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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课后服务，解家长后顾之忧
西海岸新区实施特色“1+X+T”课后服务课程，目前已实现义务教育全覆盖

  □本报记者 丁一

  课后服务是实实在在的民生服
务。近日，教育部明确今年秋季学期
开始，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
覆盖。事实上，新区先行先试，从2019
年开始率先实施课后服务。如今 在

“双减”精神的指引下，新区教育和体
育局继续探索学生家长满意的校内服
务方式，不仅全面落实“5+2”模式（学
校每周5天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2
小时），更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
对课后服务的内容全面升级，实施具
有新区特色的“1+X+T”课后服务课
程。目前新区已实现课后服务义务教
育全覆盖，每周五天均参加课后服务
的学生数占比达85%。这为新区十数
万家庭解决了一项民生难题。

  井冈山路小学各年级学生，基本全
员在校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课程设
置之初，经过数据分析和学生需求论
证，结合各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
特点，学校最终按照“一级一策”的方
式，按需定制课程。从艺术体育类到曲
艺诵读类，从益智棋艺到乐高机器人，
动手、动脑、动口，多感官参与的精彩
活动，让学生在趣味盎然中收获成长。
  低年级学生注意力时间短，好奇
心强，好动爱玩，学校安排创意手工、
陶泥制作、乐高搭建、诵读和篮球活
动。中年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增强了，
注意力注意时间也延长了，且对新鲜
感的活动充满兴趣，学校将羽毛球、乒
乓球、国际象棋、诵读、快板、吉他、国
乐等引入服务中。高年级学生课业开
始有难度，先安排学生完成家庭作业，
之后根据学生兴趣，进行社团活动，足
球、篮球、绘画、手工等，张弛有度。“按
需定制的服务活动，更加科学合理，也
更加符合孩子成长的需求，受到各年
级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井冈山路小学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课后服务属于教育业界的新课
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课程建设的好
坏，直接影响课后服务能否健康持续
开展。新区从顶层设计层面突破，创新
打造“1+X+T”课后服务课程。“‘1+X+
T’课程着眼于学生品格的形成和关键
能力的培养，构建‘学科辅导+兴趣活
动+特长培养’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新区教育和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1”为学科辅导，让作业不回家。
学科老师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
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
展学习空间，有助于学生认知能力、自
我管理能力的培养，切实减轻学生过
重课业负担。“X”为兴趣活动类课程。
新区开设了艺术类（包括书法、国画、素
描、舞蹈、合唱、民乐、陶艺、剪纸、面
塑）、体育类（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
啦啦操、田径等）、科普活动（包括机器
人、建模、3D打印、物联等）、劳动实践等
项目，鼓励学生挖掘自己的兴趣爱好。

“T”为特长培养类课程，能够满足学生
更强的专业发展需求。新区要求各学校
根据实际，一生一案，学生学有所长，为
学生的特长发展架起了更坚实的阶梯。

  课后服务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小时
的时间，但对于每天在校学习不超过
六个小时的孩子来说，这两个小时的
活动极为重要，体育锻炼、艺术特长、
曲艺棋艺、巧手搭建、阅读活动等等各
类别的活动，不仅让孩子度过轻松愉
快的服务时光，更加开拓了视野、增长
了能力。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依
托办学特色，课后服务推行“导师制”
和“社团制”，对学生实施个性化指导，
倡导学生抱团发展。篮球是该校的金
色名片，近7年来先后荣获省市区15个
冠军。依托篮球特色，借力区内优秀的
篮球俱乐部，学校组建了男女篮共7支
赛队、梯队，吸纳200余名篮球爱好者
加入。课后服务时间，操场、求是楼风
雨操场都成了热火朝天的竞技场。篮
球成为了开发区实验小学课后服务的
领头雁和先行者，省篮球冠军教练薛
英强老师也成为开发区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课后服务的首席导师。目前，该校
课后服务的管理、品质和效果得到学
生喜欢、家长认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学生加入。
  课后服务是否有特色，关键看授
课队伍。薛家岛小学建立“2+1辅导员”
制度，诚邀专家级辅导员+校内特长教
师+教师助教，打造专业化师资团队。

为丰富课程内涵，提升课程品质，学校
盘活各级各类资源，邀约一批专业人
员，如书法林贵勤教授、专业足球教练
曾朝宇等组成专家指导团，共同组建
复合型师资队伍。
  针对放学后时间如何利用的问
题，新区早有布局，先行先试，从2019年
开始提供课后服务。今年7月，教育部
发布通知，要求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
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
新区教育和体育局第一时间统筹部
署，要求各校要从实际出发，“一校一
案”制订完善课后服务具体实施方案。

  课后服务是提高教育服务质量、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但是作为注入全新内涵、给予更高期
望的“新课程”，各学校落地执行时，如
何摆脱“应付式”“强制式”的质疑，让
课后服务真正能够减轻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学习更好回
归校园？这需要在评价体系上做文章，
特别需要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构
建“家校共育”的氛围。
  太行山路小学对“课后服务”提供
者建立准入机制，依托家委会优选特
长课程、培训机构，从源头确保教育质
量。同时建立退出机制，优胜劣汰。对
于已报名的课程，家长和学生有权随
时选择退出学习。家委会对于已开设

的特长班实行动态调整，那些报名人
数少或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的培训机构
及时予以淘汰。
  经过推行，成效显现。太行山路小
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受教
师数量和专业限制，想依靠本校教师
资源促进学生特长发展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以管乐、跆拳道和足球为例，
这些特长教育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
很高，而学校这些教师资源是极度匮
乏的。现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有效
解决了这个瓶颈问题。”课后特长课程
的有效实施，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科学
素养与人文修养，促进了学生个性的
充分发展，太行山路小学的学生们在
各类比赛中脱颖而出。
  课后服务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
民心工程，家长的满意度是课后服务
评价的重要一环。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要求各学校以家长调查问卷形式在每
学期末开展调研。调查结束后，进行大
数据分析和横向、纵向数据对比，归纳
总结课后服务中存在的优点和缺点。
  “区教育和体育局对学校课后校
内服务不定期督导，做好过程性监管
和指导。”新区教育和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课后服务是新区教育部门落实惠
民措施“最后一公里”的主动担当，这
一政策具实效、接地气，提高了学校服
务效能，促进学生多元发展，有效破解
了“放学早、接送难”这一长期矛盾，真
正为群众办了实事、解了难题。

弘文学校学生将年画画到陶瓷上。

放学后，衡山路小学的学生们在校学习国际象棋。

太行山路小学管乐团利用课后时间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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