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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国家便聚焦小学生课后服务，并颁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高度重视课后服务问题，本文基于此文件，对J市s小学课后服务研究现状的调查发现：课后服务

的内容以学生完成作业为主，占比69.3%，上新课占比10.3%，这反映了该小学重视知识传授，对学生

其他方面的发展有所欠缺。通过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81.36%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

辅导作业，37.29%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照顾看护学生，这反映了家长对课后服务的定位

尚有局限，对课后服务的功能认识不足。为促进课后服务进一步发展，需要依托政策，丰富内容，关注

小学生的全面发展，以“自主、合作、探究”为基础，提升小学生课后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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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7, the state focused on after-school servic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romulgated 
the “Guiding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Doing a Good Job in Af-
ter-school Servic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after-school 
services. The surve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after-school servic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cont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 is mainly based on students completing homework, accounting for 69.3%, 
and taking new classes accounted for 10.3%,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trans-
fer of knowledge in the primary school,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other aspects is 
lacking.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parents, it was found that 81.36% of the parents be-
lieved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was to help homework, and 37.29% of the 
parents believed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was to take care of students, which 
reflected that parents still had a lack of positioning for after-school services. This also means that 
parents have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he function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policies, enrich the con-
t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independence, coop-
eration,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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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度加快，绝大多数家庭结构向小

型化双职工家庭结构方向变迁，家长接送学生放学困难，由此大量的校外课后托管机构涌现，但也出现

了许多问题。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举措的落实，政府部门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滥收费现象和响应社会

对小学生减负问题的呼吁，停止了以往的有偿校外托管服务。2017 年起，国家便聚焦小学生课后服务，

颁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主要针对一些地方还存

在着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没有开展、服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建议。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及，

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在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不少地区仍处于

摸索阶段，在具体实施中也呈现出诸多问题，如武欣[1]、施颖超[2]提出的课后服务时间存在空白区，学

校课后服务的时间难以满足家长按时接学生放学的需求。关于小学校内课后服务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对课后服务现状的研究上也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多数文献集中研究家校层面，而从小学生视角研究课后

服务的文献较少。 
鉴于此，为充分听取学生对课后服务的心声，进一步促进小学校内课后服务的发展，本研究对 J 市 s

小学课后服务的开展情况进行调查。本文旨在通过对 J 市 s 小学课后服务的研究，探究目前小学课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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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存在的问题深入了解学生和家长对于课后服务的需求，并根据调查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丰富小学

校内课后服务的研究。 

2. 调查样本 

为调查 J 市校内课后服务的实施现状，本研究选取 J 市 s 小学的学生、家长作为调查对象，针对校内

课后服务的开展情况运用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为了解学生对于校内课后服务的看法，2021 年笔者正式

对 J 市 s 小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随机抽取了 340 名小学生，共计发放 340 份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 306 份，其中男生 152 份，女生 154 份。该调查问卷以纸质形式发放，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为了解家长对于 J 市 s 小学课后服务的实施意见以及课后服务满意度，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家长

问卷，问卷发布时间为 2021 年月 3 日 11 时 27 分，回收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8 日 12 时 25 分。共有

100 位家长参加了本次问卷调查，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80 份。根据性别变量的频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分

布基本满足抽样调查的要求，其中性别调查结果，男性比例为 49.7%，女性比例为 50.3%。可以看出本次

调查大体能够代表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意愿。 

3. 样本分析 

3.1. J 市 S 小学课后服务学生问卷分析 

为了解学生对于校内课后服务的看法，笔者从基本信息、目前课后服务情况、对课后服务的意见三

个维度开展问卷调查。 

3.1.1. 基本信息 
根据统计可知，本次性别调查结果，男生比例为 49.7%，女生比例为 50.3%。测验男女比例接近 1:1，

可以排除性别对于本次调查的影响。 

3.1.2. 目前课后服务情况的分析 
为了从学生视角了解 J 市 s 小学目前课后服务实施的状况，在问卷中设置了下列问题。问卷设置“你

主要在课后服务中干什么，”提供了四个选项(“完成作业”“上新课”“体育运动”“音乐美术兴趣”)
来了解目前 J 市 s 小学课后服务实施的内容。统计显示，69.3%的学生选择了“完成作业”，10.3%的学

