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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陶若当前教育队双减”的改革.课后限务巳成为我国发展高质做教育体系必 

不可少的•舔分.谀后服务不仅能帮助家K薪决学生接送婚的何题.役解家长然 

粉ff纵也可以满足学生时教育名样化的就来，促ill学牛.健康全面的发ki. 2021 

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进一步诚轻义务敦有酚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jft见》.甘对谗后服务提出了新的N求.各宥由均微《课后限务指导童见相关料 

神.斤哽课后眼务工作,G巾也IHIK相关霍求HI台政策井实・小孚生课畚曜务.

木文从屹策执行的川世.以准公共产M埋论.史模斯政策执行模P埋论为基 

fl.运用文赋台阅法了解IM内外课后段务相关政策.逸取G市5所代表性学校, 

通过.时家R的伺卷调查和教村部门负无人.学校校K.教翔、学生的多角度访谈. 

对G市小学课后眼务政策执行现状进行调霞，发现其中的不足：课后服务水平器 

异大：部分教师参与税极性不高：解分家位不理解：服务场地没施不配台。通 

过采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作为理论分析.r衅问堪产生的原因：任政策内容方 

画 统筹协m保障缺位、监督考核机制一刀切：在执行I体力面，师资能力不 

核外资源布引避：在h怀肝体方面，京长对iirr的认知惜位、家长里劫答与学校

在执行环境方由i.不心t会凤气.日ilia排成墙“

针对I：迷现状.提出r具体州决招■，一是完裨课新服务政策，建立分斌 

监曾与橙机制I做个各部门弟障机制，宛占敬附敝陨机制・二扯强化执汀主体 

主觥徒动性8增强学校主体服务意识，枸立教卯正确阪念观念： WI'牧育 

机构 ra＞三是提高Hkcr体认［度：的立事长正确教育观$ n离家庭黄

任意识.四是优化政策的执行M；境：昔造社会良好为围：打造安全卫生环境。

美■坷：课6服务：史密斯模型；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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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clbnn of "double reduction" in education, after school service has 

become o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After class service can tkH only help to pick up students satcly and 

cvnveniently and traiisler of students and allevule parenU* anxicCy. but albu meet 

students* diversified needs tor education md pr^nuXe students' hc&llhy and ；ill-round 

ciodoprncnl In 2021, the general oflice of the Sute (<mncil imued the opinions on 

turther reducing the homewoik burden aiul aftcr-ichool iratning burden of wrudet心 in 

ihc sugc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which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or 

“er school services. All pn>vinccs and cities CMried out after-^cchool Ncniccs 

Mconling to lhe relevant spirit of the afterschool service guidance, (i City also issued 

policies and implemented after-school sen ices fbc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ccording 

io rckvarn requirements.

From lhe perspevtive of policy impkmcnuiimi, based <hi the quasi public goods 

ihcury and Smith policy implemenuiion nnidcl ibcocy. iliis paper uses (he liieraiure 

心代w ineibod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pol 心 s of after-school service at home and 

4xo^d. sckvis five representative schoob in G City, and interviews parents, heads of 

cik*cat>on ciqiartmcnts, Jichool principal^ teachers and student%, Ihix paper 

invmtigalcx the current sitwition of the implcmcntatiofi of ancr-school service policies 

in primary、chocl、in G City, nnd find% out the shortcoming%: there nrc great 

difference、in after-sch(K>l、crviix lewis; Some teauherN arc not active in participation; 

Some parents do not understand: The sen ice site facilities are not matched. By using 

Smith's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as >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can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in terms of policy eontenu the absence of overall coordinalion 

and guuaniee and (he one size fils all supers isioa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In 

icrms of ihc main body of impkinciimtion.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is insuftkient and it 

is difTiculi to introduce ofT campus resources In tenm targel groups, parent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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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cducntion is misplaced, and parcnB* willingness to nctivcly pnrticipntc in 

school education is low; In terms of implemenutinn environment, had social 

atmosphere and blind pursuit of achievements.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above, ihc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wlutiuns: first, improve the aflcr-schwl service policy: establish a hierarchical 

supen iMon and assessment mcchanisiiu Establish and improve Itic guarankx 

nwdwiwm; Improve the inventive itKvhmhm and improve the cnlhu^iuMn of 

pMlxipMlitm Sevond. Mlrcngthct) the Mubjevtive initiative of the executive bod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ton of school team and supporting service equipntcnt; 

