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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的推行是贯彻以生为本、发展优先、个性发展为核心的重要策略。调查发现，惠州市小

学课后服务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教师工作负担偏重、心理压力偏大，课后服务师资来源

受限且学科分布不够均衡，课后服务内容相对单调，部分教师仍存在占用课后服务时间授课的现象，

以及设施配备尚需完善等问题。为有效缓解小学课后服务中的供需矛盾，研究提出优化小学课后服务

的路径：一是强化政府的引领作用，二是发挥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加强对师资力量的

凝聚和保障，四是增强家长对政策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五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进而助力双减政策

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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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carry out the 
student-oriented, development priority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The survey 
found that Huizhou Primary School’s after-school service is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heavy work burden and high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teachers, 
limited sources of after-school service teachers and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rela-
tively monotonous after-school service content, some teachers still occupy after-school service 
time to teach, and facilities need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ontradic-
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primary schools, the study proposes 
the path to optimize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primary schools: 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second is to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schools in after-school 
services,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the cohesion and protection of teachers, the fourth is to en-
hance parents’ sense of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the fifth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
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then help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red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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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减”政策下的课后服务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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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双减意见》)，中小学课后服务成为基础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问题，

明确提出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目前“双减”政策实施已三年余，但其实际

实施效果和理想状态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同时课后服务在实际落实中也出现了诸如加重教师负担、

时间安排不合理、学生学业任务加重、满足不了家长的需求、资源存在差异等问题。中小学课后服务的

高质量实施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主要方面，也是学校彰显其办学特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2]。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双减”政策下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的现状，研究设计调查问卷，从课后服务利

益相关主体(教师、家长、学生)等多个角度，以及课后服务认知参与情况、实施情况、效果及评价、顾虑

及期望等多个维度，对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的实施质量进行总结，深入剖析其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

难，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提升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研究以惠州市公办小学教师和家长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并对学校课后服务参

与者(教师、家长、学生)进行访谈。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6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方琳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637 1128 教育进展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需要，并参考多个成熟的调查问卷，自编了《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开展现状调查问卷》教

师版和家长版两类问卷，采用问卷星进行线上发放。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基

本信息，第二部分主要为小学课后服务开展情况，包括课后服务认知、实施情况、顾虑及期望、效果评

价等。本次回收有效问卷教师版 182 份，家长版问卷 123 份，所有问卷均有效，回收率为 100%。 

2.2.2. 访谈法 
本研究访谈了 10 名小学老师，11 名学生，5 名家长，访谈内容涉及小学课后服务开展的必要性、教

师及学生的参与度、课后服务活动内容以及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和建议等，其与调查数据进行相互印证，

从而更为真实全面地获得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开展的现状。 

3. 研究结果及讨论 

3.1. 小学课后服务实施情况 

3.1.1. 教师参与度较高，课后服务时长满足家长需求 

本次调查的 182 名小学教师中，有 131 名教师承担了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参与度达 71.98%。关于开

展课后服务后小学的放学时间，6 位教师选择 16:30~17:00 时间段，占比 4.58%；11 位教师选择 17:01~17:30
时间段，占比 8.4%；63 位教师选择 17:30~18:00 时间段，占比 48.09%；47 位教师选择 18:01~18:30 时间

段，占比 35.88%；仅有 4 位教师选择 18:30 之后的时间。鉴于惠州市小学生家长的下班时间多在

17:30~18:00，多数小学在 17:30~18:00 放学。由此可见，大多学校均响应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义务教育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课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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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的规定。 
课后服务时长基本满足家长需求。调查显示，92.86%的家长表示，孩子参与课后服务后，不能按时

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写作业的困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3.1.2. 形成“1 + X”即“作业辅导+特长发展”双元模式 

为了解小学课后服务的内容，研究采用多项选择的方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7.94%的教师选择“自

习看管”，90.08%的教师选择“作业辅导”，19.85%的教师选择“阅读或写作”，32.82%的教师选择“文

化课补习(查漏补缺)”，29.01%的教师选择“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艺术、体育、手工等)”，1.53%的教

