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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微运动”课间玩尽兴

下课铃声一响，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兴冲冲跑到
操场，转呼啦圈、踢毽子……校园顿时“沸腾”起来。

去年 11月，晋江九小对课间安排做出整体统筹优化，原本
只有 10分钟的课间，华丽升级为 15分钟。这多出来的 5分钟，
就像是一个装满惊喜的魔法宝盒。学校“课间 15分钟”活动内
容丰富多彩，涵盖体能锻炼、传统游戏、趣味体验、棋类比拼、快
乐阅读等。

“孩子们在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同时，逐渐形成科学健康的
活动意识，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方式，让课间休息成为高效学习
的‘加油站’。”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校长蔡志毅说。

小空间，大活力。面对校园场地有限的难题，晋江各校纷纷
以盘活闲置边角地解题。

深沪狮峰中心小学充分挖掘学校现有资源，利用学校操场、
篮球场、跑道、足球场、礼堂、乒乓球园等打造更多活动空间，让
校园每个角落课间活动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绘满了师生的
欢声笑语。

龙湖衙口中心小学利用学校“金边银角”打造更多的运动空
间，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课间活动采用室内室外相结合，其
中，室外设置了丰富多样的运动区域，如丢沙包、跳房子、羽毛
球、乒乓球、跳皮筋、踢毽子、篮球等活动。室内开展如翻花绳、
下棋、数独等动手动脑相结合活动。学校还会根据冬夏季节的
天气情况，灵活调整活动内容，做好室内外自由切换。

自从推行课间 15分钟后，晋江一些校园还多了一道新风
景——学校将传统文化、科普知识、安全教育、文明礼仪等内
容与体育游戏相结合，把经典传统游戏“画”进校园地面，打造
了一个集趣味性、教育性和运动性于一体的“地面游戏乐园”。

这不，晋江梅岭街道双沟小学就把安全教育融入课间15分
钟，设计了地面图例游戏，如交通安全、防火、反诈、防溺水等游
戏，供学生自由选择，助力学生在活动中得到安全教育。此外，
学校还设置了一个“英语角”，让学生尝试使用英语进行口语交
流，提高学习兴趣。

老师“不拖堂”学生“动起来”
去年，晋江以第一届校园体艺教育节为契机，启动实施“1061”

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行动，即“确保课间休息10分钟（力争小学课间
休息15分钟）、课间休息播放一首歌、教室照明改造一盏灯、班级配
置可调节一张桌、学生养成教育一声劝、每天校内体育锻炼一小
时、每日上下午各做一段操”，多措并举，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春季学期，晋江所有小学均全面推行
课间15分钟；另有多所初中也行动起来，为课间“加时”。那么，
多出来的5分钟怎么玩？晋江各校纷纷将主动权交给学生。

“我们学校课间活动内容多样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选择不同的活动。例如，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体育竞技，如
跳绳、踢毽子等，锻炼身体，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此外，还可以组
织一些小型的知识竞赛或趣味游戏，如猜谜语、脑筋急转弯等，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内坑柑市中心小
学校长朱华北表示，学校课间活动的安排遵循动静结合的原则，
15分钟的课间活动让孩子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得以放松身
心，蓄势待发为下一节课的专注与投入做好准备。

在晋江金井镇的毓英中心小学，学生们早已习惯了15分钟
的课间时间。早在2018年，学校就“敢吃螃蟹”，率先将课间10
分钟延长为15分钟。小课间，女生喜欢跳绳、老鹰捉小鸡、丢手
绢等游戏，男生喜欢羽毛球、足球、篮球和排球等运动，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全部由学生们自己做主、自己选择。该校校长洪良
清告诉记者，实行课间 15分钟多年来，学校的“小胖墩”有了一
定的减少，到操场玩耍的孩子有了明显的增加。

诚如洪良清校长所言，小课间时间延长，最直观的变化就是
操场上的学生多了。特别是一些教室在四、五楼的，学生们有了
更加从容的休息时间，也更愿意到操场上“动起来”。不仅如此，
学校的老师们也形成了不拖堂的默契，听到下课铃响，就引导孩
子们到室外活动。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
严军） 3月 29日，晋江市第二十
六届中小学生美术、书法现场比
赛在晋江学校、晋江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全
市 1300多名学子参与，涵盖绘
画、书法、泥塑及剪纸四大竞赛项
目。其中，剪纸首次作为独立项
目亮相，成为活动亮点。

