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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三点半”问题由来已久。
下午3 点半之前，孩子在校学习，责
任在学校；3 点半之后，孩子在家生
活，责任在家长。但是，由于作息时
间的不匹配，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接孩
子，不少家长不得已把孩子送进了各
种托管班和课外辅导班。同时，大批
的孩子走出学校门进入培训班的门，
又造成了“提前学”“负担重”“传递焦
虑”等更多的问题。

近些年，不少地方也出台了方
案。深圳市曾经于 2015 年起在 320
所学校开展过课后延时的试点工作，
2018年北京市提出在全市义务教育
学段提供 3 点半后全覆盖的课后服
务……

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
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各地
纷纷推出“官方带娃”的各种探索。
教育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10月，全国已有30个省份出
台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36 个大
中城市(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
5个计划单列市)66.2%的小学、56.4%
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43.2%的小
学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参加了课
后服务。而随着“双减”问题成为今
年全国两会的热点后，越来越多延后
放学的举措在各地展开。

但是，自相关政策开始出现，就
一直伴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有些家长举双手赞成，大呼“及时”，
一些家长却不买账。同时，不少中小
学生教师也表示，如今教学工作已经
十分繁重，在此基础上增加课后托管
的工作内容，无疑是“雪上加霜”。

“官方带娃”为何叫好难叫座？
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家长老师和专
家，试图找到答案。

家长的需求始于看管，但
绝不止于看管

2月底，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表示，各地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
课后服务全覆盖，每个学校都要做起
来。在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
班时间相衔接，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
困难问题。

3月中旬，杨清就收到了女儿所
在小学的一份通知。

“政策落实的真快啊！”杨清的女
儿在北京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一年级。
杨清收到的通知写到，学校将进行自
愿报名的课后托管，报名托管可以5
点半接孩子，托管的内容包括诗词赏
析、绘画、音乐、阅读、书法等内容。

杨清和爱人都是上班族，家中没
有老人帮忙接送孩子，女儿每天放学
后原本是要去校外的托管机构。收到
这一消息，杨清非常高兴，直接报名了
每周两天的课后托管，打算“试试
水”。然而两周以后，兴奋的心情没有
了，杨清打算退掉学校的课后托管。

“尽管学校有了托管，但是，很多
读、背等‘软性’的作业仍然要等到晚
上回家才能做，在学校里，是没有课
后作业辅导服务的。”杨清说，“在学

校托管的那两天，回家跟‘打仗’一
样，要折腾到晚上9点多才能完成作
业睡觉。”杨清表示，在校外的托管
班，有专门的老师辅导这些内容，晚
上回家以后孩子就轻松多了。

不仅如此，学校下午的托管没有
“加餐”服务。杨清记得第一次 5 点
半从学校接孩子时，孩子“哀嚎”自己
饿得不行了。而且，在学校托管的两
天里，孩子只能留在教室里，不能像
在校外托管一样去户外活动。

“后来我去接孩子，旁边和我一
样试验了两周的学生家长都说不去
了。我的理由是浪费了时间，晚上还
要让孩子‘加班’，其他的家长多是觉
得可以把孩子接回来，上更重要的课
外班。”杨清说。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对1605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92.9%的受访家长期待
落实好学生课后服务。家长所说的

“期待落实好”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
层是期待“落实”，一层是期待“好”。

家长们对课后服务的需求始于
看管，但绝不止于看管。

来自辽宁盘锦的小学生家长郑
阳已经参加了两学期的学校课后托
管服务。“以前学校没提供课后服务
的时候，我们没有条件及时接孩子，
就会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但
是我还是更倾向于学校的课后服务，
在辅导孩子上，学校的专业性更强。
而且，我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另
外，在学校，孩子们可以跟同学和老
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对孩子适应集
体生活有好处。”

在郑阳看来，尽管学校的课后服
务已经做得不错了，还仍有改进空
间，比如，与校外培训机构相比，学校
的兴趣课专业性不强，课程设置的种
类和内容有些局限。

另外，郑阳认为，学校的服务可
以再人性化一些。“例如，在放学时间
上，我们学校可以选的两个时间点是
5点和5点半，但是要求大家最终统
一一个时间。双职工家庭更希望 5
点半或6点接孩子，但最后还是统一
成5点了，是不是可以更弹性一些？”

