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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延时服务

三点半难题的这个解

为何会有截然相反的争议

近年来，在双职工家庭增加及教育减负呼声
的双重叠加之下，为解决困扰学生和家长的“三点半难题”，教

育部在2017年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
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要求。

那么，对于课后延时服务，家长是否满意，学生是否乐意？延时服务到底
是服务什么？带着相关问题，记者近日随机采访来自北京、山东、河南、江苏、
黑龙江等9省市的家长、教师和校长发现，他们的想法各有不同。大部分家长
认为比较满意，不仅解决了上班族接送孩子的烦恼，减轻在家辅导孩子的压力，
还省去了校外辅导班的费用。同时，也有些家长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小学
生参加课后延时服务待的时间长，效果不大，应加大孩子户外运动量，还给孩子更
多自由时间。

解三点半之困
为何还会有家长对此不满意？

陈平是对课后延时服务不满意的家长之一。今
年新学期开学，女儿成了学校唯一不参加课后延时服
务的学生后，每次接孩子放学，他总会特意躲着校长
和老师，“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一样”。

陈平的女儿陈美就读于黑龙江大庆市某公办小
学三年级。每天放学，这个拥有上千名学生的校园，
冷冷清清，只有陈美独自背着书包走出校门，连学校
保安看她都带着异样的眼光。

其实，陈平也和其他家长聊过，不少人都不愿意
孩子参加课后延时服务，但害怕老师会因此认为学生
不合群，孩子在学校被区别对待，所以一直不敢跟老
师说。

在校外，女儿陈美报了跆拳道和散打培训班，曾
在省内多次获奖。以前她到校外表演，没时间参加学
校的课外延时班，老师觉得请假会影响其他学生，便
对陈平说别请假，也别交钱了。“我不是心疼钱，我只
是想让孩子多一些户外运动。”即便顶着压力，陈平还
是下狠心，最终在女儿三年级的时候，决定不再让孩
子参加课后延时服务。

按照教育部在2017年发布的文件《关于做好中
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课后服务必须坚
持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中小学生是否参加课后服务，
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

“老师说自愿，我们是被迫自愿。”陈平不理解，国
家要求按照家长自愿的原则，但学校和老师却一再找
他。他说，妻子认为，这是在跟学校唱反调，老师可能
会因此给孩子“穿小鞋”。陈平也有类似的担忧，但他
还是安慰妻子说没事。

南京人夏伟也有相同的感触。“家长不敢说，家委
会也不敢说，大家都怕孩子被区别对待。”他说，如果
反映问题了，整个学校就都知道了，包括孩子的同学
也都知道，担心孩子会遭人排挤。“抱怨归抱怨，我不
敢不参加。”夏伟说。

陈平表示，他认为对于小学生来说，参加课后延
时服务不太必要。即使有的家长有需求，也没必要一
刀切。他打比方，“好比一所学校有个同学腿脚不方
便，结果让每个同学都买拐。外面一副拐要1000块
钱，在学校买500块钱，确实便宜一些，但其他同学的
腿脚没问题，为什么要去买拐呢？”

作业托管兴趣
“课后延时服务”服务什么？

女儿读一年级时，陈平就不想给孩子报名。他认
为孩子还小，学不到东西，不如自己带孩子锻炼身体，
就拒绝参加课后延时服务。这件事还惊动了校长。

“校长找我，他说全校就你家孩子没报名，不要搞
特殊。老师后来又做心理工作，说全班就你家孩子没
报名，以后课程会跟不上。我没觉得跟不上，你说一
个小学生能学到啥？”陈平说。

江苏镇江市某公办小学一名老师杜丽说，按照政
策，学校应遵循家长自愿原则，但学校有指标，要求每
个班级达到90%以上，不然就要被领导批评。

据她介绍，许多班级参加人数比例在95%以上，
甚至有些班级高达100%。

杜丽透露，为吸引家长同意孩子报名课后延时服
务，有些学校让语文和数学老师每周上课一天，班主任
再上一天课，剩余两天分给美术、音乐和体育等老师。

西安市一名初二学生表示，班里48名学生都参

加了课后延时服务，每天时间是17:
35~18:15，语文、数学、英语、历史、
政治和劳技老师轮流辅导他们。有
时老师会讲题，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学
生自己做作业。

“这个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还是短，
根本做不完作业，还是得回家写。”该学
生表示，她对课后延时服务很满意，因为
她在老师的监管下，比在家里写作业效率
高很多，一旦碰到不会的题，老师还可以
现场答疑解惑。

