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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后服务作为“双减”政策的重要措施，成为教育领域和社会的关注点。本文从课后服务内容、服务教

师、服务保障三个方面分别对广东省H市城市和乡村小学校内课后服务实施情况比校，接着从课后服务

内容受限原因、教师自身需求差异和服务保障痛点分析课后服务的困境，最后结合城乡特点，对城市和

乡村小学课后服务提出优化策略：城市小学创新课后服务模式，乡村小学增强课后服务特色，城乡教育

资源互动；城市小学多元协同育人，乡村小学提升育人素养，城乡教师交流互动；城市小学完善制度，

乡村小学加强指引，城乡经费有保障。本文为缩小城市和乡村课后教育质量差距，实现小学课后服务提

质增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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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fter-school servic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education field and societ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H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after-school 
service content, service teachers and service guarantee. Then, it analyzes the predicament of af-
ter-school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easons for limited after-school service content,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own needs and the pain points of service guarantee. Finall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urban and rural primary schools: Urban primary schools are innovating after-school 
service models, rural primary schools are enhancing after-school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and ur-
ban and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re interacting. Urban primary schools have diversified and 
coordinated education, rural primary schools have improved their education literacy, and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have exchanged and interacted. Urban primary schools improved the system, 
rural primary schools strengthened guidelines, and urban and rural funding was guaranteed.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ducing the quality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fter-school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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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7 年教育部办公厅在《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
出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并首次使用“课后服务”一词，虽然没有对其作出直接界定，但可以从《意见》

的描述中概括出教育部赋予课后服务的丰富内涵。在广义上，课后服务属于托管服务，是对托管服务的

延伸，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在监护人与学生看管时间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基础上出现的，这是

一种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借鉴外国经验，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就通过了保障

适龄儿童接受托管的法律，该法律规定了托管服务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托管服务计划，

项目经费，服务人员组成等；日本在 1990 年代后期制定的《儿童福利法》中，对课外活动的含义进行了

明确规定。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家庭与儿童之间的过渡无法顺利进行，一些义

务教育学校设立“晚托班”，“担负着对学生的看护与监督，该模式被公认为是早期课后服务的一个典

型”。基于以上相关观点可见，课后服务是学校教育在课后的延伸。“课后”强调了课后服务的时间，

即活动开展要在学校学习日放学后进行，不能代替或影响正常教学活动的进行。 
然而在我国，伴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市场化的影响，一些学校的晚托管课变成了“补习班”，

而在这种需要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很多课外培训组织也随之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学生的学业

负担。因此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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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双减”背景下的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受到全国上下的重视。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学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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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开展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课后服务的有效性和课后服务新模式探索等方面取得一定成

绩。但是，乡村学校的教育资源不同于城市学校，课后服务实施情况存在着差异。党的二十大明确提

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1]。因此，为了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本文比较城

市小学和乡村小学课后服务执行现状和存在困境，集合地域特色提出改善措施，为提升课后服务效能

提供借鉴。 

2. 城市小学和乡村小学课后服务实施现状 

2.1. 服务内容：城市小学充实多样，而乡村小学贫乏单一 

城市小学课后服务主要有基础托管和兴趣拓展类活动两类。从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城

市小学课后服务主要有两种方式：兴趣拓展类课程部分学校由本学校音、体、美教师负责，也有不

少城市学校通过引入校外第三方机构进行，根据学生的年级差异和兴趣爱好开展服务；基础托管课

程主要让学生在教室内进行自主学习，由本年级的任课教师集中看护[2]，学生的活动空间局限在教

室内。而乡村小学课后服务取决于有无兴趣类课程的教师。如果乡村小学没有开设兴趣拓展课程的

教师，课后服务时间基本上就进行基础托管项目或自主学习。在没有兴趣拓展类教师的学校，有些

学校将在课后服务时间内开展了科学课和综合实践课程，而大部分学校是集中学生自习或观看学习

视频。由此可见，城市小学服务受限因场地设施不足，校外资源难以整合；乡村小学则因资源匮乏，

课后服务形式单一，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两者受限原因不同，但均影响学生全面发展，需针

