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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小学陆续返校复课了，大
家戴口罩上学，进校测体温，都很自
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复课后
的学生如何开展体育运动？上体育课
是否要戴口罩？学生复课后，有不少
孩子戴着N95口罩上学，甚至戴这类口
罩跑步。家长担忧，这会不会就引起
很多孩子心肺功能受损？

户外体育课可以不戴口罩

不少家长已经发现，孩子戴口罩
时往往“张嘴呼吸”，还有的孩子戴着
口罩呼吸困难。针对这一现象，东华
大学纺织学院研究员靳向煜表示，佩
戴口罩就好比是给自己的呼吸系统设
置了一道“过滤屏障”，这道屏障既要
阻隔颗粒物、飞沫等，又要保证呼吸顺
畅。儿童肺部力量相对较弱，长时间
佩戴的儿童口罩首先就是要求“通气
舒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感染管理科主任何浩表示，N95口罩
能过滤掉95%的微小颗粒，这势必会
影响它的透气性。戴久了会因缺氧、
二氧化碳潴留酸中毒，而感到困倦、头
晕、胸闷。不建议孩子戴着口罩做剧
烈运动，可能会引起缺氧。

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印发《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广州市中小学校体育
与健康教育教学指引》（以下简称《指

引》）。《指引》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广州
市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要坚
持预防为主、安全至上。师生之间、同
学之间要保持安全间隔距离，人员不
得聚集；宜选择安全性较高的教学内
容；场地（所）、器材、教具须按防控要
求进行消毒。户外运动时，在相互间
保持安全间隔距离的基础上，可以不
戴口罩 。

体育课须安排在室外

广州市教育局指出，要合理规划
体育课、大课间体育活动内容及场地
安排，以发展心肺功能的有氧徒手运
动和单人自主完成的练习动作为主，
练习密度达到体育与健康课标的要
求，注重实际效果。

教学方面，《指引》建议整体行
进。整体行进时建议采取一路纵
队，前后距离建议在 2 米以上；如确
需并排行进时，左右间隔建议在2米
以上。 场地器材方面，合理选择教
学场地。体育课、体育大课间须安
排在室外的运动场所。如无条件，
所安排的运动场所须确保通风良好
（有 条 件 的 学 校 建 议 增 加 机 械 通
风）。避免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聚
集上课。器材尽量不交换使用，器
材使用前后要消毒。

体育课前，要做好课前检查（含场
地、器材、人员身体状况），熟悉疫情防
控和教学全过程安全的应急处置预
案。课前要提示学生自带饮水壶（杯）
和毛巾，提倡喝温水，课前课后提示学
生及时洗手。

体育课学生不面对面站立

体育课中，不密集站队，学生之

间间隔距离建议最大化，不面对面
站立，避免进行身体直接对抗性和
接触性的体育活动。技术动作学习
要相对简单易学、行之有效。不选
择需他人保护和协作完成的技术动
作，避免安排手触地、扶墙或栏杆等
教学内容。如动态体能操（唤醒及
激活肌肉）以单人、独立、自主活动
形式进行。

在教学组织方式方面，不提倡采
用学生面对面站立式教学的方式。尽
量做到不闲谈，要避免面对面说话。
教师在指导学生时距离建议不得少于
2米，避免正面面对学生。

大课间活动应确保学生之间间隔
距离达到防控安全距离。各学校可根
据本校场地实际，对学生之间的间隔
距离进行最大化安排，场地不足的学
校可采取分批错峰进行。大课间活动
尽量安排以自主单人完成的练习动
作，不宜采用互动或其他不利于疫情
防控的锻炼项目和方法。

户外运动时，在相互间保持安全
间隔距离的基础上，可以不戴口罩。
运动前正确存放口罩，运动完毕，待呼
吸平稳、洗手后及时戴口罩。

在教学过程中，如发现学生身体有
异常情况（如发热、乏力、干咳及胸闷等
疑似新冠肺炎症状），须按照学校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指引进行处置。

复课后 体育课如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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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第十六中学初一学生在操
场上运动。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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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普及型著作，向

广大读者介绍考古学和考
古研究成果。书中按照人
类历史发展的顺序，比较
系统地概括了世界范围
内各国考古工作者，尤其
着重介绍了德国考古工作
者所取得的最新重大考古
发现和研究成果，是对英、法、
美等国家同类著作的重要补充。

本书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图片丰
富，概括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猿人几

百万年的生理进化和物质文化的漫长
发展，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畜牧和

定居生活，以及青铜器和铁器时
代在冶炼加工金属的基础上

逐渐出现劳动分工和贫富
分化，最终产生社会阶
层，出现世界文明古国，
一直描述到包括第二次
世界大战在内的近现代
历史。作者恰到好处地

抓住了人类各个历史时期
的特点，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人类社会的演变发展进程，同时
突出了考古学在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卓
越贡献。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记者
5月9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发展的意见提出的“坚决禁止应试、超
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
为”要求，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义
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
（试行），为各地查处培训机构超标超
前培训行为提供了具体依据。

负面清单共涉及义务教育阶段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学等
六门学科，每门学科的负面清单包括

“原则要求”和“典型问题”两部分。“原
则要求”部分从课程标准规定、教科书
难度、教学进度等方面提出基本要求，
理科科目还对练习题提出基本要求。

“典型问题”部分按照各学科的各项培
训主题列举了超标内容，便于各地对
照使用。例如，数学负面清单中，小学1
至3年级超标内容包括“四位数及以上
的加减法计算”“方程的认识，列方程
解决问题”等，英语超标内容包括“要
求一、二年级学生进行英语书写训练”

“在小学阶段讲授国际音标”等。
据了解，负面清单为试行，将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
教育部要求，各地在做好校外培训机
构学科知识培训内容备案工作的基础
上，依据负面清单严肃查处超标超前
培训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
外负担，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
局面。

校外培训超标超前如何界定？

教育部印发负面清单

荐书
《考古寻踪：穿越人类历史之旅》

本报讯 （记者 沈静）“中国力
量”——四川美术学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主题创作展日前在四川美术学院
大学城校区美术馆开幕。《冬去春来
（雕塑）》《英雄之城（油画）》《党员重症
病房记（综合材料）》《抗疫一线的老党
员（雕塑）》《春天的守护（油画）》等展
出作品表现出全国人民同舟共济、齐
心协力，广大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
迎难而上、舍生取义的情怀，汇聚成抗
击疫情的磅礴中国力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在
全国上下共同防控疫情的紧要关头，四
川美术学院再次承担起“为人民而创
作”的使命，迅速反应，科学谋划，全面
启动“中国力量“——四川美术学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主题创作，涌现出一大
批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优秀艺术
作品。

创作就是力量。川美师生积极行
动，自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开

始，首批110张设计作品经过三天两夜
的奋力创作迅速完成，引起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为进一步激励全国人民众
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定信心，四川美
术学院正式启动面向全校师生的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创作活动，在庞茂
琨校长、翁凯旋教授、陈树中教授等著
名艺术家的带动下，上千名师生踊跃
参与，创作出主题艺术作品 1000 余
幅。本次展览遴选出近300件优秀作
品进行展出。

本次主题创作还得到了重庆医科
大学的大力支持。重医前期收集整理
了300余张来自6家支援湖北抗疫一
线医院的医护人员、科研攻关的图文素
材，积极参与到川美大型群雕《冬去春
来》的创作中。这些抗疫英雄的真实故
事，生动的现场图像，为川美师生提供
了创作的生动素材和灵感源泉。

此次展览实行预约、限流参观，将
持续至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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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主题创作展现中国力量
四川美术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题创作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