师选择“劳动实践活动”，0.76%的教师选择“走出校门进行校外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惠州市小学课

后服务内容较为丰富，并非仅仅看护学生，同步实现作业辅导与活动开展的目标。“1 + X”即“作业辅

导+特长发展”双元模式基本形成[4]，并得以实施，不仅满足了学生完成课后作业的需求，同时也为他

们提供了多元发展的空间。自习、做作业和辅导答疑的环节，能够确保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和专业的指导

来巩固课堂知识，解决学习中的疑惑。而兴趣小组、社团活动、阅读活动、文体艺术活动以及劳动实践

和科普活动等，则为学生提供了发掘潜能、培养兴趣、提升综合素质的平台。 

3.1.3. 课后服务的组织形式丰富多样 

课后服务的组织形式直接影响了课后服务的开展效果，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也能够帮助学生提升人际

交往与合作能力，对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有着正面的影响[5]。为了解目前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的组

织形式，在教师版问卷调查了小学课后服务的组织形式。结果显示，教师面向全班同学集体进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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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占比最高，达 58.02%；其次是教师在班内分组进行，占比 34.35%；其他组织形式，如同一年级跨班

分组进行、教师与学生一对一(面对面)进行、不同年级混合编组进行、根据学生兴趣进行分组，分别占比

19.85%、19.08%、12.21%、13.74%。由此可见，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的组织形式种类繁多。 

3.1.4. 评价主体多元化，教师、家长满意度较高 
课后服务活动的评价方式对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确保课后服务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反馈学生

参与延时课后服务后产生的变化[4]。家长版问卷调查显示，70%的家长表示参与了课后服务后，孩子的

作业能及时在学校完成；42.86%的家长表示孩子培养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44.29%表示孩子增

长了知识，成绩有所提高，18.57%表示课后服务能满足孩子的个性化需求，20%的家长表示参加课后服

务后亲子互动时间变多、家庭关系更和谐了，家长对于课后服务的效果较为满意；通过在教师问卷中设

置“您的学校对课后服务活动效果的评价方式”一题，教师选择的评价方式分别为“学生档案卡或成长

档案(11.45%)”“家长或学生评价打分(13.74%)”“教师之间互评(12.21%)”“学生进行成果展示(12.21%)”
“学生的积极性(21.37%)”“参与活动比赛(4.58%)”“活动作品学校抽查考核(3.82%)”学校、教师、家

长和学生都占据一席之地，评价主体呈现多元化。当被问到“您对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如何”时，

选择“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教师仅占比 6.87%，说明教师对于目前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满意

度较高。 

3.2. 小学课后服务现存问题 

3.2.1. 教师工作负担较重，心理压力较大 
经调查发现，教师每日工作时间大致为 8 小时。在“每周参与课后服务次数”这一问题上，11.45%

的教师每周参与 4 次及以上，21.37%的教师每周参与 3 次。在每次参与课后服务的时长方面，60~90 分

钟和 90~120 分钟的教师占比 16.79%。值得注意的是，有 2 位教师每次参与课后服务的时长甚至超过 120
分钟。数据显示，大部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频率较高，部分教师每次的参与时长均在 2 节课及以上。

同时通过访谈进一步了解到，相较于以往，教师的工作时间已有所延长，工作量亦有所增加。然而，教

师的精力有限，这常常导致小学教师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难以确保课后服务课程的质量。 

我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对此表示支持的态度。然而，这也引发了我对自己孩子看管、照护的顾虑。同时我们

学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在六点以后，考虑到此时学校周边交通拥堵的情况，我基本晚上七点才能到家。这无疑增加

了我的工作时长。 

摘自《T1 教师访谈笔记》 

对于课后服务，我觉得是没必要的。在正常的教学时间之外，老师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和进行

课后服务，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的工作压力。长时间的工作不仅会影响老师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还可能导致老师