郑阳所期待的也正是专家所担
心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对记者说，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
现在学生早上进校的时间要向后延
了，放学的时间也往后延，这与一部分
家长的作息时间相一致了，这个“一部
分”主要是那些在行政机构、事业单位
工作的家长，但是，“有些打工的家长
需要早晨7点就把孩子送走，之前可
以送到学校，那么现在学校推迟进校
时间，你让这样的孩子待在哪里呢？”

“一定要让每个地方、每所学校
采取符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情况的
措施，不能一刀切。”储朝晖说。

不止“朝八晚六”，教师也
是普通人

有些家长不买账，不少老师也有
质疑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学校托
管减轻了家长负担，但实际并没有真
正减轻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尤其是
对于低年级孩子而言，从早8点到晚
6 点，包括午托都呆在学校里，放学
还要值日，有些孩子家远，晚上到家
都已经 7 点多了。”深圳的一位小学
老师黄翔说。

与学生相比，老师在学校的时间
要更长。

一位在小学低年级担任班主任
的老师说，每个班主任对自己班的学
生都有很深的感情，即使课后服务时
间里没有自己的课，“只要学生在，自
己就会惦记着。”这位老师对记者说，

“比如今天不是我负责的自习，但我
也会时不时去教室走动一下，看看孩
子们学习的状态，或者随时答疑等”。

教师这个职业需要不断进行知识
输入和更新，也需要不断提升教学技
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最起
码的时间保证。“现在我每天工作时间
基本都要12小时，非常疲惫。这个职
业赋予我们很多责任和义务，但首先
我们是普通人，三餐四季，平平凡凡。
现在延长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负
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最终影响的很
有可能是教学质量。”黄翔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
很多老师同时也是家长，他们留在学
校辅导学生，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张月在北京当小学教师，丈夫是
医生，他们有一个即将中考的孩子。

“以前虽然下班也不早，但是一般晚
上7点总能让孩子吃上饭。孩子今年
初三了，压力大，有时还能帮她疏解
一下，哪怕只是聊天。现在，到家就
八九点了，别说聊天，一家人基本很
难一起吃晚饭。孩子爸爸加班，我
回家很晚，孩子的晚饭有时候是外
卖，有时候随便凑合一下。看着孩
子瘦瘦的小脸，真觉得挺愧疚的。”张
月说。

不少专家表示，学校对学生在校
期间有看护的责任，但不能损失学校
的教学功能，尤其是不能在难以保障
教师备课、休息的情况下，延长学校
对学生的看护时间。

专家：孩子不能只在两点一
线的空间里生活

即使课程单一、接送学生时间不
灵活等问题得以解决，不少教育届人
士指出，中小学生长时间在学校，并
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不少
老师有更深入的思考。“孩子在学校
完成作业，有老师随时辅导是好事，
但也要分情况。”江西南昌小学老师
汪莹说，有些孩子可能会养成拖拖拉
拉的习惯，本来 20 分钟可以完成的
作业，孩子会觉得“反正可以待到 6
点”，就越写越慢。

储朝晖表示，现在人们还存在一
个认识上的误区，觉得孩子只能在学
校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空间里生活。
而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尤其是
小学生对外界事物最为敏感，需要机
会去感受自然、接触社会。

“理想的状况是，按照课程标准规
定的课程学习时间应该只占学生整个
学习时间的60%，剩下的40%的时间，
应该由学生自己支配，让他们走进自
然、走进社会，去学自己喜欢的内容、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储朝晖说。

而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学生“学
校-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模式更加固
化了，亲子时间还减少了。

“亲子交流相处时间减少，低年
级孩子在校时间过长，容易疲惫或者
厌学。”黄翔老师说，而且，对于小学
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课后预习、复习
等都是需要成人介入指导和监督的，

“毕竟是培养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的
关键期，自习课显然无法提供这样充
分的陪伴指导。”

现在不少地方为了减轻学生和
家长的压力，不仅推迟了到校时间，
放学时间也一晚再晚，有的地方甚至
提出可以延长至晚上7点。

储朝晖认为，现在“唯分数论”的
问题依然存在。只要这个压力存在，
学生的学业负担就很难减轻，家长也
会千方百计给孩子报课外班。他建
议，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关键的制度
设计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教
师的负担。至于课后服务等具体措
施，可以让家长、孩子和学校更灵活的
处理。(文中老师和家长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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