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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 “跑”起来

我市各校因地制宜积极落实“课间15分钟”
本报记者 单姗 李振欣/文 岳阳/图

春学期开学，不少
学生发现，课间时光比原来更
长了，10分钟课间休息延长到了15
分钟。
记者从六安市教育体育局获悉，今年

全面实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和学生体质强
健行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
体育课，全面实行课间15分钟，每天上、下午各
开设一次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保障学生每
天2小时体育活动时间，让孩子们“动”起来、
“跑”起来。
“加长版”课间如何有效安排?孩子们
都在玩什么？多出来的时间从哪来？每
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个性化方案。
近日，记者走访部分学校一
探究竟。

“一二三，往前跳三步，先答
题。”2月24日上午课间，六安市
皋城小学教学楼下，同学们正在
做游戏。只见同学们七八人为一
组，玩得不亦乐乎，状态十分放
松。

春学期开始，六安市皋城小
学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上午、
下午各半小时阳光大课间，小课
间从10分钟延长到15分钟。除了
开齐开足体育课，足球、花样跳
绳、花样篮球等体育项目也被编
排进社团活动课，深受学生的喜
爱。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将安全
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合，
在校园多区域设置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垃圾分类、防溺水知识，
在寓教于乐中帮助学生轻松掌

握知识。
为了让课间活动更有层次

性，皋城小学的阳光大课间根据
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设置
不同的活动：一年级组织袋鼠
跳、翻煎饼、沙包投准三项小游
戏；二年级开展跳小跳架、羊角
球接力、滚轮胎三项小游戏；三
年级开展摘戴帽子、烽火冰激
淋、沙包投准三项小游戏；四年
级、五年级、六年级以跑操运动
为主。

除此之外，校园内还有一个
独特的区域———“走廊阅读空
间”，在这里，学生们不用专门前
往图书馆，无论是在课间还是午
休时间，都可以轻松借阅书籍进
行阅读。

课间延长后，多出来的时间
从哪来？据了解，皋城小学通过
整体统筹优化，仔细盘活存量，
积极探索长短课，灵活安排时
间，用相对“无痕”的方式推动教
学从“标准化”向“精细化”转变，
课程设置和上学放学时间未因
课间活动时间的延长而改变。

据皋城小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汪丽莉介绍：“皋城小学围绕

‘五育融合课间成长’这一核心
理念，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1+1
+N’课间育人立方体模式，1个
核心目标为五育融合发展，1个
实施平台为课间15分钟，N种个
性化活动路径，从德智体美劳多
个维度发力，为学生搭建全方位
成长平台。”

“老师，怎样发现孩子的优势和兴趣？”“和孩子交流有障碍时，该怎么
做？”“怎样培养自律性和主动性？”……

2月23日下午，为弘扬好家风、好家规、好家教，充分调动家校社共同参
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六安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皋城中学、皋城小学组织
策划的家长沙龙活动在位于中央公园的六安市民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现场交流以电影《哪吒2之魔童闹海》及“DeepSeek”AI智能软件两个
当下热门话题为切入点，安徽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六安市优秀班主任、六
安皋城中学首届“迎驾教育基石工程奖”教育功勋奖获得者付军老师，围绕

“尊重孩子的兴趣与天赋”“培养孩子的自律性和主动性”“提升家教质量
加强亲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共勉的话”五个部分为皋城小学的家
长们带来一场精彩分享，并引导现场家长正确看待成绩，更理性更全面关
注孩子，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家长们时而凝神聆听，时而点头应和，时
而低头记录，时而拍照留存。

互动环节中，皋城小学一(9)班优秀学生陈越同学的家长涂钰女士现场
进行真挚的经验交流发言，其他家长也针对各自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困惑
和问题积极提问，畅所欲言，与付军老师共同探讨。“这次交流互动既有趣
又有料，互动充分，还很走心，非常切合我们的教育实际需求。”现场的家长
表示认可。