在教学质量上产生疲惫和懈怠。 

摘自《T7 教师访谈笔记》 

3.2.2. 课后服务师资来源受限且学科分布不够均衡 
从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师资来源来看：除学校教师外，占比最大的是学校引进的第三方机构，占

34.53%，远超其他人员；其次是家长志愿者、社区志愿者、高校志愿者和退休教师，占比均较低。可见，

学校教师和学校引进的第三方机构是开展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两大主力军，课后服务师资的来源比较有

限(详见表 1)。通过访谈了解到目前参与课后服务工作的人员大多都是本学校内的老师，而小学教师中任

教语、数、英的教师多，音、体、美的教师少，需要进一步通过引进家长志愿者、社区志愿者、高校志

愿者等，扩大教师专业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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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urces of teachers for after-school service work in primary schools 
表 1. 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师资来源 

分类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学校教师 125 67.6 95.4 

家长志愿者 8 4.3 6.1 

社区志愿者 4 2.2 3.1 

高校学生志愿者 2 1.1 1.5 

学校引进的第三方机构(社会企业机构) 45 24.3 34.4 

退休教师 1 0.5 0.8 

总计 185 100.0 141.2 

 

学校课后服务主要由主课老师负责授课，而在周三的兴趣班中，可能会有部分音体美老师参与授课。但无论是

主课还是兴趣班，所有课程均由本校老师承担。 

摘自《T2 教师访谈笔记》 

我参与了学校课后服务，星期三安排了兴趣班，有二十四点、简笔画、剪纸、书法，而我上的课是书法课、其

余时间就是在教室写作业。学校的兴趣班都是由学校老师上课的，比如二十四点数学老师上，书法课语文老师上。 

摘自《T1 学生访谈笔记》 

我的孩子参与了学校的课后服务，作业辅导+兴趣班，目前上课的都是本校的老师来的，平时就是主科老师轮流

上，兴趣班就是一些音体美的老师上。 

摘自《T3 家长访谈笔记》 

3.2.3. 课后服务内容相对单调 
基于问卷调查反馈的分析(见表 2)，课后服务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倾斜性。在其中，作业辅导占据了绝

对的主导地位，其占比高达 90.08%，远远超过其他服务内容；其次是自习看管，占比 67.94%，而其他如

阅读或写作、文化课补习、社团兴趣小组活动等服务内容，相较于作业辅导和自习看管，其占比相对较

小。由此可见，课后服务的内容较为单一，大多倾向于较简单的自习看管或作业辅导，这种现象反映出

惠州市在课后服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服务内容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Table 2. Elementary school’s after-school service content 
表 2. 小学课后服务内容 

分类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作业辅导 118 37.2 90.1 

自习看管 89 28.1 67.9 

阅读或写作 26 8.2 19.8 

文化课补习 43 13.6 32.8 

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 38 12 29.0 

劳动实践活动 2 0.6 1.5 

走出校门进行校外实践 1 0.3 0.8 

总计 317 100.0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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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课后服务的经费投入需进一步加大 
提升课后服务的工作水平，首先要调动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解决好教师取得薪酬的问题刻

不容缓。调查显示，高达 53.44%的教师对课后服务补贴费用的满意度仅为一般水平。进一步分析调查结

果发现，教师们对于规范课后服务的开展有着多元的建议。除占比最大的 73.28%的教师建议建立健全相

关制度外，还有 54.96%的教师对课后服务补贴费用表示期待提升。此外，30.35%的教师提出，增加相关

的课后服务课程资源，如活动场所、硬件设施等，也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这些建议共同反

映出，我市课后服务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大对课后服务的经费投入。

只有确保教师待遇，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才能让教师们愿意积极参与课后服务，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好

