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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省实有39位博士老
师，大多是近三年来招聘。

“他们沉得下来，又能走得
出去。”全汉炎介绍，博士老师
能沉下来搞学问，走出去讲学、
交流也显示出很高的学术水
平。有的博士老师已经从高一
教到高三，完成一轮完整高中
教师的历练。

对于博士老师，全汉炎寄
予厚望：“头三年专注于课堂、
站稳讲台、熟悉中学业务，三
年后放飞，跟广东省教育研究
院进行紧密合作，大量参与课
题研究，走到教研一线，成为
广东的基础教育研究的主力
军。”

一些名校老师，本科就是
以竞赛生身份进入清华、北大，
到省实任教后，也担负起竞赛
老师的职责。目前，已经形成
了五大学科从初中到高中的教
练体系。

近年来，学校竞赛成绩成
为一些学生和家长挑选学校的
指标之一。

省 实 竞 赛 成 绩 优 异 ，为
有学科特长的学生提供选择
和支持。但同时，全汉炎并
不主张学生过早、低龄地走
上竞赛道路，“人文素养、科
学 素 养 、艺 术 素 养 、体 育 素
养，是影响学生一生幸福的
因素。无论将来走竞赛还是
普通高考，这些素质都是作
为一个人所必须的。小的时
候更重要的还是全面发展打
好 基 础 ，健 全 人 格 、健 康 身
心，不要过早地走竞赛‘专业
化’的道路。”

省实做教育的“定力”，正
是体现在坚持做对学生终身发
展有利的事情。全汉炎表示，
无论新办多少校区，教育要回
归本源，教育的本源和目的就
是培养人和发展人。省实的目
标是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平
台，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选
择，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
供跑道，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
定基础，做广东基础教育的领
头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
求，全面实行大课间体育活动制
度，每天统一安排 25—30 分钟
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广州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从
2006 年开始进行大课间评比，
2012年后基本上每年评比一次，
从今年开始，拟每两年评比一
次。通过大课间评比来检查大
课间体育活动的落实情况、开展
形式、活动内容等，根据评比情
况，给出完善或修改建议等。

大课间活动评比不仅能“以
赛促练”增强学生的体能，通过
评比，还能促进学校不断优化大
课间活动内容、练习形式、运动
密度和运动强度的设计，以达到
更好的锻炼效果。除了体育课
堂育人外，大课间是一种新的育
人形式，学生每天通过30分钟左
右的锻炼，对体育课堂教学内容
进行延伸或巩固，评比能有效促
进学生科学合理地锻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州
大部分小学教学楼一楼都是架
空层，如此设计，也是为了在下
雨天，孩子们也能在架空层上体
育课和开展体育锻炼。一般从
二楼开始是教室，考虑到孩子们
上下楼梯的安全性以及时间的
问题，有的学校会建议学生下课

后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活动。
“我们家孩子今年刚读小学

一年级，他的教室在三楼，课间
10 分钟孩子们上个厕所或者去
打水，其实都用去一半时间了，
我觉得下楼去操场疯跑没有必
要，他们在大课间和体育课上能
得到充足的锻炼就好了。”家长
蒙先生表示，虽然这个年纪的孩
子长身体是关键，但是课间10分
钟如何安排，还是应该安全第
一，“学校可以在教室和楼道里
多想想办法，安排一些适合孩子
活动的区域。”

家长李女士表示，虽然孩子
们在学校安全第一，但是课间10
分钟如果孩子想下楼去活动，老
师应该支持，叮嘱孩子在楼梯上
不打闹就好了，“应该给孩子更
多选择的自由，给他们课间10分
钟可以肆意奔跑的自由。”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和悦
小学校长陆常波表示，学校一直
鼓励学生们走出教室进行运动、
交流、阅读等有益身心的课间活
动，为此学校在每层教学楼都专
门设置了图书角供同学们课间
翻阅图书。他介绍，不少学生课
间喜欢打乒乓球和下棋，“这些
运动稍微和缓的项目比较适合
学生在课间放松，也不会因为疯
跑而满头大汗，影响下一节课的
状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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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前身，从 1872 年的

