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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放学早，家长没下班，孩子需看护 ……记者调查中小学课后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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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从奉贤区教育局获悉，

全区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占比

100%，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占比99%，实

现了公办和民办学校的全覆盖、学生“愿留尽

留”全覆盖和工作日全覆盖，每天至少提供不少

于2小时课后服务，努力让孩子们学有所乐、学

有所长、幸福成长。

“我们夫妻俩都是新上海人，以前一直发愁

孩子放了学去哪里，没想到学校提供的课后服

务那么周到。”普陀区武宁路小学一年级学生熠

然的妈妈告诉记者，儿子从小对唱歌很感兴趣，

很巧的是，一年级的课后服务课程里就有声乐

课，刚好可以让孩子试一试。校长孙纳新说，课

后服务就是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更要呵

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学校以“因需提供，愿

留尽留”为原则，积极探索看护服务的多样化、

精细化和人性化，消除家长接孩子“最后一公

里”“最后一小时”的烦恼。

开学前，学校通过发放征询单的方式全面

调查了家庭课后看护服务的需求，提供3个时

段看护服务供家长选择，并根据学生和家庭需

求，设计了4种形式的看护供家长选择：一是完

成作业，督促和辅导学生在校完成口头或书面

作业，利用课后看护的第一时间段让书面作业

不出校门；二是为学习困难、有课后辅导需求的

学生开设“爱心加油站”，由各学科老师为这部

分孩子提供免费的课后学业补缺；三是针对学

有所长的孩子，开设艺术、体育、科技等兴趣社

团，让有兴趣爱好又需要课后看护的孩子畅享

课余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延长看护，

对接孩子有困难的家庭提供延时服务。学校开

放了48个课后服务专用教室和4片运动场地，

供孩子们尽情享受快乐的校园生活。学校还形

成了有效的管理机制，其中，“爱心加油站”和兴

趣社团分别由学校教学处和德育处具体负责管理，延长看护服务

由学校和社区志愿者协作管理，学校总务处提供后勤保障。

然而，并非所有学校都有开展课后服务的良好软硬件条件。

即使是在办学条件一流的打虎山路第一小学，仍然遭遇了一些困

境。例如，课后延时服务一小时里的社团活动，有些是孩子们喜

欢的，家长不一定支持，而家长喜欢的活动，孩子报名的热情却不

高。还有一些艺术类社团课受限于人数，且往往只面向有特长的学

生，这就使得有些家长认为没报上这个班就是很大的“损失”。“学

校为孩子提供了菜单式的课后服务内容，但我们仍听到了一些来

自家长的意见。”杨莉俊校长呼吁家长应该更多地从孩子真实需

求出发，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课后活动项目也要适合孩子的特

长和兴趣，同时要对学校提供的服务多给予一些理解和支持。

加
孩子下午3时放学，家长还没下班，谁来

接娃，谁来看护，历来是困扰许多双职工家庭

的“老大难”问题。为解千家万户之难，上海

在义务教育阶段推出了“5+2”课后延时看护

服务，即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两小时为学

生提供课后服务。

在松江区岳阳小学，很多孩子告诉记者，

放学后就想在学校里多待一些时间。校长张

剑说：“要为学生的发展做加法，努力做更有

温度的课后服务。”学校以“睿”“毅”“雅”“颖”

“润”五大课程为引领，着力开设丰富多彩的

各类社团课程。“云间气象”是“睿课程”衍生

下的课后服务明星社团，孩子们在气象站里

做实验探究：风是怎么形成的、水是如何循环

的、模拟云雾的形成、寻找天然的湿度计……

“毅”课程依托旱地冰球、武术、高尔夫、花式

足球、篮球等孩子们喜欢的社团。古诗吟唱

是“雅”课程的代表，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一边吟着古诗词，一边翩翩起舞。网花制作、

编程、方圆空间这样的“颖”课程，同样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大家一起解码符号、编制程序，

彰显个性思维。在“润”心细无声的心理社

团，同学们可以尽情地倾吐、宣泄，获得心理

援助。五（4）班张璋同学说：“自从参加了‘方

圆空间’社团，使建筑文化和现代科技在我心

中鲜活了起来，跨学科的融合，也使我感受到

各门学科的魅力。”

松江区九亭第五小学三（6）班的黄嘉辰

同学坦言：“我一直很想学编程，这次的课后

活动选课，我成功报名了创意电子编程课。

第一堂课老师就教我怎么控制机器人，实在

是太神奇了。”学校在下午放学以后建立了

“五彩智慧”社团，发挥校内教师的一技之长，

并挖掘俱乐部、家委会等社会资源，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兴趣爱好，开设了学科、艺术、科技、体育和心理等五彩