对性改进。 

2.2. 服务教师：城市小学师资强、疲于应对，乡村小学师资弱、缺乏指导 

课后服务政策的基本导向是“发挥学校主渠道”。在城市小学课后服务活动主要由校内教师实施[3]。
教师正常的教学工作繁重，由于课后服务的实施，教师的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而乡村学校普

遍存在单一学科型教师，有些乡村小学是教师临时学习一门技术来开展课后服务内容，部分教师甚至认

为课后服务只需确保学生课后的在校安全，完成看护任务即可。基于以上现状问题，城市小学师资强大

但疲于应对课后服务，工作压力增大；乡村小学师资薄弱且缺乏指导，服务内容单一，看护任务为主。

两者在服务教师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需分别加强支持与培训，以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2.3. 服务保障：城市小学服务保障待完善，乡村小学服务保障需加强 

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服务作为社会发展的时代产物。尽管各地方政府已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指导意见，

并做出了相应的概括性讲解，但是在课后服务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缺乏因地制宜的服务保障体系。城市

小学在每学期末接受城区教育局对“双减”政策实施效果的督导检查，对于各学校课后服务的监管整合

其中，责任督学通过查阅资料、实物查看等方式对学校教师的日常教学常规工作、学生作业管理、学困

生辅导进行评价，最后给予指导性意见来推进“双减”工作的落实。但是，对于课后服务如何开展、如

何实施、如何运行、如何评价没有统一的实施准绳，部分学校对于课后服务的管理尚不完备，缺少相关

的管理办法、审核机制以及应急预案等制度，在课后服务的实施方案和实施成效的资料上存在缺失。而

乡村小学调研发现，乡村学校获得的课后服务经费不足，有些学校将这项资金用于“学校建设”中，还

有大部分乡村学校在课后服务的具体管理细则、活动内容设置等方面缺乏具体实施计划[4]。据此本文得

出，当前城市小学课后服务保障待完善，缺乏统一实施准绳和完备管理；而乡村小学服务保障更需加强，

并表现为经费不足且缺乏具体实施计划的现状。因此两者在服务保障上均存短板，需政府、学校和社会

共同努力，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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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小学和乡村小学课后服务的困境 

3.1. 城市小学和乡村小学服务内容受限原因不同 

城市学校的资源较为丰富，但实际情况显示，校内和校外的场地和设施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

面，学校内部的室外操场、功能教室等场地和设施有限，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活动需求，制约了学

生活动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校外活动场地和设施缺乏引入和利用制度，导致其难以被整合进学校教

学资源体系中，成为学校活动开展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乡村学校的发展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这导致其

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在开展课后服务时仅能局限于其自身的实力。受此限制，课后服务所采用的

形式较为单一、僵化，学生参与度不高，常常听从于教师的安排，而学生的期望与实际内容则存在显著

落差。长远看来，乡村学生在课后服务中也仅仅是获得“监管”，难以开拓视野、提升思维能力。 

3.2. 城市小学和乡村小学课后服务教师自身需求差异大 

城市小学教师日常工作相较于乡村教师更为繁杂，加上课后服务需要教师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导

致很多教师工作时间过长，无法照顾家庭和孩子。尽管学校采取了“工多钱多”的课时奖励机制来补偿

他们的劳动，但这种机制并不能有效缓解教师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以及教师工作压力等问题[5]。而在

乡村小学，师资不足是制约学校课后服务的重要因素。课后服务开展者为校内教师为主，教师专业素质

较为单一，学校课后服务往往只能停留在安全看管和作业辅导，课后服务较难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

或其他比较消耗学校人力、财力的教育教学活动[6]。 

3.3. 城市小学和乡村小学课后服务保障痛点各异 

对于小学生托管这种教育服务而言，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的范畴之中，并给

予其公益性或公共性的定位；有必要在理念上对小学生托管进行明确，将其视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并