生选择“上新课”，11.8%的学生选择“体育运动”，8.6%的学生选择“音乐、美术兴趣课”；问卷设置

“在课后服务中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提供了四个选项(“完成当天的作业”“和伙伴一起活动”“问

老师问题”“做自己喜欢的事”)来了解学生对课后服务实施内容的喜好程度。统计显示，78.1%的学生

选择完成当天的作业，10.8%的学生选择和伙伴一起活动，3.3%的学生选择问老师问题，7.2%的学生选

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1.3. 学生课后服务意愿分析 
针对小学生对于课后服务的意见，我们设计了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想要的在哪里进行课后服务呢？”，并提供 4 个选项(“教室”，“操场”，“活动

室”，“多媒体室”)来描述学生在课后服务场所方面的意愿，6.3%的学生想要在教室进行课后服务；

19.6%的学生想要在操场进行，8.8%的学生想要在活动室进行，4.9%的学生想要在多媒体室进行。 
第二个问题“你希望由谁来负责课后服务呢？”，并提供了 4 个选项(“语数外教师”，“其他课老

师”，“家长”，“自己管自己”)来描述学生在课后服务负责人方面的意愿，56.2%的学生想要由语文、

数学、英语老师负责课后服务，21.9%的学生想要自己管理自己，16.0%的学生想要由其他课老师负责，

5.9%的学生想要由家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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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你认为在课后服务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并提供了 4 个选项(“完成作业”，“培养

兴趣”，“锻炼身体”，“同学交流”)来统计学生在课后服务重点方面的想法，72.2%的学生认为课后

服务中最重要的是完成作业，17.6%学生认为课后服务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兴趣，5.2%学生认为课后服务中

最重要的是同学交流，3.9%学生认为课后服务中最重要的是锻炼身体。 
 
Table 1. Students tend to demand after-school services 
表 1. 学生课后服务需求倾向 

题目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你希望在课后服务中学

到什么？ 

学习知识 112 36.6% 

培养兴趣，自我提升(画画，手工，美术，

科学) 
92 30.0% 

完成作业 48 15.7% 

和同学交流 15 4.9% 

课外活动，锻炼身体 16 5.1% 

学习自律 17 6.4% 

 
第四个问题“你希望在课后服务中学到什么？”，并提供了 6 个选项(见表 1)来描述学生在课后服务

中期待学习的内容，36.3%的学生偏向于在课后服务时间学习知识，30.0%的学生偏向于提升自己(包括画

画，手工，美术，科学方面)，15.7%的学生偏向于完成作业，6.4%的学生偏向于学习自律，5.1%的学生

偏向于课外活动，锻炼身体。同时，近 5％的学生希望和同学进行沟通交流。 

3.2. J 市 S 小学课后服务家长问卷分析 

为了能够了解家长对于校内课后服务的看法，笔者从目前家长对于课后服务的需求和对课后服务的

实施的建议两个维度开展问卷调查。 

3.2.1. 目前课后服务需求 
针对目前家长对于课后服务实施的需求，本研究设置了“您认为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

提供了四个选项(“照顾看护”“辅导作业”“参加兴趣活动”“进行体育活动”)，81.36%的家长认为

参与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照顾看护，37.29%的家长认为参与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辅导作业，47.46%
的家长认为参与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兴趣活动，35.59%的家长认为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体

育活动。 

3.2.2. 课后服务建议 
针对家长认为目前课后服务的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设置了“你认为当前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存在的

