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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诗 词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瑰

宝，古诗词中的佳句、典故，以及

蕴藏其中的美感、诗意，早已融

入 我 们 的 文 化 血 液 。古 诗 词 之

美，在于它用想象力和灵性滋润

着我们的心灵世界，以丰厚的精

神养分哺育着我们的审美、情怀

与眼界。因此，今天的孩子仍要

多读古诗词，用诗意滋养童年。

家长或教育工作者，应给予孩子

怎样的古诗词教育？又有哪些方

法 可 以 引 导 孩 子 感 受 古 诗 词 之

美呢？本期《话题》就来分享几位

读者的感受和经验。

“诗意”滋养童年

（第8版）

吃蛋糕没事，吃蛋羹却起了风

团；一喝牛奶就呕吐、拉肚子……

食物过敏儿童的一日三餐令家长

备感焦虑。食物过敏会伴随孩子

终生吗？要做哪些检测才能确诊？

如果致敏食物不能吃，该如何保

证营养？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四届

协 和 过 敏 性 疾 病 国 际 高 峰 论 坛

上，多位变态反应科和儿科专家

为 家 长 详 解 呵 护 食 物 过 敏 儿 童

“应知应会”。

呵护食物过敏儿童，
家长“应知应会”有哪些？

（第6版）

值班副总编辑 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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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到来，疫情防控怎么做？
——访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让体育运动成为助力成长最好的礼物
薛原

严禁挤占体育课要有配套的“惩戒权”
龙敏飞

新观察

2020 年秋季学期即将到来。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各校开学

前应做什么准备？师生返校有什么

要求？开学后如何管理？教育部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

王登峰作出权威解答。

秋冬季疫情防控有新规

问：新学期学校疫情防控有什么

新要求？

答：结合秋冬季疫情防控形势

和全面复学复课需要，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对前期

制定的相关技术方案进行了修订更

新，联合印发了高等学校、中小学校

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技术方案。

更新版方案取消了原方案中关

于“学生宿舍床位重新分配，减少人

员并拉开距离”“用餐桌椅同向单人

单座并保持间隔 1.5 米”“每个宿舍

居住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6 人，人均

宿舍面积不少于3平方米”“每名学

生（课桌）前后左右间距保持 1 米”

等硬性隔离条件，更好地保障正常

教育教学秩序和全面复学复课。

同时，更新版方案对学校重点

区域管控、校门管控及师生健康管

理提出更加明确要求。增加了“把好

校门关，教职员工和学生入校时查

验健康码，保证入校人员身体健康”

“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学生和教职员

工返校时须向学校出示近一周内的

核酸检测报告”等内容。

加强学校管理严把“校门关”

问：开学前，学校要做哪些准备？

答：学校要提前做好消毒剂、口

罩、手套等防疫物资储备。高校应设

立（临时）隔离室，并安排专人负责

学校卫生设施管理、卫生保障、监督

落实等工作。中小学开学前对学校

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彻底清洁，并

开展预防性消毒，在校门口就近设

置临时等候区，并根据有关规定按

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足额配备校医

或保健教师。托幼机构开园前应当

对园内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彻底清

洁消毒，设立观察室或临时隔离室。

问：学校日常管理如何加强？

答：在日常管理方面，高校坚持

落实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因

病缺勤追踪登记制度等。中小学校

要加强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晨午

检，对住宿及参加晚自习的学生增

加晚检，并坚持“日报告”“零报告”

