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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缓解家庭教育的压力，教育部门颁布了“双减”政策。校内的课后延时服

务也朝着个性化素质教育转型。目前，我国各地各级学校大多在校内开展了课后延时服务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本文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以“双减”政策为研究背景，分析目前课后延时服务的现状，

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首先，应当增加财政补贴，提供经费支持。其次，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管理

机制。最后，强化过程管理，提高课后延时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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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duce the academic burde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relieve the 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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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of family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ssued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af-
ter-school delay service in the school is also transforming towards personalized quality education. 
Most schools in China have carried out after-school delay services and achieved specific resul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and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fter-school delay servic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suggestions. Firstly, increase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provide fi-
nancial support. Secondly,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Finally, streng-
then the process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fter-school dela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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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是指中小学校为缓解家长在下午下班后接学生的压力，而为学生提供的辅导和托

管等服务。在 2020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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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双

减”政策)。“双减”政策的颁布目的是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压力，缓解教育焦虑，促进教育公平。在 2022
年 1 月 22 日发布《关于做好中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以下简称《专项治

理工作》)的通知。《专项治理工作》主要明确了双减改革背景下课后延时服务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为

了响应“双减”政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展开了大量工作，课后延时服务由课内知识辅导转变

为文体艺术、社会实践等个性化素质教育培养。新公共服务理论中提出了政策应当重视人的发展，而不

仅仅重视生产效率的提高。课后延时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可以基于新公共服务这一理论，分析其在

“双减”政策颁布后的现状，并提出相对应的发展策略。 

2. 新公共服务理论概述 

2.1. 产生背景 

自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以来，各种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蓬勃发展。但是，都没有起到长久

的指导作用。企业家政府理论之所以不能解决问题，是因为西方政府并没有以公共服务为目标，而是把

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作为目标。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应该关注的是资源的分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因

此，企业家行政管理理论就有可能和市场经济发生冲突。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膨胀问题以及公共部门存

在的种种问题，引起了公共行政学者对政府职能的反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市场失灵或“滞胀”

的问题，西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便不能够简单地充当守夜人或“掌舵人”的角色[1]。20 世纪末期，

美国著名学者家罗伯特·登哈特和珍妮·登哈特对新公共管理理论(Public Service Theory)进行了深入思

考，批判了企业家政府的理论缺陷，对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以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

形态，以公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公民利益为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行为过程是以公共服务为手段

实现社会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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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内涵 

首先，新公共服务理论否定了企业家政府提出的“掌舵而非划桨”这一政府角色理念。提出了政府

的职能应当是服务公众，公共部门的工作重点应当是帮助公众表达并满足大众利益需求。而不是控制社

会的发展走向。公共部门要创造共享利益和承担共同责任，思想上要有战略眼光，行动上要注重民主。

公共部门所追求的不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的聚合体而是大众的共同价值观追求，因此，公共部门的服务

对象是为公民，而不是为每一位顾客服务。 
其次，公共部门应当关注宪法法律、社区价值、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传统行政学中

公共部门是保障政府运行、组织协调工作的被雇佣的人员，他们的工作动机除了获得工作报酬外还希望

与大众的生活上的区别。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中，公共部门是社会服务的承担者，要接受各方面的约束与

监督。 
最后，更加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共部门不仅是为公民服务，也是为自己服务，公民和

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动机是同样能够得到承认、支持与回报的。政府的所有者是公民，而公共部门需要

承担管理公共资源、监督公共组织、促进公民权利和民主对话、催化社区参与以及基层领导等责任[3]。 

2.3. 理论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不仅关注于民主、价值，而且没有将管理、效率抛弃，使二者协调发展，配合着服

务公众。教育管理是公共行政的重要部分，对于教育事业来说，如果只追求服务而没有监管措施，那教

育发展将没有规则，更加不能抛开效率，所以在“双减”政策颁布以来，教育发展更趋向于公平化、多

元化，校内课后延时服务需要适应于新时代教育，就必须通过对其现状的分析来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公共利益，注重公平，服务于公民的思想，对于教育管理具有指导性作用。 

3. “双减”政策后校内课后延时服务现状 

校内课后延时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本质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4]。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之

下，需要提升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水平，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并且规定了课后延时服务的时间在原

则上是不能早于当地正常的下班时间的。校内课后延时服务的目的从追求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转变为减

轻学生学业压力，培养文体艺术等特长，促进学生的多样化发展。但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公共部

门和学校都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有待纾解的现状问题。 

3.1. 教师队伍的构建问题 

一方面，部分学校教师人数有限，导致一部分教师不得不超负荷工作，承担着沉重的教学工作任务。

课后延时服务不仅延长了教师的工作时间，而且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从而影响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导致职业倦怠[5]。为缓解教师工作压力，部分学校采取了弹性工作制，由教师轮流参与，并给予相应的

绩效补贴。但是，教师队伍的构建问题仍需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从事特长教学的教师人数不足。目前，课后延时服务不仅针对基础的学科作业辅导，也

开展了培养学生特长的文体艺术类的教学活动。大多数教师专攻于本学科教学教研工作，对文体艺术等

领域的教学活动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而从事音乐、体育、美术的专职教师人员较少，导致课后延时服

务的部分课程无法顺利展开。 

3.2. 客体需求的满足问题 

首先，“双减”政策是为了缓解教育焦虑，促进教育公平。基于此，课后延时服务从课内作业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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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为文体特长类培养，大多数家长担心孩子落后于他人，产生了新一轮的教育焦虑[6]。其次，课后延

时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并没有做到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虽然课程的种类增多了，但是课程教学仍然存在