比赛现场，学生们紧扣“根
植传统、创美未来”主题展开创

作。绘画组选手以“闽南文化”
“生态环保”“人工智能”等为灵
感，通过水墨、水彩等形式勾勒
出晋江风貌与绿色愿景；书法组
选手则聚焦经典诗词与非遗，笔
触遒劲工整，彰显扎实功底。泥
塑项目延续历届创意，学生们以
陶土塑造闽南古厝、民俗人物
等，生动诠释本土文化。

首次增设的剪纸项目备受
关注。参赛者以闽南在地非遗、
民俗文化、海丝文化等题材为主
题进行创作，巧手剪出了一幅幅

颇具闽南特色的剪纸作品。
晋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比赛不仅为学子提供了展
示平台，更通过多元项目激发创
造力，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
的融合。今后，晋江将持续推进

“非遗进课堂”“艺术家驻校”等
项目，让红砖古厝的千年文脉在
少年手中生生不息；同时，营造
讲科学、爱科创、学科技、用科学
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科学素养，在学生心中种下“创
新”的种子。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通讯员 朱艳
如） 3月 22日，晋江陈埭镇红领巾大篷车

“职业体验行”校外寻访实践活动启动。首
期活动，由陈埭学子组成的研学团队走进
晋江报业大厦，探秘“新闻之家”，进行记者
职业启蒙体验。

“哇！这辆双层巴士是来接我们的？”
一抵达集合地点，学生们兴奋地见到了本
次活动的车辆——双层观光巴士。坐上双
层巴士，孩子们快乐出发。

首站，同学们来到了晋江经济报全媒
体演播室。在这里，灯光闪亮，镜头聚焦。
大家化身小小主播尝试播报校园新闻，虽
略显羞涩，却也字正腔圆、落落大方。

紧接着，孩子们来到位于晋江报业大
厦三楼的印刷博物馆。满墙的印刷术起
源和发展简介，勾起大家的好奇心。在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孩子们认真聆听关于印
刷术的介绍，并巧手体验了活字印刷术。
排字、刷墨、拓印、起纸……看着新鲜出炉
的印刷作品，同学们一个个喜笑颜开、爱
不释手。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3月26日，晋江市教育局
主要领导带队到安海镇基层小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研究谋划小学总校制与学区制改革。

调研组首先察看了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五埭小
学，详细了解师资配备、课程开设等情况，听取学校对
总校制与学区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调研组提出，探索小学总校制与学区制
改革，是主动顺应人口出生率下降、向城镇集聚形势，
创新在人财物等资源“硬约束”下稳妥有序推进基层中
小规模学校撤并留改的一个积极方案，目的是要保证
课程方案落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益、统筹考虑大局稳
定。总校制与学区制是基层学校组织设置的一种体制
机制，要以开齐开足课程、配齐配足师资为基本原则，
具体推进时要因地因校制宜，可以上下贯通，也可以左
右连通，要处理好优选方向与多态并存、试点先行与渐
次推开、统一法人与校区自主、资源调配与治理效能、
部门推动与镇街协同等五对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投放效益，共同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日前，由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市教育工会联合举办的 2025年晋江市教育系统
职工第三届羽毛球比赛在晋江市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
馆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设有混合团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
合双打四个项目。比赛开始后，六个场地的对战立即
展开，教师运动风采火热呈现。赛场上，选手们奋力拼
搏、挥拍击球，高强度的对抗和精彩的回合让现场观众
频频叫好。经过 3天、285场次的激烈角逐，各组别项
目的名次新鲜出炉。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日前，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四个校区分别开展了以“心如花木，向阳而
生”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

仪式上，心理操《我的情绪小怪兽》的旋律响起，师
生们一同舞动身体，释放活力，现场气氛迅速升温。在
轻柔的音乐声中，大家进入冥想环节，想象自己置身于
自然之中，感受生命的力量与美好。