将其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领域中进行保障[7]。政府应该为公立学校提供充足的公共财政支持，

为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提供重要的经济基础。而学校作为课后服务的实施主体方，应承担提供优质课后服

务的责任，并需要在接受监督评估的过程中不断优化改善。而在实际开展中，城市小学对于课后服务的

评价还只是停留在对教师的考勤、值班、督查等管理制度上的评价，对于教师教学水平和质量的评价以

及对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的成效评价模糊，导致很多城市学校以“干好干坏都一样”的服务态度来执行课

后服务。而在乡村，县区教育局对于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缺乏重视，缺乏引领政策来推动课后服务的开展，

课后服务资金也难以及时到位。乡村学校缺乏外在的政策约束和内在发展动力，校内课后服务发展举步

维艰。 

4. 城市小学和乡村小学课后服务优化策略 

4.1. 城市小学创新课后服务模式，乡村小学增强课后服务特色，城乡教育资源互动 

结合城市和乡村小学的实际，开发出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课后服务项目是当前“双减”背景下的学

校课后服务的焦点。对于城市小学，课后服务应该发挥自身在软件、硬件方面的优势，结合学校的办学

特色，创新课后服务模式。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好当地的教育资源，在课后服务课程设计中融入不同的

学科元素，做到五育并举。比如借助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工厂、植物公园、动物园等周边场馆资

源，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活动，到实地去体验和感悟。其次，针对不同年级设计不同的学校精品社

团活动和年级特色课程，对于低学段小学生，主要是激发探索的兴趣；对于中学段小学生，激发学生学

习多学科融合的能力；对于高学段小学生，学校需要搭建平台，创设条件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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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受到很大的阻碍，如何充分利用各种物质，因地制宜开发适合当地的课

后服务形式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重要问题。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特色应凸显乡村的乡土性和地方性，促

进小学生对乡村社会的了解、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对乡村资源的善用。首先，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让学

生走出教室。在课后服务过程中，利用现有资源，因地制宜开发有乡土特色的灵活多样的体育活动。学

校可以充分挖掘器材的多重属性让体育器材“一物多用”，如栏架可以用来跨栏、可以用作钻越的障碍；

呼啦圈可以用作障碍物，也可以用来替代跳绳，做多种游戏。学校可以组建多人配合运动，还可以开展

合理的运动竞赛活动，也可以开展学校体育友谊比赛，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其次，组织劳动

实践活动，增强劳动素质。乡村小学一般都是在田埂附近，可以利用附近的资源构建乡土课程。 
重要的是，打通城乡封闭的“教育圈”，实现教育资源的城乡互动。既可以把城市小学的教育资源

送到乡村去，又可以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要合理、协调的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使城市小学生能下乡学

习，乡村小学生能进城享有城市的教育资源。例如，城市小学也可以像周巷镇杭州湾小学一样，在学校

和社会的支持下，建立校外劳动基地，搭建一定规模的蔬菜温棚，班级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制定合理的

竞争机制，在种植热情、种植管理水平、农作物生长趋势和种植成果进行竞赛，最后班级采摘、收割的

作物由食堂按季节时值价收购，收成所获的费用用于班级活动支出[8]。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课教师可以

根据季节和农事安排学生进行播种、栽种、除草、收割等活动，在劳动中丰富学生的劳动情感体验，强

化劳动观念和合作意识。 

4.2. 城市小学多元协同育人，乡村小学提升育人素养，城乡教师交流互动 

多元协同育人教育模式，旨在通过整合家庭、学校、社区、行政部门、科研部门、社会机构和企业

等多方资源，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到学生的教育过程中。这种模式以“家长进学校、学校进社区、教师

进家庭”为形式，积极探索本地多元协同育人模式，使得家校协同育人有抓手，家庭教育有方向，社区

教育有活力，从而共建共享良性教育生态。对于城市小学，一是要动员多主体参与，强化课后服务内动

力。以学校为主体渠道实施课后服务是倡导“国家带娃”政策的开端[9]。而要实现“国家带好娃”的目

标，需要整合多种主体力量、协同合作，建立起一套多元、价值一致的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学校可