整场交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展开。皋城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丽
莉全程参与活动，对家长们的问题认真倾听记录，她表示，皋城小学高度重
视家校社共育工作，学校将积极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促进学
校内涵发展，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氛围。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一项系统工程。去年，教育部、中宣部等十七部门
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推动各地结合实际建立家
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六安市新闻传媒中心作为地方党媒、主流媒体，充
分发挥媒体资源优势，积极开发协同育人资源，为青少年全面发展搭建实
践阵地，为家庭教育提供交流平台，促使家校社协同成为相互衔接、相互贯
通、相互补充的育人共同体，为青少年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护航。

六安市皋城小学

打造“1+1+N”课间“立方体”

今年春学期开始，六安市人民路小学的学生们感受到课
间时间以及游戏内容的变化，如何利用有限空间，让同学玩
得尽兴？

“课间与课堂学习，应形成一张一弛的配合。考虑到要让
孩子们在课间走出教室，老师们集思广益，用彩色线条、卡通
图案将走廊划分成不同区域，设计了多种益智游戏，校园各
个角落被巧妙利用，每天下课后每一寸空间都萦绕着欢声笑
语。”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欣荣告诉记者。

据六安市人民路小学体育组组长马林介绍，在保证安全
性、普及性、多样性、趣味性、实效性的基础上，每天上午、下
午的30分钟大课间活动时间，室外活动项目设置有跑操、燃
脂操、乒乓球韵律操、放松操。如果赶上阴雨天，孩子们就在
教室内做韵律绳操和室内操；课间活动增加到15分钟后，学
校设置了跳绳、自编跑操、跳方格游戏等，丰富孩子们的课间
活动。

“叮铃铃……”2月 1 8日
上午九点，是霍邱县城关镇
第一小学课间时间，随着欢
快的下课铃声响起，操场上
瞬间热闹起来。

“上午，我们主要通过优
化课间操时段安排来提高课
程衔接效率。”据霍邱县城
关 镇 第 一 小 学 校 长 司 军 介
绍，在确保总课时不减少的

前提下，学校通过精细化时
间管理“挤”出 5分钟，各科
教师通过集体备课优化教学
环节 ，课间交接实行“零拖
堂”制度 ，为活动时间提供
保障。

随着《课间韵律操》音乐
响起，孩子们在不同区域自
动切换运动模式。学校结合
县域特色，将传统广播操升

级为“动感组合”——— 低年
级以跳绳、韵律操为主，高
年级融入足球、篮球等团队
项目 ，同时利用空余场地 ，
规划设计跳格子、折线跑、
萝卜蹲等地面游戏，“童年
时光 ”等 经 典 游戏重现校
园，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
性 ，锻炼身体 ，同时培养团
队协作与竞争意识。

六安市人民路小学

玩得开心又安全
霍邱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多休五分钟 学得更有效

优秀班主任
“做客”市民文化交流中心

本报记者 单姗 李振欣 文/图

本报讯(吴艳秋)为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打造智能化、便
捷化、高效化的政务服务环境，市教体局窗口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全面推
广“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档案”应用，通过技术赋能、流程再
造，推动教育体育政务服务从“线下跑”向“网上办”升级，实现群众办事“零
材料”“零跑腿”“零等待”。

“四电”应用全覆盖，政务服务再提速。聚焦教育领域高频事项，依托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四电”技术深度融入业务办理全流程。全面梳理承
办的50项政务服务事项，提高电子材料利用率，群众线上提交电子材料，工
作人员实时受理，大大缩短办理时限，确保实现“一网通办”。

数字赋能强支撑，服务体验再升级。依托大数据服务平台，定期更新目
录数据，明确专人负责数据挂接发布、申请审核、需求，对有关单位通过江
淮大数据平台提出的数据资源申请及时审核处理，深化电子数据共享应用，
实现跨部门、跨区域数据资源共享。

线上线下双驱动，便民服务再升温。为让“四电”应用惠及更多群体，市
教体局窗口多维度优化服务。加强宣传推广，持续开展对大厅服务人员业务
培训工作，积极和办事群众宣传“四电”应用情况，提升群众知晓率。保留线
下窗口和纸质办理渠道，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帮办服务。