“清朝留美学童先修班”伊
始，广东实验中学（以下简称

“省实”）就打下了为国育才、
教育强国的烙印。2023 年，
建校 99 周年之际，办学规模
空前扩大步入“一校四区”时
代的省实，将保持定力、走好

“省实路”——做让学生喜欢
的学校，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供平台，为学生的个性发
展提供选择，为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提供跑道，为学生
的终身幸福奠定基础，成为
广东基础教育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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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炎刚到省实
工作的时候，学校规模只有越秀中山四路校区、总面
积38亩。今年，随着白云校区招收第一批初一新生，
省实扩大为“一校四区”——越秀校区、荔湾校区、云
城校区、白云校区。其中，越秀中山四路校区是纯初
中，荔湾坑口校区为纯高中，云城校区为小学，白云校
区为初中、高中一体。

成为跨越小学到高中 12 年学段，两个校区有初
中，两个校区有高中的“教育综合体”，对于即将迈入
百年的省实来说意味着什么？

全汉炎表示：“意味着省实爱国、团结、求实、创新
的校训得到传承和发展；以人为本、以德树人、以质立
校的办学理念得到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办人民
满意教育的理想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社会对省
实的认可和期望更高了，我们的责任也更大了。”

“保持定力”是全汉炎在办学规模空前壮大之时，
对自己不断地提醒，“一定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做
对学生终身发展有利的事情，走好省实路。一是要坚
定不移走素质教育、五育并举之路；二要坚持守正创
新，做实验区里的试验田；三要以优质化、信息化、特
色化、集团化、国际化为抓手促进学校的高质量发
展。”

目前，广州教育格局正
在改变，传统名校增校区、
扩规模，新办学校林立，教
育教学面临改革，家长们的
教育焦虑有增无减。

“教育是舞台，不是擂
台，不要总在学校之间分高
低，唯升学、唯分数的评价
方式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学校应该各美其美，百花齐
放。”无论教育格局如何变
化，全汉炎始终认为，判断
一所学校最基本的一点，

“就是要让孩子喜欢学校、
喜欢上学、喜欢读书、喜欢

老师、喜欢同学、喜欢校内
的一草一木，对学校有认同
感。”

其次，看学校对学生的
发展有没有提供选择性、学
生有没有找到发展空间、个
性是否得到张扬，“每个学
生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牺牲
一部分而成就另一部分，甚
至牺牲一大片成就一小部
分，那是不行的，一所学校
一 定 要 给 学 生 提 供 选 择
性。”全汉炎说。

省实做教育的风格，体
现 在 点 滴 之 间 ，例 如 食

堂。每周三下午，白云校
区开放家长到学校陪孩子
们用餐，是了解也是监督。
学校食堂不采取承包制，因
为一承包食堂就会追求利
润最大化，因此餐饮经营和
配送分别是两个完全无关
的团队，互相监督，餐饮经
营只管把饭做到最好吃，
配 送 的 只 管 配 送 优 质 食
材。签约机制方面，采取

“1+1+2 模式”，第一年合
格 ，签 第 二 年 ，第 二 年 还
好，再签两年，以此保障食
堂食品的安全和高质。

两年内，从两个校区扩展
到四个校区，学段扩展到小
学，对省实的发展是机遇也是
挑战。“规模大了，学段多了，
对学校的治理水平确实是一
个挑战。”全汉炎表示，挑战倒
逼改变、带来机遇。

“首先，倒逼管理层以
信息化手段为支撑，探索多
校区的科学治理。”如今，全
汉炎的办公室旁边就是信
息智能化的指挥中心，各种
线上会议随时召开，每个校
区的任何课堂和校园情况

一览无余，细致到每个学生
的数据，甚至某学生一顿饭
在饭堂刷了多少钱都清清
楚楚。

其次，探索基础教育跨
学段、贯通式培养的模式，
形成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
养的发展路径。