问题？”，提供了 4 个选项(“服务模式单一”“家校间缺乏沟通”“后勤保障服务跟不上”“家长参与

不足”)，42.37%的家长认为目前 J 市 s 小学的课后服务模式单一，32.2%的家长认为家校间缺乏沟通，

16.95%认为学校课后服务后勤保障服务跟不上，8.48%的家长认为 J市 s小学的课后服务的家长参与不足。 
针对家长认为目前课后服务需要改进的部分，本研究设置了“你认为当前课后服务在哪些方面需要

改进？”，提供了 3 个选项(“课后服务的质量”“服务监督与服务市场”“服务制度”)，64.41%的家

长认为课后服务的质量需要提升，33.9%的家长认为服务监管与服务市场方面需要改进，28.81%的家长认

为服务制度方面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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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总结 

总体而言 J 市 s 小学校内课后服务实施状况较好，家长与学生的参与度与满意度均较高。J 市 s 小学

校内课后服务的时间约两个小时，主要内容以完成课后作业为主，辅以课外兴趣的培养。J 市 s 小学基本

满足了家长与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的主要诉求，但是 J 市 s 小学目前课后服务的内容仍比较单一，以完成

作业为主，没发挥课后服务更大的作用[3]。 
J 市 s 小学的学生认为参加课后服务最重要的是完成课后作业，其次是培养兴趣；J 市 s 小学的学生

最希望能够在课后服务中学习知识，其次是培养兴趣和自我提升，再次是完成作业。 
家长认为学生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缓解放学接送学生困难的问题以及希望学生能在学校

及时完成作业以减轻家长辅导学生课后作业的负担，同时家长认为培养学生的课外兴趣也十分的重要。

由此看来，在家长眼中学校课后服务主要是照顾看护学生和辅导作业的场所[4]，并没有认识到学校校内

课后服务可更多与学生发展相联系，弥补学生上课时学习的不足以及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其更

大的作用。 

4. 相关建议 

4.1. 吃透政策，对标治本 

经研究发现，目前 J 市 s 小学课后服务中主要内容仍是完成课后作业，对于其他的内容虽有涉猎，

但是所占比例较小，与刘馨[5]、张曦文[6]研究中呈现的课后服务形式与内容单一，以功课辅导为主的问

题相一致。而且，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课后服务中仍存在多样化需求。因此，笔者认为需要

充分吃透政策，对准政策，丰富课后内容。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及，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在此基础上，J
市的“双减”政策坚持“三为主”和“三不”原则：“以完成作业为主，以兴趣特长培养为主，以强化

实践、提升综合素质为主”“不集体上课、不上新课、不培优”。同时，强化课后服务的师资和“课程”

管理，提高活动效率。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主政策还是荆州本市政策，都是鼓励去优化和丰富课后服

务的内容的。 
我国一直重视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因此，笔者将从素质教育角度对课后服务的内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从德育角度来看，德育是五育的核心，课后服务中也可渗透道德教育，例如低年级学生可进行社会

基础规范教育，设置小游戏，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助学生形成社会基础规范意识，对较高年级学生，

则可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进行道德问题讨论，在思索中提高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二是从智育角度而言，

课后服务的内容可以跳出课堂，提供学生了解其他课外知识的途径，丰富学生的见识和阅历，满足学生

增长知识的需求。例如在课后服务中，穿插中国传统文化或是现代社会时政热点的分享与讲解；三是从

体育角度而言，小学生正是身体发育的黄金时期，课后服务可从教室走向操场，开展多方面体育锻炼，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也可为学生的其他方面教育提供良好的生理基础，满足学生运动的需求；四是从美

育角度而言，课后服务可聚焦审美教育注重提升小学生认识美、理解美、欣赏美、创作美的能力，满足

学生发展个体兴趣的需求。例如在课后服务中，为小学生提供一定的环境和物质基础，让小学生进行手

工、画画、声乐等内容的学习。五是从劳动教育方面，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课后服务中也可

