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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后服务是一种为应对“双减”政策而提供的学生课后活动服务，与义务教育紧密相关，属于教育延伸服

务。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课程与小学各年级阶段不匹配、班级纪律难以维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课程，并采取教师轮岗与校外教师相互配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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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school service is a type of student activity service provided in response to the “double re-
duction” policy, closely related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belongs to the extension of educa-
tion services. However,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such as mis-
matches between the curriculum and the various stages of primary school, and difficulty in main-
taining class discipline.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designing targeted 
cours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adopting a 
strategy of teacher rot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ff-campu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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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2 月 24 日，基于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迟，教育部办公厅提出《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指出，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

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课后服务

主要包括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参与体育、艺术和科普活动，以及进行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

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1]。截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全国有 10.8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

(不含寄宿制学校和村小学)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 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 7743.1 万名学

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 85%，其中有 71.2%的学生每周 5 天全程参加；534.5 万名教师参与课后

服务工作，占这些学校教师数的 86.2%，另聘请了 20.6 万名校外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工作[2]。 
课后服务的是由于家长下班时间与孩子放学时间不匹配的矛盾产生的一种社会活动，家长下班迟而

孩子放学早，导致家庭中难以接送孩子、辅导功课，并指导孩子参加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家长缺少

时间培养孩子的课外兴趣。以往这种问题都是由家长寻找校外托管或培训机构，让校外机构在课后至家

长下班前这段时间提供托管服务或兴趣班服务。《意见》指出，可以让学校在教育部门的指导和监管下，

引入符合条件的校外培训机构进校，在校内为中小学生提供课后服务[3]。 
课后服务是为学生课后活动提供的服务，由政府经费补贴、学校酌情收费、教师获取适当劳酬的课

后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4]。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与义务教育紧密相关的一种教育延伸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范畴，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涉及政府管理权、学校办学自主权、家长监护权、教师休息权等多方权利的交叉与嵌套[5]。 
2021 年为落实“双减”政策，北京市开展课后服务，至今课后服务形式多样化，但同时出现不少问题。 

2. 问题 

裴斯泰洛奇认为科学的教育是基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之上的，他确信存在一种人的基本

心理规律，由此提出教育心理学化，教育心理学化就是要找到这种规律，把教育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将

教育科学建立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他指出教育要适应儿童心理的发展，将教育的目的和教育

的理论指导置于儿童本性发展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不去探索和遵循儿童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发

展的规律性，就难以达到应有的教育目的，而进行的教育理论研究也必将失败。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编制

必须适合儿童的学习心理规律，才能提高教育和教学的效果。也就是说教育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顺序

性和阶段性。 
课后服务刚兴起的前几年，小学低年级(1~2 年级)、中年级(3~4 年级)、高年级(5~6 年级)每个阶段都

有适合学生的课后服务课程，然而，近几年已经出现了课程与学生发展阶段不匹配的问题，有些学校开

始对各年级使用统一的课程，例如三年级和六年级统一使用紫甘蓝变色实验课程，这对六年级的学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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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该年级学生认知发展正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的形式运算阶段，已经能够进行逻辑推理，具

有了系统思维的能力，而且六年级正是小升初的关键阶段，适当的课后拓展，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是有

帮助的，但是三年级学生认知发展处于具体运算阶段，还不能进行抽象逻辑思维，对于化学实验还不能

理解。再比如，对于科技课程，无论是知识点的讲解还是手工课程，对于低年级的学生都是不太合适的。 

课后服务的班级管理难以维持 

马卡连柯认为，教育者应该依靠学生集体的力量来完成教育任务，而不是单独对学生进行个别教育。

他强调“在集体中、通过集体、为了集体”的原则，即通过集体教育来实现个人教育，同时在教育个人

的同时影响整个集体。学生在集体中生活，就要遵守班级规定、班级秩序，班级秩序是指班级内部的一

种有序状态，班级秩序是进行教学的前提，良好的班级管理有助于维护班级秩序，形成良好的班风实现

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班级管理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更在于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班级管理通过组织协调、监督指导、沟通交流和激励评价等职能

的发挥，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尊重，

自信心和责任感也会得到提升，同时班级管理还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培养他

们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这些都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 

但是课后服务已经出现了班级秩序混乱，班级管理难以维持的问题，课后服务的教师通常由专门机

构从高校招聘在校学生。一方面，这些学生缺乏班级管理和维持纪律的经验；另一方面，学生认为这些

教师不是他们的正式任课老师，因此不服从管理。有效的班级管理不仅依赖于教师的管理能力，还需要

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缺乏管理经验的教师难以维持课堂纪律，这表明在教师选聘和培训过程

