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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家住中仓小区的张女士在辅导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学习时，发现语文
课本有了不小变化。“拼音学习变多了，难度降低了，有些课文也是原来没有的。”
不只是学习教材，新学期里，在各个中小学校园里，还“上新”了不少新鲜事儿：焕
新三科统编教材、延长至“课间15分钟”、校内不用再吃盒饭……面对新年级、新
知识、新节奏，孩子和家长反响如何？记者对此进行走访。

新学期动起来 预防肥胖和超重

新教材
三科统编教材三年覆盖所有年级

“我发现课本里有很多有趣的插图，有些字我还不认识，但是看图我就知
道是什么意思了。”东方小学一年级学生小朱拿到新教材后忍不住马上翻看
起来。历时三年多，义务教育新教材在今年新学期陆续投入使用。如何用好
新教材，成为这段时间众多老师、学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话题。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根据2022年
版课程标准修订）》，今年秋季开学起，全国小学和初中启用新修订的道德与法
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根据计划，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将在三年内覆盖所
有年级。今年秋季学期，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2025年，小学一、二、三
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使用；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部完成替换。

教材上“新”，进一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学习内容。例如：语文教材增加了红色经典篇目，新选入了《雷锋日记二
则》《井冈翠竹》等课文。语文教材增选了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篇目，如
反映黄文秀事迹的《青春之光》；反映新时代航天员、戍边英雄、科学家、教育
家、一线劳动者事迹和精神的篇目《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蛟龙”探海》等。

一位语文老师表示，从学生角度来看，教材难度降低了，但对老师教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教材内容丰富多样且注重实践与探究，教师需要花费更
多的时间来备课和准备教学资源，如何结构化设计教学，怎么让课堂学习更
贴合学生们的认知规律，都需要认真考量。不过，教师们普遍认为这是值得
的，因为这样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

多位一线教师建议家长不用对此焦虑，要更多关注“过程”，学生应保持
良好的学习态度，要认真对待每一次课堂学习，也要多读书、多写字，提高自
己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家长则应给予孩子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只有教师、学生和家长三方共同努力，才能确保新教材改
革的顺利推进和取得实效。

新作息
课间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

新学期，北京的各个中小学“课间10分钟”也优化为15分钟，目前不少学
校已开始落地施行。那么，孩子们的感受如何，学校又是如何安排好这15分
钟的呢？

北京小学通州分校南校区下课铃刚一打响，学生们就从教室里走出来。
有的在楼道里进行文娱活动，更多的是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不少学生告
诉记者，课间时间延长了，喝水、上厕所、户外活动从容了不少。

根据《优化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在校课间时间指导意见》，课间时长调
整后，小学生上午上课时间、午餐午休时间、下午放学时间总体保持不变。初
中生上午上课时间、午餐午休时间保持不变，下午放学时间由学校自行决定
是否延长5分钟。各校还应在上、下午各安排一次30分钟的大课间。学生在
校每天课间总时长小学阶段不少于90分钟、初中阶段不少于105分钟。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让更多学生走出教室，有的学校从大课间中“匀”时
间，科学设置课表、有的开辟多元活动区，还有的校区因场地有限，以不同形
式设计课间活动。一位初中学生家长表示，无论如何调整课间休息时长，归
根到底是要“解放”课间休息，不要把延长的5分钟变成拖堂的5分钟，将课间
完整归还给孩子，做到充分利用。

据了解，北京市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强化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教
育教学秩序，严禁拖堂和提前上课，不得随意缩短学生课间活动时长，不得对
学生课间活动设置不必要的约束，坚决杜绝课间禁止学生出教室的问题，确
保课间要求落实。

新午餐
学生们不再吃盒饭

“我爱吃青菜，请帮我多盛点”“米饭吃不完，不用太多”……中
午，下课铃声准时响起，中山街小学永乐店校区三年级（2）班，两名同
学穿上围裙，戴好口罩和无菌帽，化身为打饭“小帮手”。

记者了解到，新学期，全市中小学由校外供餐方式提供午餐的，
实现“桶餐到班”。“桶装餐”送进班级，在保证餐食温度的同时，也更
好地保留了菜品的味道以及营养成分，口感更佳，让学生吃得放心、
开心。“新学期，学校统一提供食品级不锈钢餐具，保证学生吃得安
心。”该学校配餐企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每次供餐前，工作人员
将餐具按班级分装，标明班级和就餐人数。食堂专门配备热风循环
消毒柜，“学生用完的餐具先用消毒液清洗一遍，再放进消毒柜二次
消毒。”

