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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课间“厕所社交”

一、热点概述

“不能让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就此停留在了厕所里。”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

委、上海市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李国华针对“厕所社交”提出的建议，引发舆论关注。所谓“厕所社交”，

是指课间十分钟，孩子们走不进操场，不能在走道里停留，甚至在教室里也只能待在座位上，无奈之下

只能躲进厕所里社交。这样的场景令人心酸。本该天真活泼的童年，为何难以找到一块放飞天性的乐土？

其实，类似的问题早已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近年来，“消失的课间十分钟”“课间圈养”曾先后成为

热点话题。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学校出于对安全事故的规避心理以及家长对学生安全的过于敏感

和学习成绩的过分追求而导致的课间活动受限。家校双方之间的矛盾却对学生们的个性发展和身心健康

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近年来，由于担心发生校园安全事故问题，一些中小学校对学生的课间活动作出了限制。当

然，也事出有因，因为一旦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对于学校的追责、赔偿要求等便纷至沓来，这使得学校

变得越来越“胆小”；另一方面，个别家长非常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一旦孩子发生磕碰受伤，便会追

究责任；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学习是学生的第一要务，与其课间“疯玩”，影响下一节课，还不如在

教室待着学习。这都在一定程度影响着课间管理制度的制定。

（2）在河北某小学，有学生发现能以上厕所的名义出去活动，就和几个同学约着下课后出教室。

担心被老师发现，同学之间建立了暗号：有时是咳嗽一声，彼此对看一眼，心照不宣；有时指指厕所的

方向，几人默契地起身离座。由此看出，是部分学校“严管课间十分钟”，逼出了学生“厕所社交”。

而学校发现后又对“厕所社交”进行扼杀，比如对上厕所次数进行限制，提拔“所长”进行监督等。看

来，学生仅存的社交渠道也难持续，这更让人感到失望。曾有一个话题是，人为什么需要社交？来自各

方的答案是，人需要通过社交获取资源、增进人际关系、提高信任度和信赖度、提升心理健康、提高智

力和知识水平等。显然，老师、学生都需要社交，而严管“课间十分钟”，限制了学生的正常社交。直

率地说，限制学生正常社交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如果学校不仅没有为学生社交提供方便，反而限制

学生社交，影响学生从社交中受益，这更像是“孤岛教育”，对学生的性格、心理等方面都会带来负面

影响，亟待引起重视。

2.道理论证：

（1）实际上，“厕所社交”现象的背后是“课堂圈养”模式的流行，而“课堂圈养”背后反映出的

是学校管理层的失责与懒政。除了教育问题，孩子的安全一直是家长和社会关切的话题。当校园发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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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故时，校方无疑是舆论与责任的中心，况且在校事故实际处理过程复杂，教育和管理之责难以明确。

怕孩子课间打闹出意外被追责，再加之教育竞争的风气愈演愈烈，老师家长都恨不得孩子天天埋头苦学，

大多学校就选择采取直接限制学生课间外出活动这种既保险省事的方法。

（2）保护学生的安全当然很重要，但是，以安全之名把学生“关”在教室，未必有利于孩子们的

身心健康。从身体上来说，正处于发育期的孩子需要大量运动来舒展筋骨、保护视力，才能健康成长。

从心理上来说，好动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如果在校期间无法自由活动，就连下课时间也只能趁上厕所的

时间跟同学聊几句，恐怕成年人也会感到憋闷，更何况是孩子。无论是从生理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来看，

这课间十分钟都至关重要，不能轻易“消失”。

3.对策建议：

（1）细化司法规则，使学校的风险可控……

（2）优化校方保险，改进赔付标准……

（3）加强家校合作与沟通，让家长理性看待课间十分钟……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中华职教社副主任李国华针对“厕所社

交”提出的建议，引发舆论关注。所谓“厕所社交”，是指课间十分钟，孩子们走不进操场，不能

在走道里停留，甚至在教室里也只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被逼无奈之下只能躲进厕所里社交。对此，

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中，课间充满了与同学嬉戏玩闹的欢声笑语。而如今的小学生，却只能

在课间十分钟玩起了“无间道”，借着上厕所的由头跑到厕所和同学交谈，看到这样的现象，我感到十

分痛心……

第二步——危害：

其一，课间休息本应是学生放松身心、释放活力的时间，但由于种种限制，他们无法在正常的环境

中进行交流和互动，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其二，“厕所社交”也反映出学校管理和教育理念上的问题。过度限制学生的活动范围，可能导致

学生的学习压力增加，影响学习效果……

第三步——原因分析：

一方面，一旦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对于学校的追责、赔偿要求等便纷至沓来，这使得学校变得越来

越“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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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个别家长非常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一旦孩子发生磕碰受伤，便会追究责任……

此外，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学习是学生的第一要务，与其课间“疯玩”，影响下一节课，还不如

在教室待着学习……

第四步——过渡：

学校本应该是孩子充分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而现在却成了束缚孩子自由的牢笼。为了让孩

子们从厕所走到我们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五步——对策：

第一，厘清学校的职责，让学校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有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规

则，对学生在学校受伤时，该如何分级划分责任作出明确规定，让学校承担有限的责任。同时，也要加

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法律教育，对学生的社交进行引导，避免小矛盾升级为校园霸凌……

第二，吸纳社会力量，完善校园保险。政府和教育部门可以优化校方保险，改进赔付标准，增加保

险额度上限，明确好责任范围，优化保险规则或出台更多的保险种类，覆盖课间活动，让学生有保险“兜

底”，进一步减轻学校和家长的负担……

第三，作为家长，也应当对孩子和学校有一定的容忍度。孩子是手心里的宝，但温室里的花，终究

会有面对风雨的一天。课间玩耍轻微磕碰在所难免，只要是无心之过，一些小伤也并非不可容忍。对于

孩子在课间活动，家长应破除“学习至上”的极端想法，支持孩子在课间放松身心……

第六步——总结结尾：

找到校园安全与学生自由的平衡点，才能化“静”为“动”，让课间充满欢声笑语。我相信通过以

上措施，我们能够把孩子们从“厕所社交”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没有顾虑地拥抱阳光和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