涉及劳动相关内容，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劳动教育的内容可以既有劳动理论知识，

也有劳动实践活动。 
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学校可以结合当地特色文化以丰富课后服务的内容。例如，J 市 s 小学以“荆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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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内容，开展楚剧班等一系列特色教学，成果颇丰。 

4.2. 尊重差异，打破界限 

在常规课堂教学中，教师教学面向全体学生，难以兼顾学生的个人特性和差异，现如今课后服务不

仅承担着照看学生的责任，作为课堂的延伸，课后服务也为关注小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提供了可能，这利

于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本研究发现，小学生对于课后服务环境、课后服务内容的需求呈现多

样化的特点，部分小学生希望自己能在课后服务中独立思考，在体育锻炼与团体活动中提升合作交流能

力等，以求全面提升个人能力。 
个体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很难在同一课后服务环境中满足所有学生的发展需求，例如小学生对于课

后服务的氛围存在轻松愉快型和安静无声型两类需求。故而，笔者建议学校关注小学生作为独立个体所

具备的个体差异性，再结合小学生不同的需求加以区分，而后打破班级与班级之间的界限，年级与年级

之间的界限，以小学生的选择为标准，让小学生自我选择课后服务内容和形式，充分考虑小学生的主观

意愿，并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安排课后服务。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打破界限可从以下几个建议入手： 

4.2.1. 打破班级与班级之间的界限 
一个班级中学生的自我选择不尽相同，面对多样化的自我选择，学校可以打破班级与班级之间的界

限，为这些小学生分别提供相应的课后服务环境、形式和内容。例如，针对希望课后服务氛围是安静无

声型的小学生，学校可以打破班级与班级之间的界限，为有同样需求的小学生提供安静的环境。 

4.2.2. 打破年级与年级之间的界限 
针对小学生兴趣发展和交流的需求，学校可以打破年级与年级之间的界限，给小学生提供一个更广

阔的平台去交流学习，例如，学校可以统一收集学生的兴趣爱好，将有相同爱好的学生安排在在一起进

行活动；在遵循学生意愿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高带低”的模式。如此可以使低年级阶段的小学生拥有

更高层次的学习机会，高年级的小学生也可以弥补某一方面能力的不足。 

4.2.3. 关注小学生个体的差异和需求本身的特性以打破界限 
学校还应注意小学生需求本身的特性及自身条件以打破界限。针对学生希望在课后服务中学习课内

外知识的需求，学校不仅应关注小学生的年龄特性、行为特征等，还应综合考量其在知识储备和理解能

力上的差异性，不可贸然将差距过大的小学生分配到一起。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小学生，打破班级与班

级之间的界限没有问题，但是否打破年级与年级之间的界限仍需考量。 

4.3. 鼓励交流，合作探究 

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以其身心发展规律为立足点，在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应具备满足不同年级学生多

样化需求的能力。2021 年 8 月 30 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中介绍了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及“双

减”“五项管理”督导有关情况，其中重点说明了“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

要求学校应积极开发设置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关注学生在交流上的需求，提升学生合作学习能力，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4.3.1. 鼓励交流 
经研究发现，该校小学独生子女占比较大，其在家庭中受父母过度保护与过度关注，因而在生活中

与同龄人交流的机会较少，易产生孤独感。问卷显示，有部分的小学生在课后服务中存在交流的需求，

例如：在“课后服务中你最喜欢做什么？”这项调查中，有 10.8%的小学生选择“和伙伴一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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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认为课后服务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项调查中，有 5.2%的学生选择了“同学交流”，此比例仅次

于“完成作业”与“培养兴趣”。在主观题“你希望在课后服务中学到什么”这项调查中，也有 4%的小

学生认为课后服务中与同学交流与和合作非常重要。 
通过对家长的调查可知，不少家长已经认识到目前教育方法存在欠缺，其中有一项调查显示：家长

希望课后服务能够弥补孩子在家庭中缺乏与同伴交流的空白，提供小学生交流的空间。 
由此观之，笔者认为课后服务应该不仅包括讲课、辅导作业等基本形式，还应关注并满足学生的交

