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老师发的通知你们看到没？课间延长到15分钟啦！”“真是太好了，以
前10分钟太紧张，都不够休息。”走进呼和浩特市第七中学，校园内随处可听到同
学们对课间休息时间延长的讨论，学生们的言语间满是激动和喜悦。

日前，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下发《关于鼓励全市普通中小学校推行课间15分钟
的通知》，决定在全市普通中小学校推广并鼓励实施15分钟课间时长，各学校上
午到校、下午放学和午休午餐时间保持不变。呼和浩特市第七中学成为先行试点
学校之一，于11月18日正式推行课间15分钟。经过细致规划和合理安排，该校
上下午各有一个课间由原来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让学生们有更充足的时间
进行休息或从事课外活动。

上午9∶00，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从教室里蜂拥而出，打篮球、踢足球、跳
绳……校园里一片欢声笑语。正在踢足球的曹博杰是初三三班的一名学生，他告
诉记者：“以前课间10分钟踢一会儿足球后别的什么也干不了，现在延长到15分
钟，玩一会儿，还有时间回教室休息，准备下一节课需要的东西。”高二一班的赵航
也表示：“高中课业负担比较重，课间延长后能有更充裕的时间休息，课间活动时
也会从容一些，没那么紧凑。”

对于课间延长至15分钟，高一一班班主任王倩也给予了肯定，并从班级管理
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入冬季，学生们都不怎么爱运动了，课间延长至15分
钟，给了学生们更充足的时间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和提高学习效率。课间延长
后在班级管理方面，我认为没有太大影响，因为通常在课前2至3分钟时，我会告
知学生们做好课前准备。”

课间延长了5分钟，那么这个“5分钟”从何而来？是否会挤压学生正常上课
时间？学校该如何帮助学生安全、高效利用这5分钟？面对种种疑问，呼和浩特
市第七中学政教处主任王东进行了解答：“我们在制定作息表时，就秉持着不延迟
放学时间的原则。上午，我们通过合理规划班级出操顺序、提高集合和解散速度
的方式，适当压缩了早晨跑操的时间，在保证原有运动量的同时将节省出来的时
间分摊到9点的课间，下午则是压缩了课前准备时间。从长远来看，课间延长对
学生很有益处，课外活动量增加可以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于初中生而言对中考
体测有一定帮助，对高中生来说也是一种减负，是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下
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硬件设施，分班级、分时间段开放体育馆、充实阅览室等，
为学生自主活动提供更完备的条件。”

呼和浩特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学语文教研员贾娜接受记者采访时，从教
研、课外活动内容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课间延长至15
分钟，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教师教学质量提高都有很大帮助。同学们不仅能
得到更好的休息，而且在缓解压力、提升专注力和学习效率的同时对他们的视力
和脊柱也有好处。此外，课间延长后，老师们可根据课堂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有更充足的时间来批改作业和准备随堂测试等，便于及时了解学情。课间延长
后，学校可以在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对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维护、配备专业教师进
行指导等方面发力，保障学生的安全。在课外活动内容上，学校在丰富活动内容、
加强正向引导的同时，也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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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跳绳，活力满满

阅读区域学习氛围浓厚

篮球场上显身手

精彩课间，“棋”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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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各高
校实施“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
进和服务体系建设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
质量充分就业。《通知》明确提出，提升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保障水平，严格落实校园招聘“三严禁”
要求，积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教育部提出校园招聘的“三严禁”要求（严禁
发布含有限定 985 高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
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
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
诈等非法就业信息），旨在为广大高校毕业生营造
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这一举措不仅是对
当前就业市场中存在的不良风气的有力回击，也
是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体现了国家
层面对于青年人才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三严禁”直击就业市场中的痛点，彰显了教
育部门在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责任感与担
当。首先，禁止发布限定985、211等高校字样的招
聘信息，是对学历歧视的有力遏制。在过往的招
聘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过分看重毕业生的学校
背景，甚至将非985、211高校毕业生拒之门外。这
种做法无疑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平等。毕业学校
固然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标志，但绝
非评价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唯一标准。教育部严
禁校招“唯名校”，有助于引导用人单位更加关注
毕业生的实际能力与潜力，而非单纯以毕业学校
论英雄。

其次，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歧视性条款，
是对平等就业原则的坚守。在现代社会，每个人
都应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性别、户籍等因素不应
成为阻碍人才流动的障碍。教育部的上述规定，
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
的维护。这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形式的
就业歧视都是不被容忍的。

再次，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
是净化就业市场、保护毕业生权益的必要之举。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毕业生
求职心切的心理，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诈骗活
动。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毕业生的切身利益，也
扰乱了正常的就业秩序。有关部门应加大校园招
聘审核力度，及时清除虚假信息，为毕业生筑起一
道安全防线。