根据“双减”政策和有关课后服务的文件指导，由“学科类”教师完成学科作业的辅导任务，而“非学

科类教师”则在艺术、体育、阅读和劳动等兴趣类的综合素质拓展方面担负起培训工作的职责[10]。当“非

学科类”的教师数量有限时，允许引入有资质的第三方，适当缓解教师工作压力。 
对于乡村学校而言，一是要加强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识。在课后服务中，教师是主要承担人，

他们对于政策的理解决定了学校课后服务定位。为此，学校应注重教师培养、强化政策解读培训、组织

教师集体学习讨论、感悟课后服务政策的背后含义[11]。二是为乡村教师提供培训机会和提高专业素养。

教师专业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学校课后服务质量的高低。 
重要的是城乡教师交流互动。一是引导城市教师送教下乡。在乡村教育振兴的社会环境下，“牵手农

村教育”送教活动是弥补乡村小学教育活动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二是支持乡村教师走出来学习。在职前

教育和在职培训的过程中，应重视培养教师的“乡村教育适应型”教学能力。这一能力涵盖了情感驱动、

跨学科教学技巧、复合教学方法、乡村的综合实践教学方法以及乡土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应用[12]。对此，

鼓励教师加强对乡村学生情感和行为的了解，提高跨学科教学技能和教学编排能力，提高乡土教学资源的

挖掘和应用能力。引导教师更好地适应乡村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果，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教育发展。 

4.3. 城市小学完善制度，乡村小学加强指引，城乡经费有保障 

当前，针对小学中的课后服务，我国相关文件多为提供大致的指导方针及规划，然而有关于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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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的定位、管理机制与法规等方面存在尚待完善之处。因而，需根据我国国情及城乡间差异的特

点，建立合适的评估、监督、管理与保障体系，确保课后服务的稳妥进展。在城市小学，首先教育主管

部门建立课后服务的相关保障制度，如校外活动场地以及设施有效利用制度，课后服务经费使用制度等。

同时，健全教师权益保障机制。各学校应进一步明确教师的具体工作职责，并为他们设定明确的岗位职

责和工作时间限制，同时减少繁琐的评估和检查流程，以降低产出标准并减少教师的工作压力[13]。课后

服务的师生比也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确保教师有合理的休息时间，实施人性化管理。接着，教育管理

部门需进行高层次的规划设计，并根据学校的实际状况，制定出课后服务的评估标准体系[14]。 
对于乡村小学，县教育局和村委会要承担校内课后服务的管理责任，可设立地方性课后服务具体机

构，承担与社会资源的衔接和协调工作，定期检查和考核本地课后服务情况[15]。2021 年 4 月，财政部

和教育部颁布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对城乡经费提出了高要求。因此作为乡村小学，要

重点督促课后服务工作不到位的学校，严禁学校以任何借口不实施或“形式化”实施课后服务工作，切

实将“双减”政策落实办好，做好财政部门协调配合，逐步提升课后服务的育人质量。 
不论是城市小学还是乡村小学，课后服务本质上是义务教育的补充，旨在增强教育服务的能力并减

轻家长的接送负担，政府需承担起资金支持的核心责任。这项民生工程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服务能力，

帮助家长解决接送孩子的问题。课后服务是减轻学生的繁重作业和校外培训压力的关键的策略。因此，

课后服务在本质上既具有公共利益也有公共属性，它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一部分。政府要确保课后服

务财政投入，设立课后服务专项基金，做到专款专用，并定期公示经费流动使用情况。 

5. 结语 

城乡学校课后服务存在差异，既要全面化又要个性化地针对城市小学和乡村小学的实际情况实施课

后服务，又需要学校、教师、社会、政府等诸多主体的参与，形成教育合力，整体联动，促进学生全面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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