中存在不足。 
对于 1~2 年级的学生，教师的权威和学生的规则意识较弱，导致纪律难以维持。此外，教师不知道

学生的名字，更使得学生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 3~4 年级的学生，虽然规则意识有所增强，但对教师的信任度不高，管理效果有限，这种服从

只能在短时间维持。 
对于 5~6 年级的学生，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教师需要更多地依赖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而这在短

期内难以实现。 
综上所述，课后服务逐渐形式化，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不同的活动状态，有的在写作业，有的在玩

玩具、聊天、看书等。这些现象反映出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不足，课程内容枯燥无味，手工活动难度较大，

导致学生对课后服务的参与积极性不高。 
课后服务虽然是一种教育延伸服务，但在落实教育方针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能有效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核心素养包括认知能力、社会技能

和情感发展，是现代教育的关键目标。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适应教育改革趋势和

提升中国教育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根据相关研究，课后服务应与核心素养培养接轨，设计多样化和针对

性的课程，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需求。通过科学设计课程和加强教师管理，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和

教育价值。 

3. 对策 

杜威批判传统教育远离儿童生活，学校与社会脱节，忽视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

学校生活应与儿童当下的生活相契合，与儿童自己的生活相契合，由此提出了从做中学，杜威认为，适

龄儿童身体处于生长期，非常喜欢活动，身体处于生长期，非常喜欢活动，因此提出了“从做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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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以满足孩子的这一需求。此外，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也提出了类似的

教育理念，即“活教育”思想，陈鹤琴强调教育应基于对儿童心理的深入了解和认识，通过实践活动进

行教学，认为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学生在“做”中学习，教师在“做”中教授，共同在“做”中寻求进步。

陈鹤琴的这一理念不仅吸收了杜威的“从做中学”思想，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提出了更为全面

的教育实践方法。所以学生的课后服务内容，不应该是单纯的课堂理论教学，也不应该是单纯的无意义

的实践活动，而是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课程。 

3.1. 制定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课程 

1)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1~2 年级)：一、二年级学生一般在 6~8 岁，他们的肌肉发育尚不完全，含水

量较多，肌肉纤维较细，肌腱宽而短，关节软骨较厚，关节囊韧带薄而松弛，关节周围肌肉较细长，关

节的伸展性较大但牢固性较差，容易发生脱臼。因此在活动和锻炼时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同时神经系统

调节心脏活动的功能已发展完成，血液循环较快，心跳较快，应避免心脏负担过重和体力活动过度。 
他们对小学生活感到新鲜但不太习惯，因而一时难以适应。他们好奇、好动、喜欢模仿，但很难专

心听讲，特别信任老师，思维特点为直观、具体和形象，个性差异大。二年级是小学生形成自信心的关

键期，需要多表扬和肯定孩子，随时关注他们的心态变化。由于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自控力较弱，

学习上应注重习惯的培养和基础知识的掌握。 
在心理发展方面，学生的心理水平仍停留在不随意性和具体形象阶段，其心理活动的随意性和目的

性虽有所发展，但仍以不随意性为主。参加集体活动时，集体意识较模糊，尚不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

集体的关系及班级的荣誉。一、二年级学生还不具备自我评价能力，对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不太在意，但

喜欢听表扬的话，对批评的话语则不放在心里，很快恢复到原始状态。 
针对学生的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课程，一、二年级是关节发展的重要时期，设计一些动手操作活

动是最合适的，结合课程教材设计是最佳选择，七巧板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在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

下册认识图形中引入了七巧板，七巧板是一种智力玩具，也称“七巧图”或“智慧板”，由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发明。 
七巧板千变万化，可以拼出各种图案，深受人们喜爱。它不仅能够启发幼儿智力，还能够在幼儿对

实物与形态之间建立联系时发挥桥梁作用，在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形状分析及创意逻辑方面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家长们广泛使用七巧板来帮助孩子学习基本的逻辑关系和数学概念，可以帮助孩子认

识各种几何图形和数字。七巧板还可以教导小朋友辨认颜色，引导小朋友领悟图形的分割与合成，进而

增强手部智能、耐性和观察力。亦可用以讲故事，将数十幅七巧板图片连成一幅幅的连贯图画(如图 1)，
即可当漫画般说故事给小朋友听，先拼出数款猫、几款狗、一间屋，即可讲述一段美妙动人的故事。这

一活动结合了数学、语文和劳动课程，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发展，还实现了跨学科的融合。 
 

 
Figure 1. Tangram 
图 1. 七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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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七巧板，还可以设计飞碟杯(如图 2)，是一项结合手、眼、脑的益智游戏，这项游戏要求学生以

