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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记

近日，无锡市钱桥中心幼儿
园精心筹备的“花开有时，衔接有
度”幼小衔接专题家长会圆满落
幕。身为这场活动的组织者之
一，我的内心装着沉甸甸的责任，
同时也被热烈的期待填满。为了
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幼小衔接理
念，帮孩子们稳稳做好入学准备，
实现家园同心共育，我们全力以
赴筹备此次家长会。

活动当天，家长们怀揣着对
孩子深沉的爱与殷切的期望，从
繁忙事务中抽身，奔赴这场关乎
孩子成长的重要之约。引领家长
们走进班级时，我留意到他们在
那独具匠心、互动性满满的签到
牌前停下脚步，目光轻柔地扫过
上面记录的孩子们的成长点滴。
那一刻，我深深明白，每一位家长
都将孩子的成长视作心头最重要
的事。

为了让家长们深刻理解我们
的教育理念，我们别出心裁地设
计了一系列趣味盎然的互动游
戏。游戏进行时，我看到家长的
脸庞绽放出灿烂笑容，这些看似
简单的游戏，不仅为家长带来了
无尽欢乐，更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开启了他们理解游戏背后教育意
义的大门，同时也悄然拉近了家
长与教师、家长与家长之间的距
离。我们借助一张张精心挑选的
图片、一段段精心剪辑的视频短
片，将孩子们在幼儿园丰富多彩
的一日生活、充满创意的班本课
程、意义非凡的主题探究等活动
瞬间，鲜活地呈现在家长眼前。
看着家长全神贯注的样子，我笃
定，他们已然对孩子们在园的生
活有了极为直观、深入的认识。
在交流过程中，我强调培养中班
幼儿自主性、合作能力和任务意
识。

会议结束后，家长们热情高
涨，积极主动地与我们沟通，渴
望进一步知晓孩子在园的具体
表现。他们真诚地分享参加本
次家长会的深刻感想，毫不吝啬
地表达对幼儿园工作的充分信
任与大力支持。聆听着家长们
情真意切的话语，我的内心被深
深触动。

教育，无疑是一场美妙的邂
逅，家庭与幼儿园的强大合力，正
是从共育这一刻开始凝聚。幼小
衔接绝非盲目抢跑，而是一段需
要精心筹备、饱含爱意陪伴的温
馨旅程。我们满心期待家园双方
携手并肩，形成坚不可摧的合力，
平缓幼小衔接的坡度，增添更多
温暖的人文关怀，让我们齐心协
力，衔接有度，共同见证孩子们如
花朵般绚烂绽放。

（项莲莲）

花开有时
衔接有度

上午9时55分，新开河小学的
大课间开始了。广播操和学校创
编的体能操轮番上阵后，各班分区
展开垫球、武术等活动，学生“轧闹
猛”，校园异常热闹。

远眺、玩游戏、做课前准备等，
都是课间的正确打开方式。为了
让学生休息好、玩尽兴，锡城学校
各显神通。新开河小学把游戏活
动空间分为24块“自留地”和6块

“责任田”，打破班级界限，扩大学
生的活动空间和交友圈。“自留地”
是设在每个教室门口的跳房子、萝

卜蹲等游戏。设在公共区域的无
人机飞行、情绪表白墙等属于“责
任田”，由科学、心理等学科老师负
责。东 实验学校开出一份包括
室内、室外数十种游戏的“菜单”任
学生挑选；锡梅实验小学将民族游
戏融入课间；连元街小学蘅芳分校
通过智能互动屏、运动数据采集和
AR体感游戏，吸引学生走出教室
……

“课间多了5分钟，我上完厕
所后还有时间和同学们玩萝卜蹲
游戏。”新开河小学学生王忆涵

说。“新学期的课间变好玩了，我
都玩出汗了！”“课间休息好了，我
感觉上课时更专注了。”随机采访
中，学生抢着讲述新变化带来的
感受。

去年9月在省内率先推行中
小学“课间15分钟”和每天一节体
育课的新吴区，通过数据展现实实
在在的变化：2024年无锡市学生
体质健康抽测复核结果显示，新吴
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率、
优良率同比分别上升了6%、22%，
合格率达100%。