智慧社团，如硬（软）笔书法、创意电子编程、3D打印、智

能家居、舞蹈、合唱、戏剧、国画、剪纸、武术、足球、排球、

羽毛球和田径等40余种社团活动课程，供大家自主选

择。四（6）班学生家长王芹说：“自从参加了学校的课余

社团活动后，小家伙学了书法、合唱，这次还报名了戏剧

社团，我们全家都很满意。”

为了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

学在课后服务中加进了40门校本特色课程。记者看到

一张课后服务的“课表”，特别吸引孩子。例如，利用校园

小农庄开设农庄课程，利用气象站开设气象课程，利用学

校绘本研究课题开设绘本课程。校长杨莉俊说：“我们希

望利用好现有条件，将课后服务时段用作培养学生的兴

趣，同时也促进教师和学校的发展。”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易蓉

10月15日，教育部《校外培训行政处
罚暂行办法》实施，“校外禁补令”正式生
效。过去的一周，记者走访沪上一些中小
学校，跟随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几天放学后
的开心时光，目睹了学校为孩子们安排的
诸多课后延伸服务项目，更了解到全社会
为做好课后服务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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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开展课后服务，普遍会遇到课

程开发、师资调配两大难题。一方面，课后

服务的活动属于“点心”，每天的规定课程

才是“正餐”，学校的主要心思肯定要用在

“制作正餐”上，另一方面，课后服务也不能

让教师在忙完一天的教学任务后，再花更

多的精力为课后活动而疲于奔命。那么，

如何让学校既能保质保量地做好课后服

务，又能减轻过重的负担呢？

日前，记者参加了一场虹口区在全市

创新推出中小学课后教育路演活动。在现

场，43家课后服务第三方机构以演讲、现

场展示等方式推介自己的服务内容和精品

课程项目。“以往，学校也曾尝试自己寻找

第三方机构，但是不知道从何种渠道打听，

信息源比较单一，而且也较难核验清楚校

外机构的资质。”多位校长坦言，课后教育

机构的集中路演，搭起了一个大平台，可以

方便地选择和引进适合本校的课后服务，

起到拾遗补缺、合作共享的作用。

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徐嘉文

说，最受学校欢迎的校外机构是以开展科

技类、人文类课程的为主，比如，主打新闻

媒介素养培训的机构帮助曲阳二中、钟山

初级中学建起了校园电视台，而一些科技

类机构除了将科技课程送入课后服务时

段，还协同学校做科技节的特色策划。“这

让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有了更多资源，从而

让学生获得更丰富的体验。”徐嘉文坦言，

首轮的路演落地后，从区活动中心的角度

来看，如何将真正优秀的第三方机构筛选

出来，并形成一个课后服务课程菜单，是

最为紧要的事。这需要资质的审核，更需

要深入的交流和观察。从学校角度来看，如何让课后服

务课程做到普惠性和个性化的结合，尽可能多地惠及更

多乃至所有学生，也是课后服务是否能真正为孩子们所

喜欢的关键。这也需要学校与资源提供方深入沟通和磨

合，并“因校制宜”地对课程进行调整和修改。此外，学校

也有课程本地化的需求，在第三方进校园的过程中完善

自己的课程开发。

作为教育采购项目，上海亦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了一批英语阅读课程，目前正送教上门到一些小学，为学校

的课后服务提供优质资源。项目负责人施先生说：“我们会

在每周三下午进入嘉定区的一所小学，帮助学校在三、四年

级组建英语原版书阅读俱乐部，并提供阅读训练课程。我

们的特色是特别注重孩子阅读技能的提升，摈弃了强背单

词和语法的固有学习模式，能够切实提升英语的听说读写

和阅读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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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7年3月，教育部就下发了《关于做好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被坊间称为

“官方带娃”。然而，在最初实施的日子里，课后服

务在很多地方、很多学校演化成了课后补课。甚

至还有的校外培训机构也以“课后服务”之名，在

每天放学时分将一辆辆小面包车开到中小学校门

口，直接将学生拉到补习班里去上课。好在，2021

年国家“双减”政策落地，课后服务才得以名符其

实，成为“双减”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为学生全面

素养的提升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套用经济学的

一个名词，就是课后服务带来了“乘数效应”，即通

过课后活动的“变量”，引起了学习内容和学习效

益总量的连锁反应。

航模课程是华东师大附属宝山宝杨实验学校

的一大亮点，在去年的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

赛上，航模社团的施羽宸、张翌莛同学在全国C5

瓶装模型制作赛上获得佳绩。该校的超轻黏土素

质拓展课程也牢牢地把孩子们吸引在校园里。记

者跟随孩子们一同享受快乐的课后生活时发现，

他们会自主分工，互相帮助攻克技术难关，从而在

活动中激发探究自然的欲望，增强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奉贤庄行历来有“漕运广布、衣被天下、花米