最快的速度将杯子按规律叠成金字塔状后还原，不仅考验手眼协调能力、反应速度和专注力，还能增强

记忆力和开发智力。 
 

 
Figure 2. UFO Cup 
图 2. 飞碟杯 

 
除了这些发展智力的活动，还可以设计一些人文类活动，比如认识植物，在动手操作环节可以让学

生们种一盆花。 
2) 在小学中年级阶段(3~4 年级)：三四年级学生一般为 8~10 岁，属于人体发育的童年时期，总体而

言，身体发育处于相对平稳阶段，除大脑外，三四年级学生的各项生理指标仅在量上比一、二年级学生

有所提高，基本没有质的飞跃，仍处于平稳发展的时期。研究表明，三四年级学生的大脑神经功能进一

步加强，特别是大脑内的抑制功能蓬勃发展，使心理活动更趋稳定。 
明显的表现是，他们比一、二年级学生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听课。语言能力有所提高，但处在由第一

信号系统向第二信号系统转换的过渡阶段，常常出现有话说不清的情况。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给予学

生充分的表达时间，并且要认真倾听。 
他们的逻辑思维开始迅速发展，对概念已有初步认识。集体意识开始形成，兴趣由个人活动逐渐转

向集体和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特别愿意选择合得来的同学，结成小组进行练习。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

中可以积极布置小组合作任务。 
在设计课程时，可以根据学生集体意识形成的特点，设计小组活动。例如，可以进行角色扮演活动，

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的主题为“奇妙的童话”，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感受童话人物的性格特点，

并依据这些特点设计服装。此外，学生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创编童话故事，编写剧本，并完成童话剧的彩

排和演出。在设计服装、编排童话剧和表演童话剧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动手实践能力和小组合作能力，而且通过扮演角色，学生能够亲身体验人物形象，这对学生分辨“好与

坏”“善与恶”以及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同时，课程还可以与传统文化结合，例如“还原兵马俑”项目。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分成几个

小组，在小组成员的协助下进行了穿越古今的“复活”兵马俑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从兵马俑的制作工艺、

历史背景、文化价值和考古价值四个方面进行合作探究。通过暑期的“兵马俑现场播报”、云游秦始皇

兵马俑、探秘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观看《国家宝藏》等方式，使学生们了解西安兵马俑的历史。并用粘

土、橡皮泥等工具制作兵马俑。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们不仅能动手实践，还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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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小学高年级阶段(5~6 年级)：五六年级的学生，身体发育再次进入高速发展期，身高、体重、

骨骼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大脑的额叶经历显著的结构和功能变化，有意记忆成为主要的记忆方式，学

生能够较精确地感知事物的各部分，并能发现事物的主要特征及事物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学生的想象从形象片段、模糊向着越来越能正确、完整地反映现实的方向发展。思维从以具体形象

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向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过渡，但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与感性经验相

联系的，具有很大成分的具体形象性。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情感更加稳定，自我尊重和希望

获得他人尊重的需求日益强烈，道德情感也初步发展起来。 
五六年级是学生小学生涯的最后阶段，面临着小升初的转变，课程设计可以适当增加难度。例如，

通过书法课程让学生感受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此外，还可以进行一些化学

实验，如前文提到的紫甘蓝变色实验，适合六年级的学生进行，这对学生以后选择文理有启蒙作用。也

可开设航空航天课程，介绍我国科技飞速进步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培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荣誉

感。六年级的学生还可以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如篮球和足球，以培养学生的爱好和兴趣。 
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课程，都要进行评价，小学低年级阶段不具备学生评价的能力，

教师就要做出积极有效的反馈，中年级往上，需要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

价的多方面评价体系，学期末，根据开设课程进行年终汇报表演，让学生学到的知识展示出来。 

3.2. 充实课后服务队伍，强化课后服务保障 

“双减”实施两年多来，课后服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受到群众普遍欢迎。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

许多问题，学校需要充实课后服务队伍，坚持以学校教师为主、校外高校学生为辅的模式承担课后服务，

强化课后服务保障。学校教师共同策划并实施课程，既确保了课程的质量，又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由于是本校教师授课，学生更容易信服，班级纪律也能得到良好维持。此外，校外高校学生参与课后服

务，一方面弥补了教师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为学生开设更多有趣的课程；另一方面也锻炼了高校学生的

实践能力，实现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 
课后服务既要保障学生的学业学习，也要从激发兴趣出发，满足学生所需，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素质

教育发展。在课程设计方面，应立足教师优势特长，整合高校资源和社区校外资源，挖掘校外共建单位

资源，开设“社校共建课程”，共同助力学生成长。形式上，可以拓展开设以“科、体、艺、诗、书、

礼”为主的博雅“六艺”课程，包含绘本戏剧、艺术舞蹈、音乐素养、乐趣英语等内容，助力衔接初中

课程，再比如“影视教育”“皮艇课程”“少儿围棋”等课程，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提升了课后服务

的质量，推动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在文化传承中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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