Eunblnh tcichors* correct service concept; Delimit the acccM gpc of out of schoo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third aspect 2 to prom<He the recognition of target groups: 

establish a cotroel view of purvnir educaiion； Raise awareness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Fourth, optimize the policy impienKnutiiHi environment: create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imprvrvaiKnt and create a sale and 

stable envinHimciH.

KEY WORDS】 After-school service. Smith model. Policy nnpleiiwnui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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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l.l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

义务教自阶段学生课业质担过节仁职用扰苦我国，为个血措行常实本质牧 

再,敢再裱负政策出仔,对学生在校#习时间作出了严相H定，小学生在校学习 

时间增）L校外口+：学习时间增3,而奴家应站构的忤法存在及二胎、上的 

玫策的实行・本长下班时间近与小学生放学时闽早.导致末长4以及时搜送及照 

改小孩•学生放学后ihi临衿无人看管的由境.其人身安全及课后教ff我为全K美 

注的松会热点问题.

为者力解决此何题.教育部酉次提出『深病幽务的ttt念.2017年初.我国卜 

发《美 ＞做好中小学生涅后服务1：作的指导/SJ .建议义务教自段学校要主动 

承担起学生课后IU务黄任，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模式、人员配务、校园场地，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有效地发挥学校在课后91务中的主染道作用，堡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主动服务，枳极作为：201辞底，江苏省教育厅等多部门联合卜'

（美J脱奸中小学牛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自阻＞：2021年,我国发布《美『避 

机料U务数育阶段学牛.作业仇，1!知松外培调茨阳的林心（简暮取诚），设文 

件冽确舟山，”疵高孕枚课川阪务成ttt・全力尚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课后服务 

不仅仅足简叩地学校看管学生•史足学务的祐伸・是健康教再生态 

♦K鲍成部分. ，同.・背景之卜，课后JR务面部“提质升加“的新为

G市在2019年3月发巾了《课后眼务丁•作的实施敢见,.号召G巾范用内小学 

根极开岐学生课后服务工作.若力打造教育民生车褊工程.缓解部分家长孩子放 

学接回雄的问题.不断提质本山学校数有.从2019牛春季学期开始.GiH小学开 

始实行课后眼务，服务内容以精助照吞学生人身安全及辅导学生课后作业为主. 

G市实旄课后屉务政策己有一段时间，从目浙情况来吞，该政策的实施相对缓解 

L二血半难也”，为$8C家长解决r学生课归无人接回及甄肴何匝，但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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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粉卜崔出的“捉质升快学校i!U；服务木也 全〃满足学士枝样化需求“的 

耍求和家长对京成教肖的期待迪有很大检距.血对这样的困境.对G市小学课若 

限务效策执行的研究显得更为««•

1.1.2研丈目的

U前，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义务?I育阶敬谡旧限务己普港开展，但我国课H 

服务还姓在根衣阶段，并没有杉成完整成1A的体免，各地发展有快有怪.课臼嗷 

务的整体情况不均衡，大部分地区还仅仅足满足宗K的某木35求，叩馄解•家K们 

戏接时的向flfi及保障学生虽从木的入身安个向卷.本研允通过丈献作阅，161加 

何卷导步孙形式•对G巾小学课后服务玫飨•政策第实&・玫策实版外部环境等 

相关内容讥行深入j箱•找出「I的gtk小学在课后四芳政策执行中的问！a,分折 

其中蜂肉.从而能够为今后课后114务的提成升娘提供对策和建议.