杜丽说，与初高中学生相比，低年级学
生没有太多作业。学生课后延时服务的时
间从下午3点10分到5点10分，第一个小
时，老师让学生写作业和打扫卫生。第二个
小时，她会带学生到楼下玩。“学生平时都在教
室，接触阳光的时间太少，容易导致近视。另
外，长时间待在教室，学生没有发泄的时间，对
小孩心理也不好。”

杜丽也想带学生搞一些诗歌创作，或者到楼
下认识花草树木，然后结合课本做一些延展。作
为主课老师，她已上了一天课，实在是力不从心。
杜丽说，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的费用是每学期300
元，虽然孩子不参加，但家长也愿意交这笔钱。他们
想让老师没有后顾之忧。

家长学生老师
课后延时服务压力给了谁？

“每天不停地说话，嗓子就像冒烟一样。”李凤在开
展课后延时服务的第一年，成为了北京一所公办小学的
老师。现在，她是班级里的副班主任，每天学生7点50到
学校吃早饭，她一般在7点30分到校，下午5点多下班，一
天至少工作9个小时。

在李凤看来，课后延时服务把压力都给了老师。老师
在校工作时间拉长了，自由时间少了，工作量比原来增加很
多，回家就很疲惫。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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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
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意见》也明确指出，考虑到
教师实际需求，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杜丽说，此前落实课后延时服务，说是可以弹性工作，实际上
却实现不了，因为现在学校上下班都要严格打卡。“我总得备课和
批作业吧？”杜丽说，班里有47名学生，工作量很大，比如默写、补充
习题、习字册都得批改。

繁重的工作压力并未给老师带来可观的报酬。有个学期结束，
杜丽发现拿到课后延时服务的补助金额是3000~4000元。而杜丽
办公室有一名老师教一年级，一周上四天延时班，学期结束后，这个老
师能多挣七八千元。

镇江是江苏省“双减”工作试点城市。杜丽说，镇江能获得一定补
贴，原本她学校每学期课后延时服务的费用是300元，但地方政府觉得
收280元就足够开支。后来，学校发现开支不够，这学期就开始收取
300元。

2021年11月，江苏省人社厅、财政厅、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
好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市从
2021年11月起，按每课时最低60元的标准，向教师每月据实发放延时
服务报酬。

但杜丽说，家长每学期交300元，可是上学
期的课后延时服务报酬，她至今还
没拿到。

课后延时服务
如何提高对学生的吸引力？

杜丽所在班级共有47名学生，不参加课后延时服务的有10多
人。当第一时段在下午4点10分结束后，20名学生被家长接回家，只
有10名左右学生坚持到最后。

“大家都说家长没时间接孩子，但学校也不能变成‘托儿所’。”杜
丽表示，据她观察，课后延时服务到下午5点10分后，大部分家长并
没有下班，接孩子的还是老人居多。

教育部在2021年 7月 13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称，截至
2021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
务，6496.3万学生、465.6万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其中，城区学
校覆盖率为75.8%，学生参与率为55.4%，教师参与率为62%，部
分大城市课后服务学校覆盖率超过90%，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
要进展。

杜丽认为，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课后延时服务可以缩短
时间，在学校待那么长时间，真的很累。另外，让学生都待在
教室，老师也没时间和精力给他们做辅导，学校可以引进一
些校外社团，提升学生兴趣。

针对有些家长和老师不满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说，这是家长和老师站的角度和位置不同。从
家长角度来说，当下招生考试还是要看分数，不少家长不
希望孩子在课后延时服务上花费时间，会选择把孩子送到
培训机构或请私人家教。

储朝晖表示，要想家长和学校
能够可持续地参加课后延时

服务，这要让课后延时服
务对学生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情况来看，想
对孩子具有吸引力还
有一定难度。所以我
们要从整体上去改
变，让学生和家长能
够自主选择，这样才
具有可持续性。”

在李凤看来，当初
国家实施“双减”政策，因

为家长下班晚，接送孩子的
时间没法保障，顺应大部分家

长需求，才推行课后延时服务。她曾
听家长说，有些家长还想把课后延时到晚上
八九点。总体上说，课后延时服务解决了大
部分家长的烦恼，不可能满足所有家长的要
求。对于老师来说，工作量虽有增加，但学
校也会给予一定补助。

“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取消课后延时服
务’的说法，除非有更好的方法能够代替，否
则我觉得取消的可能性不大。”李凤说，毕竟
从大部分家长和孩子角度考虑，利大于弊。

据央广网

督办人员了解服务报酬发放情况（图片来源：江苏新闻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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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99月月2525日日，，因女儿因女儿
未参加课后延时服务未参加课后延时服务，，陈平陈平
带着她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带着她在公园里锻炼身体。。
（（央广网发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