动辄得咎，一些学校只好无奈地做出

“不准在室内大声说话或谈笑、不准出教学楼、不
准在室外高声说话和嬉戏打闹”之类的“约法三
章”。不让学生出去打闹，固然避免了学生受伤家
长闹事的问题，却只能委屈被“圈养”的孩子们了。

所以，要想让孩子在课间十分钟里尽情玩
耍，必须切实解决学校的后顾之忧。

令人欣喜的是，北京、上海、湖北等多地
已经出台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
从法律层面对事故各方责任进行了严格界
定，为校方管理松了绑。在此基础上，相关部
门还应该考虑成立专门机构规范处理校园意
外应急事件，避免学校与学生家长直接面对，
让校方安心开展课间活动。

此外，还有必要建立起赔偿责任机制以应
对学生意外事故 。在这方面，几年前上海的探
索或许颇具借鉴意义。为破解“家长怕受伤、学
校怕担责”这一全国中小学校的共性难题，上海

在全国试点推出专门针对校园体育运动意外伤害
设计的校园基金，以进一步健全体育运动伤害保
障机制，鼓励和动员广大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体
育运动。而且，基金保障范围较之以往学校单方面
以校方名义投保的学校责任险有着本质上的区
别。后者以校方“有责任”为赔付基础，而基金则以
意外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为依据，不涉及学校及
学生的责任认定。也就是说，学生在一起校园运动
伤害事故中受伤，无论学校是否对此事承担责任，
基金都会予以赔付。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孩子要有智商、情商，也
需要适度释放天性、野性，让孩子们在课间10分钟

“嗨”起来，刻不容缓。 胡欣红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4月12日至13日在京召
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强调要稳步发
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
业，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本报今日A03版）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行各业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故发展职业本科
教育成了时代课题和历史使命。

年初，教育部颁布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
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专业设置条件、要求、程序等做了具体规定。它标
志着职业本科教育终于从研究转向了全面实践。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吹响
了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号角。不久的将来，我国
职业教育体系将由三级学制构成，即职业中等教
育、职业专科教育和职业本科教育。

怎么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试行办法只是做出
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实施办法还有待试点地区
制定，在实践中完善提高。试点时应注意把握三
个关键节点：

一是加强职教高考制度建设。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建设“职
教高考”制度，首先要宣传造势，扩大影响，增强
职教高考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通过扩大职教
高考学生升学志愿选择的自由度，来吸引广大考
生把职教高考作为其升入高等学校的重要途径。
其次是增强职教高考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吸引力。
即要使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的学院乐意通过
职教高考来选拔中职生。

二是课程设置灵活变通，紧跟社会和产业需
求。习总书记在批示中强调，要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
制、保障机制改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把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组成一个
完整的教育链条，贯通衔接起来，使学生能在这
个体系中累积性地学习成才。以台湾为例，虽然
三个层次（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本科院校）
的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的目标不同，专业设置和
学制也不同，但都属于职业教育体系，学历层次
覆盖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各个阶段，形成了
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已有经验表明，贯通培养
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现已成为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趋势。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发展职业本
科教育是时代的需要，时不我待，各级党委政府
要认真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加大政策
和财政支持，把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列
入议事日程，确定试点，制定目
标、课程和评价标准，尽快把职
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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