1.1J研园■义

理论意义：课后服务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技点.也是落实教育“双旅“政策 

中的重安一环。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大多敢相关课后来务文献都是从教百 

学观点出发，从公共管珅的他度出符找少.本文将从公箕管理的角度来JWT，进 

一步拓幌『现有研究成果，丰富H前小学课后*｛莎政策队咒方法,为小学课HU1 

务匚作长期高质*也开展我供•定的肆论当虹

现实意义，弟&/f助f促进社会偷住及教内公平.课后服:" 成够祖助 

宝K解决「I常收了放学接送雄的M题.也旋保阳学生的课后人弁安仝何题，京K 

放心学生安心.同时.帝助村学习困碓或京81经法用部的儿冬 中低年级学生等 

芯体・解决了课后家庭辅导雄的问题•焰小不耳学历和章庭昔景学生之间的教育 

差距.第二有助于培养孚生煽合素养，促进孕1身心健康发展.通过优质的课后 

限务.指导并帮助学生深入学习.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发展学生的兴理爱好. 

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第三是通过研究G而小学的课后眼务政策的执行情况.运 

用史密斯政策模型理论对课后服务政策的执行过程避行5；角度分析.为我国政策 

执行的研宛提供一些“I借蓄的方法，为政策的H件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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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1）. Fi度学术、万方等国内外网站及数据座搜城霞询 

课后服务的资科.我们发现在很务国室加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俳国 

都己经开展j,课后服务,并且根据保后限务实际情况制定r相应政策.但各国国 

情的不相同.在H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我国课后曜务起步相对于国外松晚， 

（H在“虫减”背软卜，课后服务无死角的全面报行,用信相关研冗性的义章M 

较之荷有所增加，研究内容也违渐丰富，研咒延用更加扩大，课后服务政策也将 

会不勘地完札现对目恫田内外xh auu眠务的政策、rftj弋、内评及政策实心 

行分折.

I M MIHiHMV

（0 ■外裸后履务政策的耕究

美国最早关于课后服务的立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发布“学 

特几童社M托管法”，主妥包括对儿或在进投前及离校空期的儿童照看向地 

*.劫后芙国根井政策实席情况进一步完善，1998年.美【日政府开始全血推汀课 

后版务，岫r .也世恨社区学习计划”，并将知列入本国初中等较再法之电 

诙法的考了美国和•区仝而推广课后枫务，也为课后眼务的提供指明了方向.在此 

z后，关国发布击成相关法案，比m《不止•个孩了/队》、《仰个学生成功》

新西“.政府从2006年开蛤.根推儿童课U看护问题制定r造合本国的“五 

年计（2007-2012草案》，自2007年以采.投入「大欧资金支持和确保课 

后眼务的顺利实施.

1986年.澳大利亚发布《校外看护.假瑚有妒及高危娱乐场所管理经营计 

a>. «点对儿童课后服务的资金来源.限务质st、服务提供形式等相关内容做 

J'掴效的规定叫2009年发布《早期儿童敦肖与保自国家质蛾推架D ,为国家课 

后版务响13捏供r标准保障，为之后的《国家教育勺保占服务法〉部角立r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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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英国政府1995年颁布的《儿童法塞）竖求&地区政府攻与特根耕学龄儿鱼 

及其盟并人需求提供针对性关怀与限务，并IL创设了儿童“课后俱乐部”，以此 

精助父母在特定时间内照管儿池，降低父母的压力.嫉保儿瓯的安全和健康成氏 

L 2014年再次修订法案,要求政府根靖目前状况不断改进，活足社会需求.

法国也高厦更猊为未成年学生提供深后服务，真脂务形式主要以课外活动为 

主，为此出台r&,仃的法伴，比如《甘会仃为与家庭法，，《公共卫生法8等， 

独孟了从牧外服务机构的设立判遂营W估的各个坏M.