“孩子少带一个包上学，负担都减轻了。”当天到校陪餐的一位家长
高兴地表示：“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校吃饭问题了，‘桶餐到班’分餐
的做法真好。”

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市推进校园餐工作中还有另一项举措，就
是校级领导陪餐制。按照要求，新学期，每所学校应制定陪餐方案，
每餐均应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与学生共同用餐。书记、校长在校期
间无特殊情况应当陪餐。陪餐的同时，他们要对饭菜进行客观评价，
并及时解决陪餐过程中发现和学生反映的餐食质量、数量、温度、卫
生、餐饮浪费等问题。除了校领导陪餐外，部分学校还邀请学校膳食
委员会的校外成员、家长走进学校，与学生共进午餐，以此推动校园
餐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新模式
贯通培养范围进一步扩大

新学期，通州区的教育教学安排也有了新变化，发布了新一批集团化办学学
校：重点推进永乐店地区和宋庄地区集团化办学，同时，将马驹桥、西集、张家湾地
区部分完小纳入教育集团。

通州区教委将永乐店镇中心小学及下辖两所完小德仁务小学、小务小学，共
同纳入中山街小学教育集团，成为中山街小学永乐店校区。为了使邻近学校间资
源互补、有效衔接，实现组团式发展，该区成立了由永乐店中学、小务中学、柴厂屯
学校、觅子店学校、中山街小学永乐店校区共同组建的南部教育发展集群。“这是
我们引领区域教育发展的一次探索与尝试，旨在推动集群内各学校在资源共享、
师资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提升通州南部地区的整体教育
水平。”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通州区将宋庄镇中心小学下辖三所完小葛渠小学、翟里小学、师姑庄小
学分别纳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京小学通州分
校教育集团及东方小学教育集团；将马驹桥镇中心小学下辖完小西马各庄小学纳
入北京小学通州分校教育集团；将西集镇中心小学下辖完小杜柳棵小学纳入芙蓉
小学教育集团。该区还成立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通州分校教育集团，将张家湾镇中
心小学下辖完小枣林庄民族小学纳入其中。

2021年，通州区全面启动集团化办学改革，先后成立潞河中学、运河中学、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芙蓉小学等多个教育集团。通州区教委
表示，随着新一批集团化学校的设立，全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提升，教育
资源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

校
园
﹃
上
新
﹄
不
少
新
鲜
事
儿

本
报
记
者

冯
维
静

专
家
建
议

本
版
摄
影

唐
建

开学后，孩子如何适应新的生活节
奏，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部长卢
旭给出建议：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制定详尽
的计划，逐步引导孩子从假期的懒散模式
过渡到以学习为主导的生活状态。

卢旭指出，在儿童及青少年阶段，孩
子们可能会遭遇多种健康挑战，如近视、
超重、肥胖、脊柱弯曲以及心理压力等。
例如，当BMI指数达到超重或肥胖标准，
或是发现鞋底磨损程度不均，以及孩子
对上学表现出抵触、焦虑、紧张或不自信
等情绪时，都意味着孩子正面临某些健
康问题。家长们无需过分焦虑，只要遵
循以下几点，便能有效预防以上多种健
康问题。

首先，运动是预防近视、超重、肥胖的
关键，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兴趣爱
好。其次，合理的饮食习惯能够维持一天
的能量平衡，控制体重，降低超重及肥胖
的风险，并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此外，
充足的睡眠对于保持第二天的精神饱满
至关重要，同时也能有效降低近视和肥胖

的发生率。具体来说，小学生每天应保证
10小时以上的睡眠，初中生每天应保证9
小时以上的睡眠，而高中生则每天应保证
8小时以上的睡眠。

除此之外，良好的姿态和体态不仅
有助于骨骼的发育，还对预防近视、超重
及肥胖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
中，家长们应密切关注孩子的生活习惯，
如避免单肩背包，注意肩颈部、背部等部
位的持续酸痛情况，定期调整孩子的书
桌椅高度。同时，多观察孩子的脊柱形
态，及时发现并矫正不良姿态，尤其在学
龄期，这样的矫正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

最后，家长们应保持对孩子的持续
关注，帮助孩子养成健康行为习惯，提高
自我管理能力，保持良好学习状态，定期
监测孩子的视力、身高、体重等身体状
况，并时常与孩子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
心理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状况，家长们
应及时向专业医生咨询，以确保孩子的
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