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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是暑托班的办班点之一，汇集了40多个孩子。整

个办班区域相对封闭，有志愿者值守，下课休息时

也有志愿者开展安全巡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王嘉毅是这个点位的班主任，也是位初中语

文教师，每天上午的第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带着孩

子们诵读古诗文。他说，除了市区两级配送的活

动，街道和暑托班的志愿者也为孩子们带来了精

彩且有特色的活动。由于是混龄班，这对班主任

和活动指导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让每个孩

子都能听得懂，所以老师更多地采用体验式、沉

浸式的方式开展活动，在寓教于乐中让小朋友度

过快乐的每一天。

上师大美术学院大三学生龚思妤是“艺术创

意活动”的负责人。她说：“街道团工委找到了我

们学院团委，希望以联建共建为平台，发挥学院

师生的艺术特长，为暑托班活动助力。我在学院

招募了十多名志愿者，每个人的专业能力、敬业

态度，学院事先都进行了认真调查和选拔。古美

路街道的暑托班共有4个点位，我们的‘艺术创

意活动’覆盖了各个点位。等到暑托班结束后，

我们还要办一个小小画展呢。”

在扎染活动中，孩子们要亲手完成一件扎染

作品，展示自己的创意和个性；在软陶活动中，学

习捏、塑、刻和彩绘陶器的技法；在剪纸活动中，

孩子们通过剪、折和粘贴纸片，创造出各种华丽

的图案。其他还有书法活动、国画活动、创意美

术活动等。

庄臻小朋友说，比在家里一个人过暑假快乐

多了，不仅能学到知识，还有同伴一起玩，有几个

还是他同校的同学呢。这几天正跟着老师学国

画，要画一幅江南水乡图，他说：“我去过长沙的

老街，也去过上海的七宝老街。我一边画一边

想，水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孩子太小，每到寒暑假，双职工家庭都会

遇到没人照管孩子的难题。有教育界人士表

示，不仅现在有，自从有了现代学校的放假制

度后，这个问题就存在了。怎么解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继元说，必须首先明确一个

问题，孩子暑假生活的基本定位要与义务教育

相区分，上学就是上学，放假就是放假，全世界

皆如此，教师也要放假，有些学校还要在假期

里修缮校舍。“所以，孩子的假期生活应当符合

家庭多样化需求，给家长留出充分支配的时间

和空间，方便那些有条件的家庭自由安排旅

游、夏令营等活动，而不是一定要把放了假的

孩子又‘圈’到某一个集体里。说白了，放假就

是回归家庭。”那么，对于有照管孩子困难的家

庭，建议由社区、单位、学校联合组建暑托班，

就近照管孩子。就像过去，家长上班时会将孩

子寄托在邻居家或带到单位里。在上海，目前

很多社区服务中心建立了学习教室，还辟有社

区食堂，是否可以在暑假里将这些场所开发成

临时的社区暑托点。此外，一些有条件的单

位，也会在暑假里内设暑托班，这都是很好的

尝试。但是，由社区或单位担负起一定的暑托

责任，肯定会遇到诸如政策壁垒、资金补贴、场

地安全保障、相关工作人员积极性调动等问

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助力与托底。

“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只

有家庭、学校、社会多管齐下，青少年才能安全

健康成长。”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芦琦教授说，解决暑期小学生“看护难”问题需

要形成社会合力，仅仅依靠社区教育的力量也

会陷于资源有限、人力不足等困境。今年全市

的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可以服务的小学生多达

6万人次。其中，许多高校的大学生也主动进

入社区，开展暑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此外，暑

期青少年社区教育还可以与“15分钟社区生活

圈”相融合，不再是某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而是

充分发挥好上海学习型城市“人人可学、时时

可学、处处可学”的优质终身教育资源优势，让

孩子们从小共享灵活便捷的学习型生活。

家住天山路的李女士最近有点闷闷不乐。

她女儿读小学三年级，同一个小区里另有三位同

校、同年级的女生，家长之间十分熟悉。在今年

暑假前，四位妈妈就商议，由于都是双职工，是否

可以每天由一个家庭的家长轮值，将四个孩子集

中到一家，上午做作业，由这家负责午饭，下午打

个地铺小睡一会儿，然后做游戏、看书或看电视。

这个提议获得了四个家庭的一致同意。没

想到，轮值照管孩子才半个月，不仅孩子之间闹

起了矛盾，连家长在微信群里说的话也颇多怨

气。起因是有个叫小薇的女孩特别顽皮，坐没坐

相站没站相，还特别不讲卫生，甚至上完厕所都

不冲马桶。有一天，轮到李女士家轮值，小薇更

是擅自跑进主卧，将一个精美台钟的指针拨坏

了。李女士就在微信群里将此事说了出来，没想

到小薇的妈妈却回怼了一句：“小孩子又不懂事，

谁叫你们不管好自己东西的。”

李女士说：“那天之后，我女儿就退出了暑

假轮值照管，我们把她送到奉贤的舅妈家了。”