日木先启difr f •系列政策.比如（做学后儿窟倾》、（放学后儿童嫁fr计 

以）•期望彼轩超181T：家应照1S小核的负担,证一步促道和观范课外服务1虬

稣国政府对课后服务关注也很牝 从1995年开始.把课后服务沽动作为一 

顼敢要举措纳入“新教有体制”的改革.在2005年正式抱行“涅外学校”

（aftmchoolactivities）计划，建立和充善法律法焜体系和成本分担机制，同时 

醛段社区力U及家氏参与到政策的实施中来，清足社会需求啊。

通过查阅国外相关文献政策,可以看出课后取务发展至今，各国政府均发择 

君主导作用.将课后服务作为公共事业来铮理.出台各现政策法规用以保障课后 

胤务的实她。

（2） ■外裸启腰茄■式的研究

PIN的”课后学校”服务模式足指让休同公办学校发贤内容I•富多林的课外 

枚育JR务模式.

日本的课灯14时服务己经从独立的行政邮门——文筛科学省阳厚生节动省 

——转变为依靠社区对学校中间和教怖支持的协作管理.所以日本现在已经建立 

了一种“合作.•的课后延时服务模式叫K避邙的是“政府主导.县来推进、村 

为主体、学校!E合.家长参与.社会支持”的基本原贝）叫

美国课后延时服务的普及率作常高，绝大部分州移有以学校或俱乐部或宗敦

为主体来参勺州推行课后fkft.ni 73%的课后敦肖项目郡是在公、Z学校里进 

行的.通过还冲方式既能广泛地调动社会资源.乂■充分地利用K学校的便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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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过制定J'儿鱼保育坂略.托管眼务机构要求注册井受到国家监管.英 

国正规的课后托管服务规模在扩大，teflnr以向被服务家庭收取•定费用•伊是 

秘来西£的父母会选择非正规托管服护制。

通过文献白阅再以君出，大多数发达国京已经建•/起相对完善的深后服务栓 

式.

（3）■外裸启I■务内・的^究

英囚的+：业目标足为学的儿畋创造•个安个而"意义的放存环境•课后服务 

不是学枚谭程的延绑而是一帅相财独立的•枳槌的.JWi启发性的教台活对‘％ 

让英国学於儿童在课后游戏和汁文中伏用【1好的经验.在课后拓管此务中共慰改 

善生活和社交技能的蛇搬’孔

在美国.课后服务的*要H的是为那些无人看管的学牛和学习能力较於的学 

生提供课后辅导.随看美国课外服务的发展.课升*务的内容逐渐丰富.社会化 

Ft目的功能也木断增强。畚加活动的学生在课外散务中可以有多种选择，如家庭 

作业辅导、学术项11、STEM、阅读,写作、体育和艺术等"气

料国的“课旧学校”开设内容主塾集中在课后服务的学H顼目和特技教肖活 

由1.，主耍实现学牛沼德、智力，体所和美的个佣发腮顷.

曰本创没r包拈“放学后儿单救等在内的帼天机抑，以此为学牛捉供主 

魁仰呱 牧点息义稗虬 形式I•富的深折厩务币曲.这些活动丘益「开发儿童智 

力.促诅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嘘.其体可#«分为学习帝助班、体斤班和生活指s 

成等||虬

在澳大利亚.课后服务主要是为5T2岁的儿耐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社 

会性.和枚肖性的I1R务.确保小学生的安全.并在段期前匚和校外救肖的时间满足 

小学生的慵感.娱乐、身体、心理.智力和创造力发展的需要.它们包括在“幼 

儿保rr或“幼儿保rr教育活助中，精于“早期教育与保育”系列"气

由此可以有出，各国对于课后阪务的内容虽各有区别.但人多从学生的实际 

需求出发.以拓展学生综合未质，悖事学生发燧图仲为海提开展课后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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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务政策执行伺■的■究

用双（2014）认为美国以社区模式发展的课后阻务、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腹， 

促进公立学校取佃更多、更高的学术成就.在改善社区发展环境的过程中.促进 

家仁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不过也存在资源初缺、纱期迁移性薄黯等何S2',a'.