严格落实“三严禁”要求，需要各地各高校以
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高校应加强对毕业生的
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高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同
时，用人单位也应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摒弃不合理的招聘标准，真正做到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加强监管，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为毕业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氛围。

“三严禁”要求的提出与实施，是教育部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
的一大亮点。该要求不仅有助于消除就业歧视、净化就业环境，更有助于为
广大毕业生提供实现自我价值、贡献社会的坚实平台。期待在这一政策的
引领下，未来的就业市场更加规范、公平，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更加广阔，更多
优秀的青年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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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回民区以预防和发展为
先，坚持家校社协同共建，持续推进“从
心出发，守望幸福”学生心理工作品牌
项目，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
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

宣泄室、沙盘室、谈心桌……走进
回民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师生心理工作
室，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能够让学生倾吐
心声、释放压力的空间。工作室内，心
理老师正带领 6名学生在沙盘中进行
创作，学生们在沙具柜上自由挑选玩
具，在盛有细沙的特制箱子里摆放自己
喜欢的场景，不需要借助语言和文字，
就能直接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某种意象，
这项活动不仅能帮助孩子更清晰地了
解自己内在的心理，还可以释放不良情
绪，解决心理问题。

“师生心理工作室作为回民区各中
小学心理工作的重要补充，今年以来，
辅导来访学生13人、累计25次64小时，
为学困生、言行异常生等特殊群体学生

和家长提供了及时的支持与帮助。”师
生心理工作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回民区各中小学均设有心理舒缓室，回
民区教育局为学校配备了河内塔、棒框
仪、动作稳定测试仪、3D电子沙盘投射
系统、实物沙盘、体感运动宣泄系统等
各类心理仪器、材料及测评系统。完善
的硬件基础为学生心理测评、团体辅
导、一对一交流提供了有力支持。

截至目前，回民区共有中小学专兼
职心理教师共348人，较2022年增加了
217人，同时各校将班主任队伍纳入到
心理工作的整体规划中，充分发挥班主
任、任课教师在学生心理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

“老师，我们组的蚕蛾产卵了，又要
有新的蚕宝宝诞生了。”在回民区南马
路小学主校区，有这样一项“爱的生态
学”心理健康校本课程，以学生观察蚕
宝宝生长变化过程为途径，体会蚕的生
命蜕变，不仅培养了学生们动手实践的
能力，探索了大自然的奥秘，提升了学

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同时还让学生们见
证蚕的生长、发育、繁殖生命历程，了解
蚕的生命周期，认识生命的神奇与伟
大。

“回民区一直重视学校心理健康课
开设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各校各学段
两周开设一次心理课，并通过自我认
知、同伴交往、学习方法、情绪调节等系
列主题教研提升教学质量。”回民区教
育教学研究中学心理教研员杨莎告诉
记者。

近年来，回民区结合学生年龄和身
心发展特点，每学年组织各校学生分年
龄、分阶段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课，
着力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同
时，回民区充分利用公众号平台，精心
策划并分期推出了寒暑假期心理系列
微讲座，讲座内容涵盖情绪管理、压力
应对、亲子沟通等多个方面，旨在帮助
学生和家长在假期中更好地调整心态，
以更积极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近年来，回民区每年组织各校开

展各学段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
依托“心灵伙伴”心理测评平台、班
主任访谈、团体心理辅导等方式对
学生心理状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指导学校科学运用学生心理健康测
评结果，推动建立“一生一策”的心
理成长档案以健全筛查预警机制，
及早实施精准干预。各校各班建立
学生心理状况调查统计表，由班主
任依据对学生的了解观察及针对性
的访谈，对需要心理干预的重点学
生进行统计，形成“一班一表”。将
学生心理测评数据与一班一表数据
进行核对整理，及时发现重点关注
对象。

此外，回民区还充分挖掘区内三
甲医院人才资源，召集 12 名专家、心
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
组建区内危机干预小组，有效提升
危机事件紧急干预能力。建立未成
年人心理问题咨询和心理危机处置
闭环机制，畅通绿色通道，为辖区未
成年人提供热线咨询、心理保健、治
疗康复等服务，打通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服务全链条。

回民区：聚力守护青少年“心”世界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夯实基础 打开学生的“心门”

课程全覆盖 闯出一条“心”路

多方联动 架起一座“心桥”

近日，回民区钢铁路街道咱家社区公益系列小课堂中的英语口语小课堂正式
开课。小课堂英语老师由有留学经历的社区干部担任，每周六为辖区小朋友提供
学习英语的平台。课堂上，授课老师通过互动游戏、情景模拟等多种形式，带动小
朋友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英语口语练习，极大地调动了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 ■本报记者 祁晓燕 摄

趣味英语进社区

图 说 新 闻

近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举办第二届“纸箱促环保 旧物焕新生”活动。活动现
场，志愿者耐心细致地向同学们讲解纸箱回收的重要性和操作流程，使同学们更
加深刻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摄

回收纸箱 助力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