像这样由一个小区的几个家庭轮值照管孩

子的模式，并非现在才有的“创意”。早在半个多

世纪前的上海，就有这样的寒暑假孩子集体活动

模式，外地很多地方叫“向阳院”，本地则称为“小

小班”。那时，班主任会将班里住在一个弄堂或

相近弄堂的孩子编成一个个“小小班”，人数一般

是4到6个人，每天上午集中到一个同学的家里

做功课、打乒乓、看图书、听广播，到吃午饭的时

候才各自回家。班主任则会经常在各个“小小

班”里巡视，督促孩子们做好作业、做个乖小囡。

有的人家没有那么多的椅子，孩子们就自带小板

凳前往。还有的孩子一吃好午饭也会往“小小

班”跑，那里有伙伴等着他们一起玩呢！

“为什么现在不多办一些‘小小班’呢？让孩

子可以不出小区也能有暑假集体活动的场所。”

面对有些家长的疑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智库研

究院副院长张海娜认为，“向阳院”“小小班”都是

一种很好的暑假生活模式，但“复制”的要求比较

高。她说：“孩子们集中到一户人家里，需要满足

的条件较多，一是至少其中一位家长要有时间，

二是家长最好能够轮流，三是家长之间要有足够

的信任，需要事先协商好一些细节，比如午餐费

用、安全责任的承担等。因为现在大家都十分注

重隐私，就算是同事、邻居，一定程度上也是‘熟

悉的陌生人’，到家里就进入了私密空间，虽然可

以把孩子们学习游戏的主要场所放在客厅里，但

孩子毕竟年龄小，难免会无意间触犯到别人家的

隐私，所以就算是再熟悉的邻居，也不愿意暑假

里把孩子放到别人家里，或让别人的孩子到自己

家里来，宁可送到高收费的培训机构。”

据记者了解，现在许多社区居委会也会在暑

假将孩子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地点一般是放在

居民活动室，由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担任志愿

者。但因场地、经费、管理人员的不足，这样的活

动最多每周搞一次，有的一个暑假才搞一两次，

虽然可以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但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暑期“看护难”的问题。

已有10年历史的“爱心暑托班”面向的是小

学生群体。事实上，一些初中生乃至高中生也会

面临暑期生活乏味、独自居家甚是寂寞等问题。

今年暑假，本市出现了诸多面向各学段孩子的

“全日制”暑期训练营、暑假班等，将暑托班模式

扩大至更多中小学生。但是，其中的良莠不齐也

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松江区教育局、体育局以体教融合为切入

点，在暑假组织优秀运动苗子开展集中训练，仅

足球项目就集中了145名中小学生，分批前往奉

贤基地集训。篮球项目的集训实现了从小学到

初中再到高中的“一条龙”潜力队员梯队布局，其

中三四年级就集中了110多名学生，每天生龙活

虎地在各个场馆里一展身手。此外，田径、手球

等项目也是招募了一批好手，假期成了这些体育

后备军的黄金训练期。竞训负责人、松江七中副

校长沈利说，这样的暑假体育活动模式，既能让

体育好苗子较快地提高专项技能，还能将暑假公

益性体育活动与体育人才培养衔接起来。

今年，上海师范大学约2700名大学生报名

参加了暑期“爱心学校”的志愿活动，这群“明

日教师”将丰富多彩的活动课程送到全市中小

学生的家门口。“艺绣爱心学校”是2022级艺术

管理专业主办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依托教育

部优秀传统文化（顾绣）传承基地的优势，推出

“非遗传承实践课堂”，共20节课，主要包括顾

绣理论、顾绣实操、中国结实践、泥塑实践、折

纸实践等。

上述出现在本市的各类正规暑假班，由教育

行政部门或高校团委主办、主管，体现出公益性、

有益性的显著特征。然而，也有一些鱼龙混杂的

“地下”暑假班，亟待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有中

学生向记者反映，几位高校艺术专业教师，以艺

考培训之名，将10多名中小学生拉到长三角山

区的某个民宿里，白天练琴、晚上开个音乐会，一

周的费用高达8000元。学生说，这还不包括个

别辅导的费用，三餐伙食也很差。家长表示，让

孩子参加，主要是看老师的“面子”，因为平时学

琴就在这个老师的门下，现在他们组织了暑假

班，不去的话，怕老师不开心。

正规暑托班体现公益性有益性，记者调查发现:

“地下班”鱼龙混杂 待依法治理

解父母后顾忧 添孩童假期乐

每年的暑假，对于不少双职工家
庭来说都会颇伤脑筋，孩子太小，独自
在家确实不放心，家长也不可能长时
间请假陪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2014年，共青团上海市委等单位首创
爱心暑托班，旨在缓解全市小学生暑
期“看护难”问题。这是减轻家长负
担、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的创新举措。该项目已连续多年列入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之一。