字基英（2016）提出英国课灯服务忡类灵活且考样,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要，殖然英田的家氏对于儿童托管的褴求•直任增长，但从供价的角度看，服务 

方式的不灵活性和服务成本的高昂己成为州构服另质5L提高的忱I*「叫

.图科莉（2018>研丸了新如m后胧务政策.MiliM政府在政策和财政1>|

，:伯擀广偷子了一定的支将.•咬托昔中心因集安金.价格低曜.学校W 

关系格切而受到•家大的吉睐.ftlll f 它仍然供不应求，无法

满足所有家长需求%

万晓（202〉认为轻国课后学校很大程度并制『私办教自热潮，有效减轻了 

学生家里的经济例虬促进rftff公平.但也面临君学生参与度低.•教师素质不 

平葛 学校，企业和社区之间合作不足等的题％

研究发现.课后服务政策执行作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何题..

1M2BI内研究玫状

（0 .内1R质■务败策的藉究

讯后服务在我国最早的20世纪90年代山现，仇并波什广泛浪打和样及，仪 

，沛分地区自行推或，2017 <|：国家的课后愚务指导隐见发布后，各地根抵指导 

意见出台了课后限务政策.不同学者对课后服务玫策都做了一定的研究.

田内学者梁美风（20世）重点研咒r课后明务政策的壳点与难点•亮点昆明 

琳了课后服务的横含，煽定了经费来源.鼓励各址方政府教育部门不断创新服务 

机割：执行建点是课后服务的组织与实淹存在困庭.校外机构的准入标准.监管 

联动机制.抱提出一万面要凝聚社会务方的tttti-成担无任.另一方面要统筹at 

场.建立制度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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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聃卷亮等（2019）强调「关十时课后服务政策实魄的理性息飞.II前敬 

策中对于服务主体.只体实施规则■邀务的形式和内容没有详细艰定。安全的状 

后IK务环境需要在政府完裨机制的某妣上住立R叫

学苫崔曲等（2019）针对当前的课后JK务相关政策，提出了构建暮无化发展 

模式、完善课后服务政策体系、保障课后服务资金、建设课后眼务队伍.建立课 

后IK务评价HL制等5个思路作为对政策的有益补充#八

?否屈瑞（2019）分析「课后服务政策从最孕的地万先tl的而求导向到国家 

辰面上的政祯出臼.整理『课后眼方政ift从无到0的发嘏为程.指出未来课桁服 

务政策的发屈力向昆推续坚持公T包容的嫁则.找灿和支持校内外联动.政府持 

度捉供皆金和人员保障回.

•lUSfil散课后服务起少iG.（II涅后眼务由于爽为公共产及的性屈.国*及政 

府均通过政策来保障i果后服务的实施.

（2）■内"JI务模式的研究

关于课后服务的模式，国内学占也有一定的研完。

15舍国.邵晓（2017）等学看表示.基于时间的差异性.可将课余托宵以分 

为辰钊、午间、晚间、夜间括命 同时，还包拈全天托骨、周末托管、曲R托管.

塞flHt骨等网,

那雪柳，川照祢（2015）笄任研丸过程中，深入探村了小学生课后托骨中血 

格的上1R何迎，并且友示,当前推厅的托管威号主戏分为四种枳式.分别足押性 

放学模式、畋府购买归务模式、家登会发挥匝翌作用的宰长率与棋式、和外掇模 

E

黄奇成.池万村（2016）提出了由政府或牙.教育局负页擀广新模式.城市 

学院跳助和协调.学校r作站实/探索.室长帮助每与.社会监督相互补充的恨 

式网。

吴开性,孟卫青（2015）认为解淡小学生课外限务的方法有三种，即市场化 

托管・服务、政府财政支持的营权托管段务祁社X公A机糊托管服务1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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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认为时充分利用UM资0 引、•管理课术-形成自助、兀 

动.合作,创新的开放模式mi.

徐情(2017)建议吸引社会志睬，加入，深蟆挖描社团活动资源山。

(3) ■内课后■务内容的研究

课旧眼务的内容安排也是很多学不里点关注的问!》。

国内学石徐建星”016)认为校内托曾版务的内容阮选择对孩『的点质教自 

及淋力开发上只有启示性和实歧性的内祥E>.