第三，学校扩大编制，
为人才的引进和教师的发
展创造更大空间。

近年来，“一校多区”学
校占据广州教育“半壁江
山”，其中甘苦各校不同，多

校区治理成为每个学校必
须完成的答卷。

如何平衡不同校区间竞
争与共享的关系，避免校区
之间“各自为政”？省实的
办法是“校区之间不竞争、
不比较、不攀比。”全汉炎强
调，各个校区一体化、无差
别管理，校区之间不比较，
但不同校区内同一年级的
班级进行比较，从而保持教
学活力，做到资源共享增
量，教研互动提质，师资流
动增能。

近年来，广州市中考人数
屡创新高，高中学位紧张。明
年省实白云校区如何招收首
届高一新生，成为关注热点。

全汉炎透露，省实将勇担
社会责任，在考虑学校实际
情况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提
供优质学位，“明年，白云校
区高一预计招收600人，但最
终数据以教育管理部门公布
为准。”

荔湾校区和白云校区明
年高一计划双代码招生。往
年荔湾校区高一招生约 850
人，如果白云校区招生 600
人，省实高一招生规模将达到
约 1400 人，将成为广州招生
规模最大的高中。

此外，特长生招生人数也
将有所扩大。学校高水平艺
术和体育团队将根据两个高
中校区特点，均衡布局。例

如，省实“王牌”校队，舞蹈队
和交响乐团布局在荔湾校区，
合唱、民乐团在白云校区。但
最终方案以管理部门批准为
准。

师资方面，省实三年来提
前招聘和储备教师。此外，每
个校区新老教师均衡搭配。
对于新校区，全汉炎除了关注
师资，更关注文化，“必须有很
多老教师到新校区以老带新，
不仅仅是确保教学质量，更重
要的是传承文化，所谓文化是
省实人做事的方式，不能走
样。”

为了吸引老教师乐于到
白云校区教书，学校提供了条
件优越的教师公寓，以及职称
评定的优惠政策，“白云校区
是环境最好、最先进的一个校
区，很多老教师来了就不想走
了。”

广州市中小学校各出奇招

每天 分钟大课间间
让学生老师动起来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图/学校提供

日，“课间十分钟”话题引起热议。对此，教育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

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
法，中小学校要确保学生课间正常活动，要求中小学
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
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记者从广州市教育局了解到，从2004年开始，市
教育局就提倡中小学每天要有大课间。2006年开始
在全市范围内举行大课间评比。广州中小学重视每天
至少半个小时的大课间，跑操、跳绳、打篮球……各学
校为了在大课间的评比中脱颖而出，各出奇招。

每天早上进入校园后，孩子
们先走进教室把书包放好，随着
大课间音乐响起，自觉在教室门
外的走廊上排好队，在老师的指
引下，整齐有序地下楼去到操
场，开始蹦蹦跳跳的大课间。这
是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第二
小学部（以下简称“省实荔湾二
小”）每天的第一课，“我们把大
课间安排在每天的第一节课，就
是希望通过运动，唤醒孩子们的
身体机能，为接下来一整天的学
习注入能量。”省实荔湾二小副
校长林琳表示，学生和家长都特
别赞同用运动的形式开启孩子
们在学校的一天。

不久前，省实荔湾二小在
2023 年荔湾区大课间比赛中获
得了区特等奖，“对于我们这样
一个才创校两年的学校来说，真
是莫大的鼓舞。”林琳表示，大课
间活动是全体学生一起参加的，
30 分钟的课程怎样科学编排，
特别考验学校的老师。“我们只
有一、二年级的学生，依托动感
活力的啦啦操，融入柔韧操、跑
操、拓展游戏多个环节。以柔韧

操为例，低年级孩子，是锻炼提
升身体柔韧性、灵敏性的关键
期，所以我们用花球做道具，编
排了适合他们特点并且有趣的
柔韧操。然后选择孩子们喜欢
的、充满童趣的音乐，再加上翻
滚穿越障碍物等形式的游戏，半
个小时的大课间很快就过去了，
孩子们常常意犹未尽。”