流需求。因此笔者建议在课后服务中增设课程，给予小学生交流的时间与空间，增设专门的“交流课”、

“口语课”来培养小学生的交流能力，让小学生在置身于交流情境时有话可说，有话会说。 

4.3.2. 合作探究 
课后服务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基本的作业辅导内容，还应提供合作探究的平台与机会。本研究发现已

有 20.9%的学生有合作探究的意识与需求，但仍存在大部分学生合作意识淡薄的情况，而新课程倡导建

立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不仅是师生合作，更是生生合作。因而，课后服务中教师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

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改变教师传统教学观念，引导学生怎样进行合作，告知学生合作内容，培养学生

合作探究的意识。有关“生生合作”，笔者认为学生应在团队合作中积极思考与表达，发散广阔思维，

提高自身合作探究意识，共同探讨课上所学教学内容重难点、学习方法及教师所提的开放性问题，构成

自由表达的空间，在畅所欲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共同进步。 
因此笔者希望尝试在课后服务中增设团队活动，给予学生合作交流的时间与空间，在交往中提高学

生的合作意识，提出合作探究问题来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在教师尽力做好“辅助者”的角色，在学生

合作探究时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这符合“新课改”下课后服务形式的发展方向，更与学生自身发展

需求有关。 

4.4. 突破自我，培育能力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考虑学生的主体性的是教学的重心，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是课后服务的任务之一。

笔者认为，自主性的培养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能力的培养，二是学生自主管理的管理

能力培养。课后服务可在这两方面进行探索尝试，从而借课后服务的时间，培育学生的自主能力。 

4.4.1. 自主学习 
本研究发现，学生对于课后服务内容的认知仍然是完成作业，并未发现大多数同学具备自主学习意

识。因此，笔者认为可在课后服务实施过程中，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在常规授课中，教师主要以讲授为主，辅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由于留给学生的时间不足，不利于学

生自主预习和复习所学内容。课后服务则为学生自主学习搭建了平台，教师不应将课后服务作为课堂的

延续，而应将时间交给学生，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尝试，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 

4.4.2. “半自主”管理 
本研究发现，在课后服务的管理者方面，有部分超脱预想的答案。在以往的固定思维中，我们认为

课后服务的管理者是家长或者教师。但在问卷调查研究中笔者发现，有 21.9%的学生管理者可以是“自

己”，这引起了笔者的思考。由此，笔者关注到可借助课后服务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考虑到小学

生年龄较小，管理经验较少，笔者提出较为合适的“半自主”管理模式。 
“半自主”管理强调的是给予学生自我管理的可能性，但又不脱离老师管理的模式，它既满足其自

己管自己的需求，谋求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又能够体现老师在学生学习中的主导地位，维持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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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应有的秩序与要求。 
小学生处于注意力较难集中的时期，因此，在实施“半自主”管理之前，必须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作为小学生尝试“半自主”管理的基础。在制定规章制度时，需要班主任与学生的充分沟通，强调纪律

与秩序，在学生同意之后，才能给予学生一定的权利。在此之后，学生可通过自愿参与或轮流模式正式

确立“学生组长”。 
“半自主”管理模式可以有这两个模式。第一种模式分前后两部分，即前一个小时由老师进行管理，

后一个小时由学生自己选择的“管理组长”进行管理；第二种模式是将一周时间分为一、三、五的老师

管理，和二、四的学生管理。“半自主”管理是较为新颖的模式，需要学校和老师的更多关注，不可避

免地需要试行期，可以安排两至三个月的试行期，观察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收集学生、老师的看法和建议，

再进行改进优化。 
在学生知识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同时，笔者也认为需要关注对学生其他能力的培养，如果能将课后服

务中融入对学生管理能力的培养，作为学生“自治”的实践土壤，或许可以以此为通道，谋求课后服务

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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