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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孩子放学之后去哪儿？这是家长们犯愁的问题之一，自从校内课后托管服务推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庭的燃
眉之急。近日，教育部明确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努力实
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岛城校内课后托管开展情况如何？学生如何度过校内托管时间？近日，记者从青岛多所学校
了解到，他们在校内课后托管的探索中，形成了多元、有特色的服务实践路径，引导有需要的学生自愿选择。

面对家长的课后托管需求，以学校
为主体开展的课后服务，已经在学校铺
设开来，且越来越受欢迎，崂山区第三实
验小学是其中之一。每天下午3点10分放
学，学生直接在校园托管两小时，特殊原
因甚至可延迟到5点半。
“校内课后托管采取自愿参与原则，面
向有需求家庭的开展，不收取费用。”学校
相关负责老师说，老师看管学生在校写作
业，为有需求的孩子提供解疑答惑，绝不允

许服务时讲新课。与此同时，学校开放了25
个兴趣社团，专门制定了统一的兴趣课程
表，方便学生选择和参加对应活动。
如今，校内托管成为放学后的一道

风景，报名托管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占
比由开始的四成增到六成多。青岛大力
推进校内课后托管服务，崂山区第三实
验小学仅是一个缩影。有截止到今年4月
份的数据显示，全市共有30 .9万名学生
参加课后服务，占全市学生总人数的

52 . 7%，参加校内课后免费托管人数占
参加人数的96.5%。
日前在一场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

再次明确了开展校内托管，今年秋季开
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
盖，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值得
注意的是，教育部提出课后服务“5+2”
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
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
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记者在采访学校中发现，各学校托
管形式较为多元，分普通托管和特色托
管，特色托管尝试提供多元化的托管服
务。以崂山区实验小学为例，学校提供
特色托管和普通托管两类。其中，特色
托管开设体育、艺术等29门社团课程；
普通托管采用“1+1”模式，即多元课程
+学生学习相结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
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发展中

心主任张彩欣说，学校课后托管主要分
成了三部分。其中之一是公益社团活
动，由学校老师和外聘教练负责，开展
一些特长类的兴趣培训；另一部分是校
内公益托管，完全由学校老师负责托
管，看护学生完成作业和答疑；还有一

部分则是第三方参与，由家委会考察通
过招标形式确定，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
个性化服务。
在校内课后托管模式下，家庭是最

直接的受益者。市南区学生家长王女
士从孩子刚入读一年级开始，就在为
孩子放学后去哪儿的问题发愁。孩子
每天下午3点多就放学了，而她下班回
到家通常都要到下午6点以后，孩子爸
爸下班就更晚了。一开始，她给孩子报
名了校外托管班，每个月的托管费大
约680元。但由于托管班里孩子人数
多，托管老师人手少，管理难度大，孩
子在这里难以保证学习质量，还学到
了一些坏习惯。后来，她又尝试请父亲
帮忙接孩子放学，但孩子在家里不太

服从老人的管教，放学后不少时间都
被浪费掉了。
面对这种让人心忧的处境，王女

士一度想辞职专注带娃，但后来逐渐推
广的校内课后托管，让她看到了一缕希
望。她告诉记者，自从学校推出了校内
托管，她立刻给孩子报了名，每天在学
校托管到5点半，然后再接孩子回家。托
管期间，由学校老师轮流看管孩子们写
作业，教室里非常安静，孩子写作业效
率也高了，每天完成作业之后，还可以
在学校自主阅读。让王女士惊喜的是，
孩子现在基本上在学校就能完成全部
家庭作业，晚上回到家可以做点儿自己
喜欢的事，这样一来母子俩都感觉轻松
了不少。

“目前参与校内托管的学生达三分
之一，托管时间基本与家长下班时间接
轨，高年级学生参与度会更高，一二年级
由于不设书面家庭作业，学生参与校内
课后托管反而少一些。”张彩欣告诉记
者，学校采取教师、学生自主报名，教师
的积极性还可以，为了尽可能调动参与
积极性，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托管补助。
参与校内课后托管的沙子口小学

一位老师介绍，参加托管的老师以年轻
老师的积极性居高。“虽然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工作量，但好在每个人一周上两
到三次，这个工作量对她而言还是可以

接受的。”在她看来，学校托管具有安
全、规范的优势，每天人脸识别，记录托
管人员和时长。
也有老师向记者坦言，校内托管的

政策对家长来说无疑是利好，但确实给
老师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目前很多老
师基本上是靠一份爱心、奉献精神在参
与。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入校园托管，似
乎也能解决家长和学校的难题，但疫情
防控背景下，目前的校内托管主要还是
要靠老师来完成。
为了做好校内托管工作，有的学校

组织老师全员上阵，每人每周轮流参与

托管服务，基本成为教学当中的必要工
作，只有扣分项，没有加分项。但在被动
参与的过程中，如何真正调动老师积极
性，是课后托管面临的一个课题。
“课后托管提供的辅导相对有限，
对于自制力较弱的孩子，校内课后托管
期间也有挑战。”一位老师结合观察分
析说，会出现自制力较差的孩子磨洋工
现象，在托管期间不写作业还是带回
家，又给家长造成作业方面的负担。与
此同时，校内托管缓解了家长接送压
力，有部分家长就在心理上有所放松，
在监护人的部分职责上缺位。

“校内课后托管解决了家庭后
顾之忧，尤其学校社团等教学资源
公益开放，可以充分利用托管时间
为孩子特长赋能。”张彩欣告诉记
者，学校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做校
内托管，开放公益的校园社团充实
托管服务，以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
力。其中一道考量是减轻学生周末
负担，让家庭不用过度投入在社会
机构培训上，给孩子创造一个快乐
的童年。
虽然有了校内托管来托底，但

并不意味着家长能放松监护人职
责。在沙子口小学一位老师看来，孩
子的教育责任不仅仅在学校，家长
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便有校内
托管家长也不能做甩手掌柜。此外，
校内课后托管可以丰富托管形式，
给学生更多的课后服务选择。
其实，校内课后托管考验教师

智慧，从整合工作、提高效率角度来
说，有些老师充分利用校内课后托
管时间，在校托管时便完成课后作业
批改，帮助有需求的学生面对面解疑
辅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的效
率。如何调动教师参与校内托管的热
情，在张彩欣看来，不能简单将其纳
入绩效考核，这可能反而加大教师的
心理负担。除了物质方面的补助之
外，可以给与老师精神上的鼓励，让
托管成为教师的加分项。
教育部明确，课后服务一般由本

校教师承担，也可聘任退休教师、具备
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
同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
中心等社会资源。张彩欣认为，校内课
后托管应该引入更多元素，丰富校内托
管的形式，实现既能看管、辅导作业，又
能真正满足个性化成长需要。其实，学
校也希望得到社会资源支持，如果将社
会力量、家长资源统筹利用，校内课
后托管可以更好地开展下去。

统筹各方力量
让校内托管“托得住”

课后服务全覆盖，推行“5+2”模式

校内托管开起来，有效减轻家庭负担

如何调动老师积极性，是待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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