学锵玉ft (2017)梃示学校曲该对课外服务表更商的理航和檀求，安排I 

富的律外咒昔内容，域择步样化的任菅形式・进免在课外服务时何补上课(5.

学者页带<S17)上张主富课外服务的内务 内容戊以学生为重点，H在澈 

发学生的兴建爱好和上观• i「增加亲十苴动的形式.使课外服务成为学校、 

学生和家庭之间的桥唉中、

就湿后服务内容的研究W以看出.当前国内各地对课后服务的内容还有分 

岐，部分地区仍以延续课堂教学等错误形式开展，加何丰富及适应学生的生活和 

实际布耍，还有待深入探讨和分析。

(4) BB内财11务政策执行同■的研交

对「课日服务政策执打中产牛的R体朝庞，学石们也做了研丸.

(2020)以避义山城IK小学为研充对虬 通过何检访谈及散根分析， 

描出遵义小城区小§的课后花管眼务去在全市故IH内企面实旅，供布矛盾大，在 

师资及设备供给上棒弱.经费来源不足小1.

利馨(2017)将「I先聚供于石家庄・寸当地多所托管学校诳行「广泛深入地调 

查分析，通过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发现.石家庄市多所中小学提供的课后服 

务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何迎,比如形式单一,内容单薄.时间安排不合理、师资 

力量短缺等多种问题【州。

余褛(2019)肘通过对武汉小学学生课外托管服务的调查r解到.小学提供的 

托管JM芥主要存在若实施制度不完善,监备体系不蚀个、阪务时W不灵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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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比较单IM务效率低、眼务质最R漪不齐等“1

为湘南（2OI7W朝阳区某小学进行实地调@・指出学校的课人；服务受到学校 

当局的市视和学牛.家K的欢迎，并普通取得了筷期的隘缴。但也存在空间有限、 

务金不足、教师短缺等呵匙1*.

我国课后服务发履到现在，汨6都有相关效策，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很 

多实际问题，

1D ■内外研究晦

心目前对国内外•。关课后旗务的H戊义献。曲枷里，国外对课后服务的研 

充相牧于国内起步屯 研亢而瘦也相比丁国内更为深入.取得了一系列柘硕的研 

充成果.现已构建起r尧蕾合理的理论知识结枸体系.研究的挽角多元化.包括 

课后縻务的州美政策、服务的模式及内暮、课s服务政策执行问堪等多方血.理 

论和实践联系较为紧密.值徉我们当等卬学习.

我国课旧服务起步晚.且各地各校具体实38差异大.而杏阅找国的课宙服务 

相关内容，可以有出国内时于课后用务的研究文献也堆不多，研究还未形成完整 

的件系.11大多数是M教育学角度讨论.初角重一，虫疔关注课后服务的价债与 

功度戒分析技策演变发展过程.而件随苦田家社2纾清的全血进步与发展，•.双 

萩”育炊下社会对「课后服务的关注度将大大斐品，促使我们耍从多角嫩避打思 

考研队 尤艮此从公共骨毋的政谊执h⑰度米想机 加东课后谶务政策及凡执行 

中的同题.促近课行原务的维埃发展和亢曹•使课后旅务在优化教育生会，呻 

貌有顶量.龙展学生枝心索推方面发挥籽成良的、不町昔代的什川.

1.3研究内容及方法

1J.1 研 AJM

本支将Gib小学作为研丸对象，与受探讨其课后限务政策实施崎况。肖先， 

收虹整理谡后服务的相关政嬉、理论研充等父赋资料.并认直学习.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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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到实地调置研兀 通过对g市教育u管部门负由人、学校负负人、n 

怵及学生诅行访谈.向学生京长发放问卷.收集第一手的故据及资料.检理政策 

执行中存在的困逐，送用史格斯政黄执初模p来分析goj小学课后服务政策实施 

中血临的各特何题，在深入剖析成因之后，立足于实践提出有关这些何秘的解决 

建议.