走入第十个年头的爱心暑托班，
今年又有哪些新亮点？还有哪些困难
需要全社会共同助力解决呢？

本报记者 王蔚

徐汇区康健街道 上师大附属第一小学

15天收费600元 基本是午饭和点心的钱
徐汇区康健街道的爱心暑托班设点在上师

大附属第一小学里。朱莉同学每天由爷爷接送，

等到这里的第一期班结束后，她又转到闵行区去

参加第二期暑托班了。“最早几年，报名系统会自

动筛选，凡是报名的同学只能参加一期，这样就

可以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暑托班的福利。但现在

这个功能没有了，只要能抢到名额，就可以参加

两期班。”颜海钟是这个点位的负责人，从事暑托

服务工作已经五年了，他说，他运管的这个点，每

一期的名额都是160多人，报名那天，名额5分钟

不到就抢光了。

上师大附属第一小学将底层的四间教室提

供给暑托班，还设有教师工作室。颜海钟说：“一

年级孩子最多，大约超过了40%，一个班级还容

不下，有些只能放到其他年级去。二、三年级孩

子占三成以上，四、五年级孩子加起来不到一个

班级。从连着报两期的孩子来看，也是一、二年

级的居多，原因主要是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家长

上班也不安心。每天上午8点到8点半家长送孩

子来签到，下午4点钟来接孩子。但是，有个别家

长因为工作的原因，早上7点半就把孩子送来了，

我们就安排一位志愿者提早到岗。到了下午，有

的家长最晚要5点多钟才来接孩子，我们也会安

排专人值守，直到所有孩子都回家了才能下班。”

每一期的暑托班是3周，共计15天，收费是

600元。颜海钟说，这就是“爱心”的最好体现，

充分体现了公益性，而且这600元基本上就是午

饭和点心的钱，其他的课程费、运营管理费，会由

区和街道下拨专门的经费。记者随手从墙上抄

录了一份7月17日至21日一周的菜单：五天的

大荤不重样：香酥猪排、麦香鸡腿、百叶结烧肉、

珍珠肉圆、盐水鸭腿，小荤分别是黄瓜炒肉片、咸

肉烧冬瓜、山药莴笋肉片、粟米三丁、肉片地三

鲜，另外每天还配有不同的素菜、汤品和点心。

浦东新区张江镇 孙桥小学张江校区

引入科技城资源 请优秀科研人员来授课
由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会、浦东新区教育

局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爱心暑托班，在7

月和8月共设两期。全区36个街镇开设了60

个办班点，1400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小学生

4600余人。

设在孙桥小学张江校区里的暑托点，是由

张江国际青少年双创基地负责运管的，负责人

孔娅雯说：“浦东新区要求，所有的‘爱心暑托

班’都必须设在公办学校里。我们选在孙桥小

学，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紧邻轨交13号线

张江路站，方便家长接送孩子。”

张江镇团委书记蔡娱乐介绍，由于有着背

靠张江科学城的独特优势，暑托班为孩子们开

设的课程和活动凸显了浓浓的科创元素，比如

大飞机的秘密、为人工智能插上梦想的翅膀、

船舶知识、材料科技等，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

园。今年的“爱心暑托班”引进了上飞院、上船

院、上科院等十余家区域化单位的送课资源，

实现了“中国芯”“蓝天梦”“智能造”等六大硬

核产业资源的全覆盖，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们

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团镇委还与张江镇海

派皮影文化园跨界联动，让孩子们成为“小小

非遗传人”。有的授课老师就是企业选派的优

秀科研人员，他们会将一些科创新品、小模型

等带进课堂里与孩子们分享。

来自中国商飞的几位青年讲师为孩子们

带来了一堂“大飞机筑梦”课，让大家了解飞机

的结构、各个部件的功能，为孩子们讲述了飞

机由发明到发展的漫长且精彩的历程，还指导

大家动手用纸片拼装飞机模型。记者旁听了

一节有趣的“水稻课”，老师带着孩子们先学习

植物知识，并在课堂里对水稻实物展开观察和

探究，写下学习笔记。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

分享自己对水稻的认识。

办实事坚持十年，盼各方再协力惠及更多 家庭

闵行区古美路街道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混龄班要求更高 有伴儿一起活动很快乐
暑托班亟待突破资源有限、人力不足等壁垒

政府部门托底 社会各界相助

    年7月，教育部下发关于支持探索开
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引导支持有条件的
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暑托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工作家
庭兼顾难”的问题，让假期孩子无人看管的状
况得以改善，更为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打造了
一片安全园地。但是，暑托班也是有自身“边
界”的。为双职工家庭看护好孩子，即“托管
服务”，这是它的最重要职责，绝对不是什么
变相的“第三学期”。在采访中，记者也听到
有主办方吐槽，个别家长当起了“甩手掌柜”，
视托管服务为“培训服务”，或把孩子一“托”
了之，或把暑托班看作是辅导班。反正是“爱
心”班，只收伙食费，名额被秒抢的结果是一
些真正有需求的家庭却没能得到帮助。

也有业内人士提出，将来暑托班能否变
“抢名额”为登记制，“录取”的孩子还需经过
一定的审核与公示。这样，才能提高暑期托
管服务的精准性。

爱心暑托班

【记者手记】 提高暑期托管服务精准性

几家轮值“带娃”易生矛盾
社区“小小班”还能复制吗

■ 警察叔叔带来的安全课受到暑托班孩子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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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镇爱心暑托班的课程和活动凸显科创元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 和小伙伴一起过暑假，快乐可以加倍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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