“抱抱拉手”环节将活动推向了高潮。在这个温馨
的环节中，师生们通过握手、拥抱和诉说温暖的话语，传
递着彼此的支持与关爱。大家互相鼓励，说出“我支持
你，我们一起成长”的话语，现场充满了正能量与感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各校区还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精
彩纷呈的活动。其中，在心灵签到墙上，学生们纷纷签
下自己的名字，并画上一个笑脸，表达对心理健康月的
支持与期待。主题班会、心理课堂演绎等活动引导学
生关注内心、呵护心灵，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
战与困难。据悉，宣传月期间，各校区还将根据校区特
点，开展独具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曼陀罗绘
画、户外团体活动等，旨在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帮助学
生们收获成长与快乐。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3月 27日，晋江市 2025
届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在市委党校学术报告厅召开。

会议对 2025届初中毕业班第一次质量监测情况
进行了分析；各学科教研员就中考考向和备考策略研
究成果进行汇报。会议还邀请部分学校分享学科备考
经验和下阶段备考思路。

会议要求，各校要增强德育活动实效性，调动学生
学习的内驱力；加强复习备考研究，提高学科驾驭水
平；强化教学日常监管，提高课堂和作业效率；开足开
好体艺课程，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规范办学行为，
回归教育本质。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3月 24日，晋江教育“守
耕讲堂”第9期开讲，特邀厦门大学信息学院赖永炫教
授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变革——AI教育思维
与大模型实践”作专题讲座。

赖永炫教授以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及大模型技术演
进为切入点，结合DeepSeek等前沿案例，系统阐释了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图谱与战略价值；通过解构
大模型工具链运作机制与提示词工程原理，配合“文生
视频”“文生音乐”等跨模态生成技术的现场演示，完整
呈现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创新与工作提效的实施路
径；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职业能力迭代现象，深度解析
传统教育体系在知识传授范式、能力评价标准等方面
面临的系统性变革，进而从认知架构重塑、数智素养培
育、创新思维发展三个维度，提出了适应智能时代需求
的人才培养转型框架。

让学生身上有汗 眼里有光
晋江各校出招丰富“课间15分钟”

晋江千名小小艺术家

巧手绘就闽南文化韵

体验活字印刷 化身小主播

陈埭镇红领巾大篷车开进“新闻之家”

晋江市教育局调研谋划
小学总校制与学区制改革

晋江召开
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

晋江教育守耕讲堂
聚焦人工智能

晋江市教育系统
职工羽毛球赛圆满落幕

晋江二小学子拥抱阳光心灵

课间延长5分钟，校园会有什么新变化呢？近日，记者走访了晋江多所小学，发现课间“扩容”后，学生快乐翻倍。各
校纷纷“出招”，让学生玩起来、动起来、跑起来，让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本报记者 蔡红亮

面对镜头，我学会了如
何用清晰、准确的语言传递
信息，激发了我对媒体行业

的浓厚兴趣。 黄铌微（晋江陈埭花厅口小学）
体验小主播时，我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当顺利完成小主播的播报时，我心中生出了
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王美欣（晋江陈埭西滨中心小学）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双层观光巴士，心情

特别激动。完成了记者职业启蒙体验后，我
期待未来能像记者一样，以热忱与担当讲好
每一个故事。

马婧桐（晋江陈埭龙林中心小学）
一踏入晋江经济报印刷博物馆，古朴而

又厚重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一边参观，一
边聆听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收获
满满。 沈佳茹（晋江陈埭仙石小学）

这次实践活动，我不仅学到了播报的技
能，还开阔了视野，锻炼了胆量，变得更加自
信。 张靖雯（晋江陈埭龙林中心小学）

学生
感言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
严军）近日，晋江市养正中学

举行“冠笄明责志成
人，青

春砺剑启新程”高 72组高三学
生成人典礼。在父母、老师的
见证下，910名高三学子行冠
笄之礼，为梦想助威，为冲刺

2025高考加油。

“希望通过此次成人礼，增
强学生‘成人、成才、感恩、责
任’意识，激励高三全体师生全
身心地投入高考备战中。”晋江
市养正中学高三年级主任翁俊
卿说。

养正中学910名高三学子

冠礼青春启 金榜壮志酬

教育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