着内容单一、缺乏趣味性的问题，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最后，无形中增加了部分家庭的经

济压力，部分家长认为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是“变相收费”，认为学校应当无偿为学生提供服务，引发了

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是否应当收费的议题。综上所述，校内课后延时服务对于客体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并

没有深入了解和满足。 

3.3. 教学质量的把控问题 

在“双减”政策颁布之前，大多数学校利用课后延时服务的时间进行常规教学，或是作业辅导，教

学总体目标是以提高学习成绩为主。“双减”政策的颁布使得学校开始思考如何减轻学生的负担，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课后延时服务中推行了文体艺术特长等个性化课程教学，包括音乐、体育、美术、

书法、口才等各类课程。部分学校为解决校内教师短缺问题，引进了校外机构驻校开课，但是教学质量

的把控有待加强。例如，某校引进了校外编程培训机构在学校教学，校外教师负责播放视频并没有进行

详细的讲解，为学生提供实践性练习的机会。一些特长类培训项目，在进入校园后开始举办各类比赛活

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进驻校园为机构引流，如小主持人、小模特等方面的培训。这类特长培训虽然能

够为学生提供锻炼的平台，在举办过多的比赛或表演时，没有切实做到价值观的引领，引发了学生的攀

比心理。 

4.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课后延时服务发展策略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把公共服务看成一种社会产品，强调公民权利，尤其关注公民权利在

社会发展中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公共部门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体。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是学生

学习的主要场所，将新公共服务理论运用到课后延时服务中，有助于纾解“双减”政策颁布后的课后延

时服务出现的问题。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理念的战略性思想与民主性行动相结合，提出以下发展策略： 

4.1. 明确公众需求，加强财政投入 

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倡导的服务理念要求在实际的课后延时服务中要明确公共利益，这是公共部门应

该承担的责任，也是落实教育公平的前提。“双减”政策实施后的课后服务需求主要关注四个方面：一

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自身需求，二是以家长为主体的家庭教育需求，三是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校教育需

求，四是以政策为主体的政策导向需求[7]。为满足这些公众需求，要提供更为优质的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应当加强经费的投入。在学校硬件，教学资源等方面进行合理的资源布局，达成个性化发展目标。例如，

在经费方面，应制定专项拨款计划，明确资金来源和使用途径，同时给予课后延时服务学校一定的自主

权，规范专款专用制度，避免出现资金滥用、重复建设等情况。在学校设施方面，规划校园教学环境，

适应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以及学科教学需求。定期举行教研活动，加强师资力量。在教师补贴方面，应

实行设立专门的绩效奖励金。 

4.2. 健全管理机制，完善规章制度 

对于课后延时教学必须加强重视，应当构建相应的管理机构，在教育部门设置专门的公职人员负责

相应的工作统筹，完善人员的配置，实行领导负责制。以“双减”政策为导向，制定合理的课后延时服

务管理制度，做好教育评价与监督工作，以目标为导向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明确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的具体管理办法。同时，对教师教学的管理方面，学校应明确校内教师课后服务的评估标准和评估要求，

将课后服务评估机制纳入中小学教师绩效评估体系[8]。例如，将教师从事校内课后延时服务的课时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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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课时之中，设定课后延时服务的学业达标标准，将相应的数据指标作为职称评定的参考数据。为丰富

课后延时服务教学内容，可以在符合标准的前提下引进校外培训机构进驻校园，但是必须制定相应管理

标准和课程评价标准，以同样严格的要求来管理校外培训教师，同时，要注重对校内师生的价值观引领。

比如，引入校外编程课程、科技实验课程进入校内，校内教务部门应当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审核，

选择适应于本校学生实际发展情况的课程。在课中应当有校内教师作为助教，对课堂进行辅助教学。不

论校内校外教师教学都应当有公平合理的考勤制度、课程评价制度。 

4.3. 强化过程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在过程管理中，注重学校特色建设，增强课后延时服务吸引力，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应从各方面保障学校各种资源的充足[9]。教育部门和教师要改变和提

高教育观念，不仅要升级学校硬件，而且要提升办学品位和教育品质，对教育事业要倾注更多情感，做

一个有温度、有灵魂的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对家长和学生双方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学生的兴趣爱好

和家长的培养目标，合理安排学生的课程。如，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到一位学生自幼喜好美术，但

其父母希望培养学生的篮球特长，希望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针对这一情况，可以采取走班制，不同

时间交替上课的方式，让学生有多门兴趣课可以参与。各学校要结合自身条件，勇于创新，突出学校亮

点，关注学生需求，让家长满意，开展能够缓解学生学业压力，适合于学生发展，符合学生个性化需求

的课后延时服务。 

5. 结语 

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是提升校内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惠民工程，更是一

项民心工程。“双减”政策提出后，校内课后服务开始追求于满足广大家长和学生的需求，缓解教育压

力，为其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基于公共服务理论，公共部门的职能应当是服务公众，工作重点应当是

帮助公众表达并满足大众利益需求。校内课后延时服务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不仅仅是学校所提

供的一项简单的托管服务，而是关乎学生的发展，家长的信任，所以应当重视课后延时服务的作用。在

“双减”政策颁布后，教育部门和学校都是在摸着石头走路，不断地深入探索一条更适合于实际情况的

道路。在实际运行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教师队伍构建问题，客体需求满足问题，教育质量把控问题等。

为纾解这些问题并且促进课后延时服务的良性发展，提出了明确公众需求，加强财政投入；健全管理机

制，完善规章制度；强化过程管理，提高课后延时服务质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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