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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孩子“课间10分钟”
为何知易行难

这几天，笔者在食堂午餐时
看到央视连着几天在报道“课间
10分钟”的新闻，可见这一话题
的热度。新闻是由部分地方中小
学生“课间被约束”的问题引起
的。如何将“课间10分钟”还给孩
子？记者近期采访调查发现，宁波
许多学校正通过各种方式，让学
生在“课间10分钟”走出教室，在
阳光下尽情运动、嬉戏。

（11月15日《宁波日报》）

为什么要将“课间 10 分钟”
还给孩子？道理谁都懂，问老师，
问家长，都能说出一大堆道理，且
没人表示反对。

但实际情形，却不是这么回
事。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还孩子

“课间 10 分钟”的重要性，做起
来却这么难？显性原因来自学
校和老师，担心学生在课间 10
分钟出现安全事故，一些学校
会在校纪校规中规定，“课间 10
分钟”不准在走廊教室嬉戏打
闹，如有发现扣分处理；隐性的
原因来自家长，一旦自家孩子
在 课 间 与 同 学 因 嬉 戏 打 闹 受
伤，会找老师和学校讨说法，甚
至对簿公堂。

我的一位校长朋友曾亲口对
我说，有天，一位三年级学生在课
间 10 分钟嬉戏时不慎打破了另
一位同学的嘴唇，家长不依不饶，
闹到法庭，她这个校长成了被告，
几次三番出庭，牵扯了大量精力，
不胜其烦。

现在，家长的维权意识特别
强，孩子在校不出事还好，一旦出
事，班主任和校长就要做好“吃不
了兜着走”的心理准备。故此，很
多学校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原则，干脆将扣分办法用到“课间
10分钟”，属乃无奈之举。

这终归不是办法。“课间被约
束”既违背教育规律，又不利于青
少年健康成长，必须纠正。与其消
极“约束”，不如积极应对。对此，
宁波已经找到了应对之道：首先
是各区（县、市）教育部门统一思
想，严格落实教育部有关规定，坚
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把
学生圈养起来；其次是指导学校
科学实施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
加强室外场所设施排查和人员值
守；再就是加强学生安全常识教
育，把安全事故风险降到最低程
度；最后要求学校加强与家长的
协作，争取家长的理解和社会的
支持，切实把“课间10分钟”还给
中小学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
全面发展。 王学进

近日，知名打假人王海发帖
称，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克
扣学生实习报酬，部分校领导从
中牟取巨额收入；一个涉及金额
数千万元的账本中，记录了人力
资源机构转账给学校多名领导的
明细和分配比例。相关部门已经
介入调查此事。

（11月14日光明网）

在公开的账本中，一张上面
写着“总价 19.5 元/小时，学生 15
元/小时，学校4元/小时，本人0.5
元/小时”，费用合计114206元，其
中记账人所得14274元。按照这一
分配比例，学生劳动报酬的 23%
都要被学校和老师拿走。这起举
报是由于“前夫反腐”才得以暴
露，如果不是这样，这一事件能否
顺利曝光还犹未可知，读来令人
唏嘘。

更令人气愤的是，面对这样
的问题，当事学校相关人员以一
句“当事人已离职”轻飘飘带过，
俨然没有认识到此事的危害性。

众所周知，职业学校禁止克
扣学生实习报酬，国家是有明
确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道理
很简单，职业学校说到底是教
学机构，不是包工头，也不是人
力中介，不能把学生实习做成
生意。而职校组织介绍和输送
学生进工厂实习，说到底是一
种特殊教学行为，如果职校收取

或者克扣学生实习报酬，则涉嫌
乱收费。职校把实习当生意，很
难保障实习不变质为廉价劳动
力，进而也就很难坚持把学生利
益放在首位。

近些年来通过各方努力，我
们的职业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进
步，补短板成效显著。但客观而
言，这离国家的规划和社会的期
待还是有一定距离。这其中，原因
众多，但把职校实习搞成给学校

和教师“创收”，让职校声誉一再
受损，无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重
要原因。

欲强人者必先自强，欲信人
者必先自信。此事警示我们，作为
职校，必须把职校当“包工头”现
象切实提升到损害职业教育健康
发展的高度予以抵制，教育行政
能部门，也必须把这一现象放在
同样的高度严肃看待和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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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不是“包工头”

留住想象能力 造就拔尖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是近年来的

高频词。11月12日，7位来自长三
角区域的中小学名校长、名师，以
及教育专家和学者，汇聚“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主题论坛——

“2023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
周基础教育领域论坛暨名师面对
面论坛”，畅所欲言。宁波艺术实
验学校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陈伟
忠认为，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
基，义务教育阶段需要呵护好孩
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1月14日《现代金报》）

我们知道，任何拔尖和创新
都是一种破旧立新，它是对权威
观点、传统秩序的挑战，甚至是一
种人无我有、充满癫狂的大胆想
象。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就要
充分挖掘其背后坚韧而汹涌的想
象力。

但是，思维有一个重要特点。
当人们在惯性区域停留时间过
长，就会生出得过且过、不愿超越
和突破的惰性因子，让“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创造性思维胎死
腹中 ，无法达成拓展性思维。所
以，只有允许孩子大胆想象，且想
象的力量比较强大，比较威猛，突
破惯性思维的束缚才有望看到创
新的生机和可能性。

历数人类科技发展史，那些
让人惊叹的发明创造，多奠基于
看似荒诞的想象中，法拉第创造
电，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在当时的
人看来，都非常荒诞。但就是在这
种逼仄的环境中，这些发明者始
终高扬想象力，甚至将敢于想象
拓展到无限自信的程度，最终让
想象变成了现实，有力推动了科
技和人类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想象
的民族，《西游记》里的“顺风耳”
和“千里眼”，就是一证明。可是，
在标准化答案一统江湖的教育
背景下，那些所谓的富有新意的
创造性萌芽和答案，因为不符合
标准答案，在重大考评考核中往
往会受到冷落。那些善于想象、
思维敏捷的孩子，也会被学校和
家长评价判定为“过于活跃”。在
现实社会，那些锋芒毕露、善于
想象的人，也往往会被判定为

“人格不成熟”等。总之，我们口
头上说，对想象力发展无比重视
和期待，可是落实到现实，却总
是知行不能合一，言行总是脱
节。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尴尬
态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
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造就

拔尖创新人才？如何留住孩子们
的想象力？我们不妨从以下方面，
着手改进。

其一，不要拘囿于标准化答
案，给另类思维和想象力思维留
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多元评价
改革已成为重要教育发展趋势
的当下，教育评价要及早将想象
力评价、个性思维评价，纳入教
育评价体系，让敢于想象的孩
子，思维活跃的孩子，也能得到
制度赏识、充分的发展空间、未
来深造机会，为想象力发展奠定
必要的制度根基，激励学生发展
想象力。

其二，要将想象力发展纳入
教育课程设置和教育培养目标。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创新型人
才，因此对想象力的发展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只能扩大，不能缩
小。教师的教育引导和作业设置，
不能一味将识记和背诵当作唯一
重要的教育教学目标，也应该将
敢于想象、思维活跃，纳入重要的
教育目标，引导和培养孩子敢于
想象的思维和人格。当想象力评
价真正成为了教育评价的重要标
准，当敢于想象的个性人才、冒尖
者、怪诞者，真正得到了赏识，拔
尖创新人才才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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