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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舒心午睡还要多久

▶▶▶多地开启校内午休模式：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者

舒静 赵叶苹 李紫薇 王昆 郑天虹

邓倩倩） 不久前，教育部对“关于尽快实施

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建议”做出答复，表

示教育部高度重视中小学校作息时间规范

管理，将继续引导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因地制宜创造学生午休条件。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地方

已开启校内午休的探索实践，一些地方在全

市学校推广午休服务。然而，政策如何

更好落地仍考验管理智慧，也需各

方形成合力。 2020 年 5 月，时任海南省

农垦直属第二小学校长张学秀就

在琢磨如何让孩子更好午休。从用

瑜伽垫“打地铺”到更换可躺式桌

椅，再到在宿舍楼配置近千张木床，孩

子们午休的条件越来越好。

现在，午休服务在海口全市学

校大范围推广，让张学秀觉得自己

“做对了”。事实上，在

全国多地，从改

造教室到建宿舍楼，从使用可躺式桌椅

到量身定制午休床，不少学校都竭力为

学生提供更好的午休环境。

记者了解到，多地将为中小学生提

供午休服务列入民生项目，加大财政投

入。

海口将“为中小学生提供校内午餐

午休服务”列入 2023 年为民办实事项

目，目前城区136所有需求的学校已全

部提供校内午餐午休服务，惠及 8.4 万

余名学生。

广州财政一次性补助

各区课后托管舒适午休专

项经费1.38亿元。

山西安排 2.02 亿元专项

资金用于学校建设改造食堂、午休

场所等，目前全省城区有需求的559

所学校已具备午餐午休保障条件。

一些学校的午休设施不断升级，管

理方式也不断创新。

广州市第五中学开展午休躺睡的

探索已有十几年。记者看到，学生在4

名班级管理员的指引下，自觉分成4组，

有秩序地摆桌子、铺垫子，鞋子也整齐

摆放在教室门口，全程不到10分钟，由

学生自我管理。“让孩子在短时间内做

好各种准备和复原工作，既能锻炼整理

内务的技能，也能培养自我管理意识。”

校长裘志坚说。

因没有条件躺睡，不少小学生中午

在课桌上趴睡。山西省儿童医院科教科

主任燕美琴认为，小学生中午长期趴睡，

对身体发育会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对一些学校而言，空间改造需

考虑资金投入、教室大小、班生规模等现

实因素。

一套可坐可躺的多功能座椅价格在

500 元到 1000 元不等，一些学校学生超

过1000人，仅座椅的采购经费就达数十

万元。

山西省太原市一所小学的校长说，

学校为部分学生采购了多功能座椅。为

营造良好的午休环境，下一步还需更

换活动室窗帘、安装暖风机等，设备

也需维修保养，这些都意味着更多

经费支出。

午托服务是项综合工程，除增加设

施外，还涉及课后服务管理，包括学生用

餐、师资配备等，会增加教师的工作压力

和管理负担；此外，一些家长对孩子在校

用餐也有担心。

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德育处主任马

桂娜告诉记者，每学期开学，学校都会组

织家长填报需求，但校方也要考虑能否

抽出足够教职员工管理午休室。

除空间局限外，学校午休时间安排

各不相同，午休习惯也存在地域

差异。例如在海南，公

立小学午休时间

达 两 个 多

小 时 ；而

在北方一些地

区，并非所有人都有午休

习惯。

记者了解到，一些中小学午间

作息安排较为紧张，还要完成多项“任

务”。如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学生12点结

束课程，午休时间仅有40分钟，

学生还需完成作业，无

法真正休息。

浙江省绍兴市一

名家长说，孩子中午不

能午休，也没有可躺式桌椅；夏

天老师还允许在课桌上趴一趴，冬天

因为怕着凉，不允许睡觉。老师在教

室里陪着看书写作业，孩子一整天都

不能放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睡眠专家徐

伟民教授说，躺平午

休对心理、生理的

好处毋庸置疑，

可以放松全身肌

肉、改善脑供

血 、调 节 神

经系统。

针对资金紧张问题，邯郸市邯山

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晓菲

建议，有关部门可进一步完善政策支

持体系，综合运用补贴、奖励等方式

保障躺式午休持续平稳推进。

“这是一项民生工程、系统工程，

需要教育、财政多部门配合支持。”泉

州晋光小学校长曾旭晴建议，持续构

建物质与精神激励机制。

多名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可更

多采用“一校一策”方案，为学生提供

午休条件。校舍特别紧张的，可在教

室内“打地铺”，由专项资金采购防潮

地铺设备；没有学生宿舍的，可更换

可躺式桌椅；也可在同一校区采用

多种方式。

同时，无论是提供午休还是照看

服务，都应以自愿为前提。福建德旺

基础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俭认

为，提供午休服务切忌“一刀切”，要

鼓励各校根据学生需求，探索更多人

性化举措。

多名受访教师也表示，保障学生

睡眠时间与质量并非孤立政策。学

生睡眠的加法，也需教育改革的

减法来支撑，学校、家庭和社

会教育需形成合力，为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大规模推广仍存现实困难

多地开启校内午休探索实践

实现“躺睡自由”还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