本报讯(张正武 韩彦儒 记者 徐有亭)近日,霍邱县邵岗派出所全面
开启春学期“护学行动”。

开学前,邵岗派出所对照校园安全检查清单,对辖区内7所中小学、幼儿
园进行了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对校车及司机进行全面“体检”,坚决
杜绝“问题司机”“问题车辆”投入运营,全力保障1000余名学生安全入校。

在交通保障方面,交警部门提前谋划,优化校园周边道路通行环
境,精准部署护学岗警力,加强上下学巡逻防控,指挥疏导交通,引导接
送学生车辆即停即走,全力维护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

此外,邵岗派出所创新护学行动模式,整合学校老师、校园专职保
安员等群防群治力量,推行“民警+保安+教师+志愿者”多方联动护学

机制。结合常态化视频巡查,科学规划巡控路
线,依托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借助“平

安校园行”“开学第一课”等活
动 ,深入校园开展防毒禁

毒、防范诈骗、交通安
全、反校园欺凌以
及护学护校演

练等活动。

市教体局窗口
“四电”应用 便民利民

“护学警”护航开学季

近日，六安市新闻传
媒中心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堂
“走进六安茶 寻味中国年”的小
记者公益实践课，让我们跟随小记者
的文字，与孩子们共同领略六安茶
以及剪纸艺术的魅力。

六安的诗意茶香
小记者 毛薪睿
周末，阳光透过窗户撒在我的床头，我猛地

从床上蹦起来，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迫不及待地
穿上我的小记者马甲，戴上小记者证。今天是我
期待了一周的“走进六安茶 寻味中国年”茶文
化实践公益课活动。

课堂上，国家一级茶艺师刘莹莹老师先从爱
茶人士白居易的故事说起，一边说故事，一边泡
六安瓜片给我们观察。从外形上看，六安瓜片的
叶片修长，颜色墨绿中带着一丝油润的光泽。干
茶的条索紧结，就像一个个小巧的麻花，微微卷
曲着，凑近细嗅，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这香气像是
山林间草木混合着晨露的气息，清新而雅致。

当热水注入，茶叶开始舒展身姿。它们在水
中上下翻腾，宛如在进行一场优美的舞蹈。渐渐
地，叶片渐渐舒展开来，变得饱满而嫩绿，茶水也
随之变成黄绿色，清澈透亮。品尝起来，最先感受
到的是那微微的苦涩，就像是学习中的一点小挫
折，但片刻后，就是甘甜，那是一种独特的清甜，
如解题后的茅塞顿开。

活动结束时，刘老师送了我们正确回答问题
的小记者每人一包红茶。我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
烧了一壶开水，想要再次体验六安茶的独特魅
力。我先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点红茶，放在透明的
玻璃杯中。把开水缓缓地倒入杯中。不一会儿，茶
叶的颜色渐渐变深，由绿转为深褐色，它的味道
与瓜片比多了一股淡淡的奶茶味，还有点微甜。
感觉加点鲜奶就是我们平时爱喝的奶茶了。

六安茶，它不仅是一种饮品，还是大别山的
灵魂，是六安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华茶文化中不
可多得的瑰宝。它以其独特的魅力，静静地在这
片古老的土地上，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指导老师 李伟伟

小记者 李沐宸
前不久，六安市新闻传媒中心小记

者中心开展了“探索六安茶 寻味中国
年”的活动。

看到活动通知，我立刻报名了，因
为我的家乡就在“六安瓜片”的核心产
区，能了解更多关于六安茶的知识，我
很期待。

当天上午，我早早起床，迫不及待

地拉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活动地点———
中央公园里的六安市民文化交流中心。

为我们上课的是国家一级茶艺师
刘莹莹，她的声音温柔，课程内容既丰
富又有趣。听了讲解，我了解到六安不
仅有“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六安瓜
片”，还有“霍山黄芽”、“黄大茶”、“黄小
茶”、“舒城小兰花”、“红茶”、“篮茶”等
茶叶品种。