的教育环境。 

3.2.5. 部分教师仍存在占用课后服务时间授课的现象 
教师对课后服务的理解深刻影响着他们在课后服务课堂上的教学策略[6]。根据教师版问卷，在“以

下哪种解释最符合您对小学生课后服务的理解”一题中，36.26%的老师认为课后服务主要是为了辅导作

业，提高学生的成绩。根据对学生访谈的了解，部分教师在课后服务中确实会为学生预留了自习时间，

但同时，他们也利用部分时段进行授课。在实习期间，笔者观察到，由于考试压力和教学进度的需求，

部分学校存在教师占用课后服务时间进行讲课的现象。 

参加了一个学期的兴趣班，其他时间是晚托。参加了舞蹈，打篮球。自从孩子参加了学校的兴趣班，孩子变得

活泼，主动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兴趣活动。晚托的时候有时候就做作业，有时候老师就拿那些时间来讲自己的课。 

摘自《T4 家长访谈笔记》 

3.2.6. 设施配备尚需完善 
尽管进行课后服务的设施虽相对完备，但有待进一步丰富。在参与课后服务工作的教师中，有 96.95%

的教师表示开展课后服务的主要场所是教室；38.17%的教师表示，操场、体育场馆等场所可以提供给学

生进行课后服务；学校能够提供艺术科技等专业教室、图书馆、阅览室等地方分别占 29.77%、21.37%；

由于目前小学中的硬件设施所限，能够提供实验室作为课后服务场所的仅占 4.58%。由此可见，学生目

前参与延时课后服务的主要场所是教室、体育馆、图书馆等地点，课后服务活动的场所有待进一步丰富。 

3.3. 小学课后服务提升建议 

3.3.1. 强化政府的引领作用 
加快改革教育评价机制。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该方案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

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

题”[7]；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新课程标准明确了

义务教育阶段时代新人培养的课程目标，即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政府应强化好其指挥棒的作用，加速推进小学阶段的教育评价改革

[8]，削弱唯分数论对课后服务的负面影响，为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与方向指引。 
发挥好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的作用。课后服务的涵盖面广泛，涉及多个主体部门，包括资金

筹措、活动场地安排、师资力量配备、质量评估以及服务监管等诸多环节[8]。同时还需协调教育、人力

资源、文体、市场监管、民政和工商等多个部门。鉴于惠州市内县城、乡镇和村级小学所在地区的发展

差异显著，因此更需要党和政府发挥好对这些资源和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推动惠州市城乡教育一体化

的发展，推动乡村小学教育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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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发挥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导作用 
加强对课后服务的宣传和引导。为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与效果，学校需强化宣传引导工作，确保教

师对课后服务有全面而准确地认识，深刻理解其重要价值。学校是课后服务的核心场所，教师是推动课

后服务发展的中坚力量。若教师对课后服务的认识存在偏差或理解不足，可能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缺乏

足够的支持，主观参与意愿下降，进而对课后服务的质量产生不良影响[4]。因此，学校应加大对课后服

务政策的宣传力度，组织教师进行政策解读培训，并鼓励教师集体学习相关政策，使教师从政策层面深

刻领会开展课后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提升课后服务整体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丰富课后服务的内容与形式。经本次调研，发现近半数的家长期望课后服务能提供更加多元且丰富

的课程设置与选择，特别是增加科技馆、博物馆等校外活动，然而，调查结果显示，惠州市内无论是村

小、乡镇还是县城的小学，其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普遍显得较为单一，这既难以满足家长们对于多样

化服务的迫切需求，亦不利于培育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新时代新人。因此，学校应积极优化并丰富课后

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应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异、学校特色以及学生个体的不同需求，制定出符合实际、因

地制宜的课后服务方案[8]。 
建立健全课后服务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学校作为课后服务的核心场所，应加强对课后服务过

程的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的建设[9]，以确保课后服务的质量。然而，根据调研结果显示，笔者发现部分

学校在课后服务过程管理上存在不足，质量评估机制也存在欠缺，如存在教师占用课后服务时间授课的

情况。为了改进这些问题，学校应当建立健全课后服务管理制度，加强对课后服务的巡视和检查，以督

促教师认真履职。同时，学校还应建立多元化、多角度的质量评估机制，坚持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