制度。对因病缺勤的教职员工和学

生要密切追踪其就诊结果和病情进

展。严格执行复课证明查验制度，及

时对患传染病学生复课的病愈证明

进行查验。托幼机构要坚持早、中、

晚“一日三报告”制度和点名制度，

每日掌握教职员工和幼儿动态、健

康情况。

问：如何把好“校门关”？

答：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入校时

严格进行体温检测，查看健康码，保

证入校人员身体状况健康。中小学校

实行校园相对封闭式管理，全面梳理

所有进校通道，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

准进校，师生进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

检测体温。提前掌握教职员工和学生

开学前14天健康状况、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等。托幼机构要提前掌握教

职员工和幼儿健康状况，登记排查入

园，做好健康观察。

问：食堂卫生怎么保障？

答：高校要采取错峰就餐，就餐

排队时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中小

学校应当加强对食堂的清洁消毒和

卫生安全管理工作。托幼机构要加

强饮食饮水卫生。做好餐车、餐（饮）

具的清洁消毒。

返校途中戴口罩发热干咳须报告

问：在校要戴口罩吗？

答：高校学生返校途中要求随

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

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在校园内的学生和授课老师，可不

戴口罩。中小学生应当随身备用符

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相当

防护级别的口罩，低风险地区校园

内学生无需佩戴口罩。幼儿在托幼

机构期间不建议戴口罩。

问：高校师生返校有哪些要求？

答：学生和教职员工要做好自

我健康监测，开学前进行连续14天

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健康状况和活

动轨迹，并如实上报学校。

高校师生返校途中要全程佩戴

好口罩，做好手卫生。如返校途中身

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

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在飞

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

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

测、防疫管理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

情况报告学校。

问：境外师生返校有哪些要求？

答：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知

一律不返校，返校时按照有关要求

向学校出示核酸检测证明材料，入

境后严格遵守当地规定。

问：如果发现疑似病例怎么办？

答：学校所在地区新冠肺炎疫

情风险等级发生变化，应当按照当

地疫情防控要求执行。学生和教职

员工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应当

立即做好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并

及时报告学校。如发现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学校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

置机制，第一时间向辖区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报告，配合做好流行病学

调查、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和消毒等工作。对共同生活、学习

的一般接触者要及时进行风险告

知，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时要及

时就医。教职员工和学生病愈后，返

校要查验由当地具备资质的医疗单

位开具的复课证明。

（新华社 胡浩）

近日，教育部针对在政

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中，关于要保证青少年

体育锻炼活动时间的提案

做出回应，确保学生每天锻

炼1小时，严禁挤占体育课

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时间。

回应指出，要严格落实

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保质保量上好体育课。明确

要求中小学生校内体育活动

时间不少于1小时。针对突

发疫情，教育部印发了《关于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做好学

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体育教育

教学活动，创新形式加强学

校健康教育教学。

下一步，教育部要在已

有工作基础上，深化学校体

育教育教学改革，修订体育

课标和教材，持续实施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加强推进体

育品牌项目建设。

同时，要加强体育师资

场地设施建设。要求指导各

地制订体育教师配备和场地

器材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体育美育

浸润行动计划”，开展体育对口定点帮扶

和志愿服务。实施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支

教计划，推进高水平退役运动员任职体

育教师工作。

除此之外，还要健全学

校体育督导评价体系，持续

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稳

步推进体育中考改革。

（北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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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即将到来，安静的校

园又将重现活力。从假期给孩子

留一份体育作业，到校园里保证

每天一小时锻炼，从强健体格到

塑造人格，体育在青少年成长中

的多元价值已经得到社会各方的

认同。新学期的体育课，各地都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积极求变，

以安全有序为前提，确保体育能够

伴随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

优化课程设置，将体育课分

散进行；操场上保证安全距离，避

免聚集；开学之初以体能恢复性

锻炼为主，循序渐进……这些措

施，都是校园体育课做出的针对

性安排。如果将校园生活比作一

块五光十色的拼图，体育一定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亮色。培养运动

爱好，掌握运动技能，离不开每一

堂生动活泼的体育课。让孩子们

在体育课上“撒撒欢儿”，不仅舒

展身体，更是放飞心灵。

在“ 健 康 第 一 ”理 念 的 引 导

下，体育教育已经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就普遍存在的青少年近

视问题而言，有专家论证，保证青

少 年 每 天 一 小 时 的 户 外 体 育 活

动，可以有效降低近视发生率。而

参与足够的体育活动，为青少年

成长带来的价值远不止于预防近

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体育应当成为撬动素质教育的重

要杠杆，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发

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当

前校园场地、体育师资都还存在

着一定的缺口。除了体育课，为孩

子 们 的 成 长 创 造 更 多“ 体 育 供

给”，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

成合力。校园里的体育兴趣小组、

各类运动俱乐部，周末的校外体

育培训机构，都是在为孩子们的

体育生活提供更为多元和专业的

选择。

迎接新学期，让体育课带来更

多欢笑和健康，让体育运动融入

孩子们的生活，收获健康的身心，

这是帮助他们成长最好的礼物。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改变了很多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和