刘老师还冲泡了多种六安本地茶
叶，还给我们发了品茗杯，让我们品尝
茶汤。我们通过观茶、识茶、闻茶、辨茶
来感受茶叶的不同。刘老师还详细说明
了六安茶的分类，如“绿茶”、“黄茶”、

“红茶”，以及这些茶适合哪些人群，如：
红茶适合女性喝，绿茶可以在吃大餐之
后解腻，等等。

我学到了很多丰富有趣的茶文化。

小记者 王裕禾
六安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

是一首流淌在时光里的诗。
在六安市新闻传媒中心组织的

“走进六安茶 寻味中国年”小记者
新春实践活动中，国家一级茶艺师刘
莹莹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六安茶的种
类：“六安，这座被茶香浸润的城市，
自古便是茶的故乡。茶的种类很多，
有瓜片、黄大茶、篮茶……”听到“篮
茶”时，我忍不住好奇地问：“老师，篮
茶真的是蓝色的吗？”刘老师笑了笑，
耐心地解释道：“此‘篮’非彼‘蓝’，篮
茶泡出来是红色的，属于红茶。”原
来，茶的名字里藏着这么多学问！接
着，老师拿出几种茶叶，准备泡茶让
我们品鉴。“等茶泡几分钟，你们可以
闻一闻气味，再品尝。”

当茶香渐渐弥漫开来时，我依次

闻了几种茶，印象最深的是红茶。刘
老师问我：“你闻了这么多茶，觉得红
茶的味道如何？”我回答：“闻起来非
常香，有点像奶茶的味道。”老师点点
头：“没错，其实奶茶里用的茶就是红
茶。”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我
喝过红茶！

随后，刘老师带我们品尝红茶。她
提醒我们：“每人一个小杯子，倒茶时
不能倒满，因为茶满意味着赶人走。”
我小心地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红
茶入口香气浓郁，略带一丝苦味。我觉
得，正是这淡淡的苦味赋予了红茶独
特的灵魂，如果没有它，红茶反而会显
得单调。这一刻，我仿佛感受到茶农们
辛勤劳作的汗水，也体会到六安茶文
化中那份含蓄而深沉的情感。

我们在茶艺课上了解到，喝茶对
身体有很多好处，但也不能过量。茶

中含有茶多酚，适量饮用可以提神醒
脑，但喝多了可能会让人兴奋，影响
睡眠。我不禁感叹：原来喝茶也有这
么多学问！

茶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
一种生活的智慧。泡茶时，静心观茶，
看茶叶在水中舒展，如同生命的绽
放；品茶时，细细感受茶香在口中流
转，仿佛在与自然对话。这种仪式感，
让茶成为连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纽
带。这种“茶倒七分满”是对生活分寸
感的把握。

六安的茶，是山水的馈赠，是岁
月的沉淀，更是文化的传承。无论是
六安瓜片的历史厚重，还是霍山黄芽
的清新雅致，亦或是金寨红茶的醇厚
甘甜，每一种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着皖西的诗意与美好。

指导老师 何恩莹

小记者 何倩倩
周六，我参加了“走进六安茶

寻味中国年”小记者新春实践活动，进入
到六安茶的精彩世界，体验到一场前所未有的
奇妙之旅。

活动刚开始，国家一级茶艺师刘莹莹老师的讲
解，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对六安茶认知的大
门。原来，六安茶家族如此庞大，六安瓜片、霍山黄芽、黄小
茶、黄大茶、红茶，还有小兰花、篮茶，每一种六安茶都有着独
特的身世和魅力。

在互动环节，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六安瓜片。它的叶
片看起来扁平，绿中泛黄，表面还有一些细细的纹理，就像是大自然
精心雕刻的艺术品。凑近闻一闻，那股清新的香气瞬间钻进我的鼻
腔，混合着淡淡的草香和花香，让人心旷神怡。我轻轻地拿起一片，感
受着它的质感，微微的粗糙中带着一丝柔韧，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它
从茶树到茶杯的奇妙旅程。