省实荔湾二小大课间的啦
啦操不仅孩子们喜欢跳，学校老
师也跳得不亦乐乎，“调动老师
的积极性非常重要，对于老师来
说，这套操简单易学，而且随时
随地都能跳，特别适合日常的运
动。”林琳说，学校每天会保证学
生 1.5 小时的户外运动，除了大
课间的半小时外，下午还有阳光
体锻，课间 10 分钟老师也从来
没有规定孩子们不能离开教室，

“相反，我们是鼓励学生走出教
室，并创造课间活动的条件。在
楼道宽敞的空间，都安排放置了
做仰卧起坐的垫子，有的同学会
利用课间 10 分钟练习仰卧起
坐，也有的同学会去跳绳或下棋
等。”

为了让学生们在大课间得
到充分的锻炼，广州协和学校的
老师从来不拖堂，下课铃一响，
在6分钟的动感音乐中，学生们
有序下楼。音乐一停，整个初中
部学生已经在一楼的球场排好
队，每个班都有固定的排队区
域，班长或者体育委员举着班
旗，带领全班同学开始跑操。9
分钟跑操过后，同学们回到各自
的班级方阵进行整体点评。

广州协和学校德育处副主
任梁少敏介绍，学校每天半个
小时的大课间可谓实现了德育
与体育的完美融合，“我们要求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操
场，班主任带着学生一起跑操，
一边跑一边喊口号，个个精神
振奋，展示班级风采，享受体育
之美。运动过后的课堂，学生
们也是精力充沛、满血复活。
除了每天坚持的大课间跑操，
我们每年还举行校内大课间评
比，组织参加区级、市级大课间
比赛。通过大课间比赛，可以

看到协和师生奋发拼搏、团结
一致的体育精神。”

近期不少学生感冒发烧，初
愈后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广州协
和学校的老师们想出了一个办
法，那些不能参加跑操的同学，
在操场的另一边，跟着学校党委
书记刘红梅一起练八段锦，“我
们真的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充
分利用好每天的大课间，得到应
有的锻炼。”梁少敏说。

“体能大课间”是广州市教
育局以提升学生体质健康工作
为抓手，聚焦“教会、勤练、常
赛”，强化体育课堂和校内一小
时体育活动质量，推动青少年文
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不
断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一
项比赛。

广州协和学校在广州市、区
级大课间评比中连续几年都获
得一等奖。“为了让学生们完美
体验大课间的愉悦，体育科老师
们用心编排每一套动作，孩子们
也特别喜欢，努力练习，把每个

动作做到位，呈现出特别好的效
果。”梁少敏表示，学校之所以在
大课间评比中总是能胜出，除了
因为孩子们展示出让人振奋的
精气神外，协和的大课间还融合
了学校文化和特色，如 2020 年
大课间比赛中整个初中部学生
站成“协和”二字让人眼前一亮；
2021 年学生们排成“XH110”献
礼协和110周年校庆，也获得一
致赞赏。“我们在体能大课间上
不断寻求创新，力求突破，注入
协和元素。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体育老师们在操场踩点圈画，指
导孩子们有序地在规定的字体
内环跑。老师们反复斟酌，不断
调整，从学生的人数着手安排，
到每一个学生具体的站位，再到
音乐时间的匹配，都一一作了缜
密的部署。大课间比赛是所有
学生都参与的，非常讲求团结与
合作，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孩
子们在训练中更爱校、爱集体，
凝聚力特别强，这种精神特别让
人感动。”梁少敏说。

定力：做对的事 走好省实路

好学校的标准：学生喜欢，让每个学生有选择性

多校区治理：不竞争、不比较、不攀比

白云校区：明年招收高一新生

竞赛：提供选择 但不要过早“专业化”

大课间安排在第一课，唤醒活力满满的一天

大课间评比，全员参与展示学校精神面貌

“以赛促练”增强学生的体能

省
实
省
实
：：

◀省实荔湾二小大课间的啦啦操

▲广州协和学校要求班主任
带着学生一起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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