和终结性评价[10]相结合的原则，以促进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打造一个让学生开心、教师用心、家长放

心的课后服务制度。 

3.3.3. 加强对师资力量的凝聚和保障 
凝聚课后服务的多方师资。根据本次调研发现，开展课后服务的主要执行者为本校教师，师资力量

稍显薄弱。然而，从家长角度出发，他们对除本校教师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如学校引进的第三方机构，

持有一定的支持的态度。因此，为保障课后服务的质量，满足家长对师资力量的需求，并减轻本校教师

的工作负担，课后服务的师资应凝聚多方面力量，壮大课后服务的队伍，助力培养义务教育阶段新时代

新人。 
保障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权益。当前，教师在课后服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动力和能力直

接关系到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11]。因此，保障教师的权益是提升课后服务效果的关键所在。为实现这

一目标，首要任务是落实教师的“弹性上下班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所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培训负担的意见》[1]，明确指出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

性上下班制”。在推动课后服务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充分考虑教师工作量的增加，确保这一制度得到

切实执行，从而有效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此外，必须统一规范并及时发放课后服务补贴。通过访谈进

一步了解，当被问及关于课后服务的改进建议时，多位教师均表达了对增加薪酬的建议。因此，学校应

当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并提升教师的薪资水平，同时优化其福利待遇，以有效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

和生活负担，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通过这些措施，笔者期望能够构建一个更加积极、健康的教

育环境，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课后服务。 

3.3.4. 增强家长对政策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为确保课后服务的有序推进，家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至关重要。为了精准实施课后服务，并培育符

合时代需求的义务教育阶段新人才，家长需要对课后服务及其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有更为深刻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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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之务，家长应准确把握课后服务的初衷和核心价值，摒弃过分关注分数的观念，及时更新教育观念

[12]。唯有深入理解课后服务的内涵，家长才能与学校形成合力，共同助力孩子的全面发展。其次，家长

必须积极履行家校共育的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充分强调了家长在孩子教

育中的首要责任。在学校，教师的职责是教育学生，而在家中，家长则应承担起家庭教育的重任。因此，

家长不应将教育孩子的责任简单地推给学校和教师，而应主动作为，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3.3.5.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推动其全面发展。课后服务的第一对象是学生，其设立的根本在于贯彻“双减”

政策，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缓解他们对学科培训的压力。我国《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课后服

务内容主要涵盖学生作业完成、自主阅读、体育锻炼、艺术培养、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

社团与兴趣小组活动，还包括观看适宜儿童影片等内容。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提供免费的辅导帮

助。”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成集体教学或‘补课’，而在本次调研反映的是，“作业辅导”占据了七

成比例，这与课后服务的初衷相悖。为了真正落实课后服务的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符合时

代要求的新人，减少课后服务中的课业辅导显得尤为重要。 
增强学生自身的主体意识。学生是课后服务不可或缺的主体，而“双减”政策的推行则进一步凸显

了自律性和自主意识在学生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学生应积极响应政策，努力提升自身的自主意识和

责任感[9]。与此同时，学校、教师以及家庭均应携手合作，协助学生建立起课后服务的主体意识。例如

鼓励学生自主规划课后服务的任务和时间，提升工作效率，培养个人兴趣爱好，以及增强身体素质和健

康状况。只有当学生的自主意识得到实质性地提升，课后服务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发挥。 

4. 结语 

总体而言，课后服务作为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满足他

们的成长需求，还解决了家庭中的诸多困扰。本研究以惠州市小学课后服务参与者(教师、家长、学生)
为研究对象，对惠州市小学进行实地调研，从课后服务实施现状入手，深入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优化策略，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由于人力、物力和时间的限制，

研究范围仅限于惠州市，样本数量相对较小，难以全面反映课后服务的整体状况。在未来的研究中，笔

者将会扎根中小学教育，时刻关注小学课后服务的实施现状与问题，不断提升研究能力，以期为小学课

后服务的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对策，为“双减”政策下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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