“2·15专项行动”激活校园活力圈
把课间还给孩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新学期开学初，市
教育局发布实施“2·15
专项行动”的通知，全市
义务教育学校的作息
“上新”。这项以“每天
一节体育课，两次大课
间、课间15分钟”为核
心的新政策，保障学生
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
不低于2小时，并设了一
个月调整缓冲期。记者
日前蹲点多所学校，直
观感受新政策落地初期
锡城校园的变化以及需
要直面的考验。

“2·15专项行动”意在全面提
升学生素质，进而推动教育生态整
体变革。社会各界在叫好的同时
又心存“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学生
安全能否保障”等担忧。“老师占用
体育课、拖堂等行为监管有难度。”
有家长担心。也有老师反映，学生
在活动中一旦出安全事故，如果责
任划分不清，就不太敢“冒险”。

安全是开展活动的前提。尚
贤教育集团把课间活动设计和规
则制定交给学生。“这么做不仅能
提升活动的‘含金量’，还能帮助学
生树立规则意识，促进课间活动有
序开展。”该集团负责人说。有不

少学校专门设置文明安全监督员、
课间巡视“小黄帽”等岗位，由师生
做好课间活动的安全引导和监
督。华庄中心小学为31位执勤老
师定制“文明课间 安全守护”字样
的红马甲，制定了详细的课间执勤
制度和安全应急预案，确保课间活
动安全有序。

市教育局相关人士介绍，为确
保专项行动落实到位，我市要求学
校将课间活动管理纳入考核评价，
制定课间活动巡查处置办法，建立
学生课间时间调整的检查反馈机
制，形成工作闭环。教育行政部门
将课间活动纳入责任督学督导范

围，整改不到位、情节严重的进行
约谈和通报。“政策实行还在初期，
后续我们还将持续优化监督、评价
体系。”该人士说。

多名学生家长以及教育工作
者受访时提出，要让“小改革”发挥
大作用，贵在坚持，还要加强配套
保障机制，更需要提升人们的公共
意识。“学校要规范办学，安全责任
边界要明确，社会舆论要多一些理
解和包容。当社会各界不再担忧
开展活动耽误‘学习’，真正做到无
错者免责，学校才敢放手，孩子们
才能肆意‘撒欢’。”一名教育工作
者说。 （陈春贤/文、摄）

多出来的时间从哪里来，会耽
误孩子吃饭吗？场地怎么安排？
师资怎么保障？新政策落地，教育
工作者在多重问题中寻求突围之
道。

各学校如拼积木一样重组时
间，优化调整出“加长版课间”，尽
量不耽误学生吃饭、午休。江阴市
北漍中心小学副校长勇晓鸣拿出
作息表解释，学校每天设5个课
间，增加的下午大课间来自学校原
本第六节课后的活动课，增加的课
间5分钟从学生整理物品的时间
里挤出来。采访发现，我市初中因
调整每节课时长，可保障学生活动

时长不影响吃饭、午休。
学校场地“捉襟见肘”如何解

决？课间，湖滨中学初中部的“金
边银角”都是跳绳、对墙垫球或者
远眺的学生。“空间不足我们就用
创意补。在每个楼层设‘远眺打卡
点’，创新大课间活动，都是学校本
学期开展‘守护明眸·减少小眼镜’
活动中的内容。我们计划通过环
境改造、课堂教育、健康干预等多
维度措施，降低学生近视新发率。”
湖滨中学负责人说。梁溪区相关
学校则通过拉长排课时长，用足各
类场馆，开发适合小场地的活动
等，弥补空间不足的问题。

体育课“天天见”后，专职体育
教师存在缺口成为共性问题。

“好！注意脚下！”融成实验中
学的绿茵场上，音乐教师、曾受过
专业足球训练的朱沛“跨界”指导
学生踢球，游刃有余。该校还挖掘
有体育专业背景的家长资源，构建

“非传统体育人才资源库”，为学生
提供综合活动指导。而梁溪区通
过培训其他学科教师，撰写体育课
堂教学指南等办法，确保每天一节
体育课开齐开足。“后续我们会把
体育综合活动师资培训作为专门
课题来研究。”该区体卫艺科工作
人员蒋晓来说。

课间活动更“尽兴”

“螺蛳壳里做道场”

“小改革”发挥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