习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即使

再忙再累，也要锻炼身体、增强体

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

人。对正处在

成 长 发 育 期

和 学 习 黄 金

期 的 青 少 年

来说，拥有一

个 健 康 的 身

体尤为重要。

缘于此，政协十三届全国委

员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中 ，要 保 证 青

少 年 体 育 锻 炼 活 动 时 间 的 提 案

引发了热议。随后，教育部及时

进 行 回 应 ，明 确 要 求 中 小 学 生

校 内 体 育 活 动 时 间 不 少 于 1 小

时 。这 是 值 得 肯 定 与 点 赞 的

举措。

从 长 远 的 角 度 来 说 ，“ 确 保

学 生 每 天 锻 炼 1 小 时 ，严 禁 挤

占体育课”是良性的、科学的做

法 ，应 确 保 这 项 规 定 得 到 有 效

落 实 。具 体 如 何 操 作 呢 ？个 人

觉 得 ，要 在 树 立 起 必 要 的“ 高

压 线 ”之 后 ，再 通 上“ 高 压

电 ”—— 即 应 该 有 配 套的“惩戒

权 ”。比 如 ，若 是 发 现 有 学 校 存

在 挤 占 体 育 课 的 情 况 ，那 么 该

学 校 在 评 优 评 先 方 面 、该 学 校

的 管 理 层 在 晋 升 方 面 实 施“ 一

票否决”，或是三五年之内不得

参 评 、晋 升 …… 当 配 套 的“ 惩 戒

权”及时跟上了，这样具备长远

目 光 的 良 性 规 定 ，将 更 制 度 化

的落地生根。

再言之，爱护孩子，就应该从

爱护他们的身体开始，此次教育

部出台严禁挤占体育课的规定就

是一个不错的契机，希望配套的

惩戒措施能够及时跟上，给孩子

们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身体健康

成长的环境。

新华社北京 8月 20日
电 记者8月20日从教育部

获悉，为做好 2020 年秋季

学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

工作，教育部日前印发通

知，要求全面恢复教育教

学秩序，科学精准做好校

园疫情防控，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

按照高等学校、中小学校

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技 术 方 案 要

求，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

势和学校实际，积极稳妥

制定开学工作方案。学校党

组织书记和校长（园长）作

为第一责任人，要组织教职

员工做好开学准备，落实对

师生员工的健康监测要求，

全面排查各类设施设备安

全隐患，按照“错区域、错层

次、错时、错峰”“属地统筹”

等原则，周密安排 2020 年

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全面恢

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通知提出，开学前，要

建立完善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和

校园环境卫生整治，“一人

一档”制定返校学生信息台

账，确保学生返校全程可追

溯。开学后，要严格日常管

理，严格把好校门，严格活

动管控，强化教室、食堂、宿

舍、实验室等重点场所疫情

防控及安全管理。突出对

“重点地区、重点人、重点

节点、重点事”的防控。

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方

面，通知提出，要确保应急工

作机制运转顺畅，一旦发现

疫情，能够快速启动，第一时间隔离、第

一时间报告，高效处置，将疫情处置控

制在合理范围。

线上阅读的正确打开方式

如今，空中课堂、居家阅读催

生阅读课堂新变化，线上阅读应

运而生：学生通过多媒体终端、手

持设备居家阅读，获取海量电子

书、阅读公开课、名家讲坛等，实

现了“开机即开卷”的便利阅读。

然而，开卷未必有益。线上阅读

如果仅停留在上线阅读，学生浮

光掠影地接受视听刺激，其弊端

也会逐渐显现：缺少资源整合，

阅读不系统；缺少话题挖掘，阅

读不深入；缺少激励促进，阅读

不长效。因此，线上阅读还需要正

确的打开方式。 （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