通八江”的美誉，农耕文化底蕴深厚。在庄行学

校，老师们向记者讲述了是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展

小学低年级主题式综合活动课程的。放学以后，

老师会带着孩子们访农家、看稻田，了解庄行优质

大米的生产过程。每当新米成熟季节，孩子们便

跟着村民学做庄行本土米糕。采摘棉花的日子

里，孩子们又前往农科院，探究为什么“棉花不白

了”等问题。

奉贤中学附属小学开了一门模型搭建课。石

秀琼老师有着丰富的模型创作经验，平时喜欢动手制作各类手工

作品，做出来的模型仿真度非常高，学生都爱上石老师的课，在他

们眼中，石老师就像一位魔术师。模型搭建课程让孩子们在手脑

并用中提升观察力和审美力，在建模的过程中感受精细创作的魅

力。郭芃辰小朋友说：“眼看我亲手做的‘山东舰’快完成了，心里

激动得不得了，每天都期盼课后服务时段的模型课。”沈诗颖同学

说：“我用了很长时间搭建雪景模型，看着雪景慢慢地展现出来了，

我感觉自己拥有了迷人的冬季，真是太有成就感了。”连沈诗颖的妈

妈也说，模型搭建不仅拓展了孩子的空间逻辑思维，还锻炼了孩子

的专注力和动手能力，并有助于孩子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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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课后延时服务，在教育界还被称为

“   工程”，特指上学日里的下午 时  

分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开展的看护活

动，旨在帮助家长解决接孩子的困难。

一般来说，课后服务的内容主要是

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以及

娱乐游戏、拓展训练、观看适宜儿童的

影片等，同时还要防止课后服务变相成

为集体教学或补课。而从上海各区、各

校来看，普遍重视充分发挥课后服务主

渠道作用，充分利用管理、人员、场地、

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作为，制定出

许许多多精彩的课后服务项目。

据记者调查，有一些学校对于开展

课后服务还存在诸多困难，最主要的是

学生的课余活动安排不够丰富，除了做

作业就是看看绘本、下下跳棋，基本上

是圈在教室里坐等家长来接。

那么，课后延时服务能否真正做到

“叫好又叫座”呢？在宝山区，一个利用

信息技术搭建的课后服务大平台，正在

惠及更多的学校。宝山区把这样的课

后服务称为“同侪课堂”，让课余活动也

驶上了信息化、大数据、元宇宙的“快车

道”。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陈伯吹实

验小学、虎林三小、菊泉学校、白茅岭学

校等多个试点校，正在推进远端多点协

作式课堂，由1名教师在演播端引领互

动，N个远端教室现场教师进行线上线

下交互，同步获取活动资源。这样的技

术赋能显著提高了课后活动的效率。

“   工程”的成功，离不开教育部

门的主动作为和创新方法。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的功能，使孩

子和他们的家庭具有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课后服务有边界 教师辛劳需补贴
针对每个家庭不同的接送需求，沪

上各校的课后延时服务基本上是“三段

式”：第一段为“快乐30分”，从下午放学

后的3时30分至4时，以开展特色活动

为主。第二段为“自助1小时”，从下午4

时至5时，根据学生自身发展需求，提升

兴趣特长。第三段为“温馨1小时”，是

从下午5时至6时，参加的孩子占10%左

右，一般是将他们集中到一间大教室里

阅读、休闲，等待家长的到来。

也就是说，学校的延时服务最晚到

下午6时结束。现在有个别家长提出，

延时服务是否能再晚一些，还有小学早

上8时入校，是否也可以提早时间？7时

或7时30分可否把孩子送进学校？

个别家长的诉求涉及两个问题。一

是学校的安全管理，二是学校工作的边

界。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是要服

务于孩子的全面成长，但它的服务也是

有边界的，非寄宿制学校不可能无限制、

无原则延长学生在校时间。

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职员工也要执

行8小时工作制。课后延时服务占用了

教师的业余时间，理应获得相应的劳务

报酬。据记者了解，大多数学校参加

课后服务的教师享有财政补贴，课时

费在80元上下，平均每月的津贴大约

为900元，与他们的辛劳付出相比，仍

属“尽义务”性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提出，应当科学核算推进高质量课后服

务全覆盖的经费，由财政加以保障，或者

确定向家长收费的标准。要建立多元的

课后服务师资队伍，可采取聘请退休

教师、校外专业人士，以及购买第三

方服务等方式，让课后服务的活

动更丰富，更有吸引力。此

外，还应当发挥好家长委员

会参与学校治理的作用。

课后服务如果向家长收

费，收费标准是多少、

都有哪些服务项目、

由谁来提供服务，

都需要充分听

取家长的意

见，给家长

更 多 的

选择权。

调查手记 “330工程”需要创新方法

■ 金山区朱泾第二小学的学生在“七彩苗圃”课程上收割豌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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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区朱泾第二

小学的乐高机器人课

▲ 松江区岳阳小学的学生课后练习橄榄球

■ 金山区海棠小学学生在课后进行足球训练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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