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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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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社交”破题之道在课间
委员呼吁：不能让童年回忆停留在厕所

育有一儿一女的高女士告
诉记者，自己的两个孩子不约而
同和她分享过校园轶事，其中就
谈到了“厕所社交”现象。高女
士从孩子的口中得知，有的男同
学知道女老师不敢进男厕所，就
喜欢蹲在厕所里玩。还有的学
生在教室里不敢吃零食，就结伴
在厕所里分享。

另一位家长熊女士也向记
者谈到了她女儿在小学时的一
段相似经历。她透露自己的女
儿小学时就爱在厕所与小伙伴

分享糖果和点心。熊女士在得
知这一情况后，担忧地表示：

“厕所环境毕竟较差，即便要
分享食物，也应该选择一个更
合适的地方。”她认为这种“厕
所社交”不仅存在卫生隐患，
还可能因食物安全问题引发纠
纷。

幸运的是，熊女士的女儿升
入初中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改
善。孩子所在的班级教室位于
三楼，同楼层设有宽敞的室内篮
球场和羽毛球场。课间时分，女

儿和同学们纷纷涌向球场，争相
抢占运动场地，享受运动的快
乐。“她下了课压根坐不住，就算
哪天不打球，去溜达一圈都觉得
很开心。”熊女士告诉记者，在这
样的环境下，“厕所社交”自然失
去了市场。

熊女士认为，利用课间十分
钟多参与一些运动对视力保护
也有好处。“我对她的要求是注
意平衡课业和休闲。如果功课
太多，课间稍微做掉点。如果还
行的话，就尽情放松。”

谈及“厕所社交”，静安区闸
北第三中心小学校长尤睿分析
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还是折
射了学生下课活动比较单一的
现状。以一栋五层的教学楼为
例，课间休息时间仅有十分钟，
对于五楼的学生而言，若跑下一
楼再返回，实际在操场上的活动
时间寥寥无几。因此，学生们通
常选择在过道或教室内活动，而
男生则偏爱走廊的公共区域
——厕所。

尤睿表示，对于课间操场上
空无一人的现状，学校有时也感
到无奈。她理解小学生活泼好
动的天性，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安
全问题。为了避免潜在的安全
隐患，部分老师可能会限制学生
的课间活动。

然而，尤睿强调，学校应尽
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她以所在
学校为例，通过增加体育课和鼓
励学生在体育老师指导下使用
健身器械游玩，既确保了学生的
户外活动时间，又保障了安全。

此外，根据季节变化和学生需
求，学校灵活调整午睡和自主活
动时间，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
求。

针对学生喜欢躲厕所交流
的问题，尤睿认为，这既是因为
无处可去，也是因为学生希望保
护自己的隐私。因此，有条件的
学校可以开放心理活动室，为学
生提供一个安全、私密的“树洞
空间”。

与此同时，杭一小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王隽也表示，虽然个别
学生会在厕所里交流，但学校并
不鼓励“厕所社交”。她强调，课
间十分钟是完全属于学生的休息
时间，学校应引导学生们在走廊
里交流、玩耍。为了丰富学生的
课间活动，王隽校长提出了一些
有益的建议，如发挥少先队组织
的作用，征集适合课间的小游戏，
结合学校特色开展跨年级、跨楼
层的活动等。这些举措旨在让学
生在课间尽情放松，拓宽社交圈
子，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我们必须将课间十分钟归
还给孩子们。”针对荒诞的“厕所
社交”现象，李国华提出了一系
列的建议。

他首先强调政策执行的重
要性，呼吁维护学生课间活动的
权益。他指出，由于缺乏教育行
政部门的有效监管，一些学校从
自身利益出发，未能充分保障学
生的课间活动。因此，他建议教
育部门应制定具体方案，确保全
国范围内学生课间自由活动权
的全面落实。对于长期忽视此
政策的学校，应建立明确的处罚
机制，并将课间活动开展情况纳
入教育督导范畴。同时，要坚决
杜绝学校在应对上级检查时才
临时让学生课间自由活动的形
式主义做法。