当学着冲泡六安瓜片时，我更是被深深震撼了。热水注入的
瞬间，茶叶像是被唤醒的精灵，在水中欢快地翻滚、舒展。不一
会儿，清澈的水渐渐染上淡淡的绿色，那股清香也愈发浓郁。
我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轻轻抿上一口，先是微微的苦涩
在舌尖散开，紧接着便是满口的甘甜，那滋味在口腔中
回荡，让人回味无穷。

这次与六安茶的相遇，让我深深着迷。我迫不
及待地想把这些关于六安茶的奇妙发现分享给

爸爸妈妈，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六安茶的
魅力！

指导老师 朱成红

小记者 韩天睿
不久前，我在六安市民文化交流中心参加

了由六安市新闻传媒中心组织的“走进六安茶
寻味中国年”小记者新春实践活动。国家一

级茶艺师刘莹莹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
六安茶。

刘老师说六安茶的制作工艺很复杂，每一
道工序都饱含着茶农的心血。最让我兴奋的就
是观茶品茶环节啦，我发现霍山黄芽的颜色和
其他茶叶不太一样，闻起来香香甜甜的。我学
到了好多辨别不同类型茶叶的方法。

之后，梅花小学的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中
国年俗与剪纸课。剪纸是我国的传统民间艺
术，我也学着老师的方法来剪图案，不一会
儿，我自创的图案跃然出现在彩纸上。

这次活动让我了解了很多传统文化，我们
一定要把这些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下去。我
还会把学到的茶文化知识分享给我的好朋友，
让他们也感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指导老师 朱成红

小记者 朱宝元
在“走近六安茶，寻味中国年”六

安市新闻传媒中心小记者活动中，朱
成红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中
国年的习俗，我听得入了迷，那些原
本模糊的传统习俗一下子变得生动
鲜活起来。以前过年，我只知道穿新

衣、收红包，却不明白背后藏着这么
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寓意。

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发现年俗和
六安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过年时，
人们会用六安茶来招待客人，这不仅
是一种礼仪，更表达对客人的尊重和
祝福。热气腾腾的茶汤，飘散着淡淡

的茶香，为节日增添一份温馨和
惬意。在了解这些之后，我再喝茶
时，似乎能从那一口口茶汤中，品
出浓浓的年味和人情味儿。

这次活动，就像一把钥匙，打
开了我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大门。
我决定回家后，把这些有趣的年

俗 知 识 讲
给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听。我相信，只要
我们每个人都用心去传承，
这些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定会在我
们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指导老师 朱成红

小记者 黄皓宣
今年正月十一，我们在六安市民

文化交流中心参加了由六安市新闻
传媒中心组织的“走进六安茶 寻味
中国年”小记者新春实践活动。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不仅学
到了许多关于茶的知识，还深刻感受
到六安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六安是茶的故乡，这里盛产
各种名茶，有六安瓜片、霍山黄芽、舒
城小兰花、金寨红茶、黄大茶、黄小茶
等。我认真学习了泡茶、观茶、闻茶、
品茶的技巧，发现茶香芬芳、茶规多

样。
国家一级茶艺师刘莹莹老师告

诉我们，六安茶文化历史悠久，自古
就是产茶的胜地，最早可追溯到东汉
末年，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都提到
了六安瓜片，敬爱的周总理更是对六
安瓜片喜爱有加。听到这些，我为家
乡的茶感到骄傲和自豪。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六安茶有着
独特的夜露工艺。白天茶叶在阳光下
晾晒，晚上则吸收露水，仿佛在“汲取
日月精华”。正因为这种工艺，它具有
祛湿解毒的功效，夏天饮之味甘甜清

热解渴，冬天饮之味甘苦清肺。
作为一名六安人，我觉得茶的意

义还不止如此。茶更是一种礼，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茶是待客之
道，走亲访友、公务接洽等上茶是基
本的尊重，我想这就是茶叶被奉为

“国之饮品”的重要原因吧！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学到很多

关于六安茶的知识，还深刻体会到茶
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是一年春，来六
安吧，哪怕只有一杯茶的时间，湿壶、
润茶、浸杯，偷得浮生半日闲！

指导老师 何恩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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