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后服务让我们双职工家庭

不用逃班了！”下午5点，在长春市第

一实验小学门口，聚集着接孩子放

学的家长们。家长林丹说，“以前学

校下午3点左右放学，为接孩子，夫

妻俩轮流请假。接完孩子再赶回单

位继续工作，有时还要托亲朋代

管。听说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我们

第一时间报了名。”

除了可以晚点接孩子，一些学

校的课后安排还缓解了家长的“辅

导压力”。“在学校写作业更快，放

学书包都不用背回家。”长春市北安

小学学生聂炜伯说，老师还给批改

作业、讲错题，回家后和父母关系变

得融洽许多。

北京市黑芝麻胡同小学副校长

周京胜说，考虑到学生答疑的需要，

学校安排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

老师进行课后服务。教师参与课后

服务可以接触到不同班级的孩子，

年轻教师与骨干教师搭班也有助于

提高教学质量。

记者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

小学看到，下午放学后的校园格外

热闹。操场上、活动室里，足球训

练、跆拳道教学、合唱排练等活动丰

富多彩。“以前课后只能在教室写作

业，现在能选择很多特色课程。”世

纪城小学校长张文敏说。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减轻了

部分家长的经济负担。长春市二道

区远达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高先生

对编程课非常满意。“外面300

元一节的编程课，在学校

就能学习，给家长省了一大笔钱。”

他说。

记者采访发现，在各地探索课

后服务的过程当中，不同学校学生

参与率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学校尚

存在经费有限、教师参与积极性不

高等问题。

——学生参与率有较大差距。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兴实验小学

从2018年开始探索课后托管服务，

学生自主选择参与，目前实际参与

率超过90%。校长王学武说，开设

课后托管之初，学校针对家庭需求

开展问卷调研；根据家长诉求和建

议，开展了体育、艺术、科技等类别

的40余项活动。

但是，记者采访也了解到，有的

学校一个年级参与人数不足20人。

部分家长因为“担心麻烦老师”“怕

老师不高兴”，不敢让孩子报名课后

托管；也有部分家长认为学校“只是

把学生聚一起写作业，缺乏内容安

排，白白荒废时间”，更愿意让孩子

参加校外辅导班。

——经费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记者采访及梳理发现，课后服务多

数为地方财政出资，因此受各地财

政能力限制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

区，政府可以全额买单；而一些欠发

达地区，政府投入较少，学校课

后服务经费不足。

福州市教育局

答复相关问题

时表示，课后服务已纳入市、县（区）

财政预算，但补助最高的福州市市属

学校也仅是每生每学期100元补贴

标准，划转当日课时数仅每人0.5元。

贵阳市在2018年启动了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乐童计

划”，经费主要由市、县（区）两级财

政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每生每年300

元标准划拨。2019年之后，在原有

财政划拨经费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引

入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

经费。随着筹资经费渠道的增加，贵

阳市“乐童计划”升级版活动更丰富，

也更契合家长和学生的需求。

——针对教师课时增加缺乏配

套政策。“家长参不参与，教师是关

键。”北京市一位小学校长表示，家

长最关心的是谁来带班，希望能固

定教师。但实际上，不少学校教师

早上7点多到校，下班后还有批改作

业、备课等任务，每天要工作10小

时以上，课后服务只能由教师轮岗

完成。

长春市一所小学教师认为，课

后服务补贴平均一次只有二三十

元，难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有

小学校长表示，在课后服务的费用

分配上，教育监管部门尚缺乏具体

的政策指导。

受访业内人士建议，要切

实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

公里”，还需从制

度上加强顶

层设计，给予校内课后服务明确的

制度保障，理顺收费、托管和学生在

校时长等问题的关系，让学校负责

人“吃定心丸”。

——建议出台实施细则，完善

配套制度。比如，一些地方还规定

“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

等要求，与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要求

的关系尚未理顺。

长春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宁建

议，针对学校顾虑的资金分配、校园

安全等问题，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应

出台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实施细则，

明确财政补贴标准，促进资源合理

分配。

——完善教师激励机制，调动

各界参与积极性。北京市海淀区教

委明确提出，下一步在提供大面积、

全覆盖的课后服务工作过程中，在

增大工作容量与时长的情况下，要

做好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同时，进

一步做到“家校社”联动，学校组织、

家长志愿、社会支持，解决师资不足

问题。

部分受访人员建议，可以将学

校老师也纳入购买服务的范围，让

他们在充分发挥个人专长育人的同

时，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不仅能

增强老师的劳动获得感，也能让老

师感到受尊重。

——给学校更多自主权，提高

课后服务质量。一些专家和学校管

理者建议，课后服务应该给学校更

大自主权。一些地方规定，坚决禁

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

集体补课、集体教学等，但如果学校

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给学习困难的学

生提供课后辅导，也能满足家长对

课后服务的需求。

（新华社）

课后“三点半”难题
校园“延时服务”来了！

有何改善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并要求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普遍的正常下班

时间后半小时。延长了学生在校时间，学校的老师够用吗？不向学生收取费用，常态化保障跟得上吗？

学校课后服务
广受家长欢迎

各地参与程度存在差异
部分学校经费紧张

尽快完善教师激励
等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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