此外，李国华提倡细化司法
规则，使学校的风险可控。根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8岁以下儿
童在校园内受伤，学校通常被推
定为有过错方；而对于8岁以上
的未成年人，学校是否承担责任
则取决于其是否尽到了教育管
理职责。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学校在校园伤害事件中承担责
任的案例屡见不鲜。要想学校
放开包袱解放课间10分钟，还要
从源头上帮助学校合理管控风
险。他建议最高法和最高检应
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则，明确在学
校已尽到教育管理责任情况下
发生的意外伤害应如何处理。

“我们还可以优化校方保
险，改进赔付标准。”李国华介绍

说，2008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
行校方责任险，由政府全额承
担，每年每生不超过5元。多年
来的实践证明，校方责任险对化
解学校风险行之有效。但也存
在保额偏低、责任范围不足的问
题，校方责任险并不包含学生课
间活动中常见的因自身原因受
伤。他建议教育部优化保险规
则或出台更多的保险种类，覆盖
课间活动。

李国华指出，要多方联动协
同，促进安全保障。建议教育部
门应指导学校与家长建立有效
沟通机制，将学生课间活动益处
和潜在风险、学校采取的防范措
施等向家长说明，取得家长支
持。加强家庭教育，明确家长作
为子女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应支
持孩子在课间自由活动，教育孩
子做好自我防护，认识并承担孩
子在这过程中产生的适度风险。

李国华最爱做的事就是调研，作为长期分管教
育的全国政协委员，在和校长们谈心的过程中他惊
讶地发现，“厕所社交”居然出现在了学校里。学生

躲在厕所里交朋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荒诞现象背后的原因却不容忽
视——部分学生在课间不仅走不进操场，不能在走道里停留，甚至在教
室里也只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于是，厕所这样的私密空间就成了学生
们为数不多的“自由天地”。诧异之余，李国华更是感叹：“难道这代孩子
的童年回忆，只能停留在厕所里吗？”上海早有明文规定，给孩子们课间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国华强烈呼吁，还孩子们
课间十分钟的自由时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孩子们需要自己的“树洞空间”

■委员怎么看？

细化司法规则，使学校风险可控

自2021年 9月1日起，《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正式施
行，其中明确规定不得对学生在
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常
交流、游戏及出教室活动等行为
自由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尽管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但
李国华在调研中依然发现了一
些问题。

“下课10分钟，学生们追逐
嬉戏，万一摔倒磕伤了，家长要
追究学校责任。在不少家长看
来，孩子出了问题，不找学校找
谁。从校长到年级组长再到班
主任，一直对学生的安全问题绷
紧一根弦。”在李国华看来，这些

都是绕不开的问题。
他还发现，个别学校给学生

们做了“统一口径”，一律宣称平
时在操场上玩，然而这样的说辞
只是为了应付相关检查。

李国华深入剖析了“厕所社
交”现象的根源。他指出，这一现
象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学校对安
全问题的担忧。学校担心学生在
课间活动时发生意外，进而卷入
司法纠纷，常常因“教育、管理疏
漏，安全隐患未及时排除，以及救
助措施不到位”而被迫承担赔偿
责任，这些赔偿甚至包括学生的
补课费和家长的误工费等额外支
出。为了规避这类风险，学校对

课间活动的管理逐渐变得刻板僵
化，以至于出现了“除了上厕所，
学生课间不得离开教室”这样的

“一刀切”规定。
此外，李国华也强调了部分

学生家长在课间活动消失问题
上的责任。他指出，一些家长持
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减少课间户
外活动有助于学生更专注于学
习。同时，还有一部分家长对孩
子过度保护，对任何轻微的伤害
都反应过度，对学校和老师提出
无理要求。这种态度和行为进
一步加剧了学校对课间活动的
限制，甚至导致了课间活动的实
质性取消。

当孩子们躲到厕所里分享零食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有家长认为，如果学生有充分的课间活动，那么“厕所社交”自然不会有市场。 青年报资料图

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