本文技术路苗可见下图Li：

IM 1.1本又挂K洋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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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由下述六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绪论，者重论述r本文的研充肯/.意义.包;vr目前国内外对于 

课后航务的成策，模式、内容及吸策执行的题的研充现状；

第二部分相关概念及理论.主要明确深后厩务及政策执行的概念.对本文运 

用准公共产乱理论以及运川丈密斯政策执行迁程做型迫行闸述，

弟三部分G Iff小学煤后服务政牌及・^行现状.通过肘现有课后服务政SR 

的分析和对G巾II旭课后服务的执订现状调杏ZK.Jt&tt目前课后服务政策的执 

行灌!*!.

第四点分G1U小学课后眼务政Sfeiktr的hl地及K!因.嫁合研判问春.访谈. 

实地考唳答考得的信史.内容，从中分析出当的课后服务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何 

88及原因.

第五部分G市小学课后服务政策执行同题的对策定议•结介史密斯政策执行 

模型及G市小学的调研分析结果.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性改建议.

第六部分结论勺展望.主要是对全文研充课后服务政策执行的何题进行向耍 

3占并作山陆论•对小学课后服务的后明发燃予以憧

13.3研究方法

本丈上要远川三种分析方法：文WSW法、问戏调丘法、访谈法.

<））文献音倒法・通过如网.万方故樵库，缙基自科等网络广泛收集国内 

国外有关谡&服务的资料•分析.整RMl借签.为本期冗寻我膺论支撩。

<2>甸卷调古法。通过而目前国内外小学课后服务相关文献的板埋与分析. 

结合G市小学家长的实际情况来编制向牛NG市小学课后米务政策的执行现状 

遂行研究，探寻其中存在的钊题及成因.

<3）法谈法.结合访谈对象在政策执行中的不同的 ，度，根据兵体情况只体 

对象埠制访谈捉纲.对G巾实行小学生课后W务学校的教育七骨部门仇击人.学 

校M人.牧师及学生进行访谈调从名仲但度进•步了解小学课后服务政策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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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现状及蓟狭.

UM

<1>研究碓点

课后服务是当前形坍下的新产物，H的学术界针对小学生课后服务的研宽较 

少，珂论成果浅，没有形成系统，故桁关文献不名，文缺堂料不够丰富。

由于ff*U标群体鹿大，受限于时间.入小和暗力的影响，无法进行大拗模 

的抽材黄宵.仅从城区选取2所、城乡结介弥1所,#镇2所.共计5所学校作 

为调仆的研丸对象，样木导小，研允的佑梁。旋和实际的情况・。出入.

<2）本文的创所之处

通过对学生课后服务尤其是小学土课后取务相关文薪的研咒.发现n前国内 

对学生课后限务的研充内容多以校外托存培调的研究较多.专门研充校内课后比 

多的文章很少.而本文则专门论述小学生课后取务，

本研究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所时代.党和政附提供令广大比众满意的 

R&n^c “瓶减”政策的提出对课后at务的实魄提出了更高材、准，全面细致地 

分析小学牛课后极务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备种m也，在明确成因之后，立足于实 

浅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方法，促进教#公平，对政府花教自管珂上有借罪意义， 

R有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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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相关概念及理论

2.1相关峪

2.1.1 M■务

针对课后服务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统 的界定•国外目前时“课后服 

务”的修呼不同.心对火定义楮本相同.m在美国叫做中小学生照叫.凡主要压 

-•对面向学艄,中小学生的托削k务.除了一些悴通照管•亡还通过提供各种不 

同项II的力K及描并发媛儿童潜能•此类项n云竣川于眼务。一立税济实力.时 

任于发嘘抱顷较高期待.但室长巾于上辩忙、时间不白由等囚京不能亲闩照管找 

子的却迅 在英国.课后服务被/作为课后甄顾(After school programs),专 

门面向5-12岁的学命儿童群体.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而有意义的教育环境：H 

本埒课后阪务称作“放学后儿童教!室”，它篇定.必须在福利设施中为中小学生 

提供课外服务.并应为那些因家庭原因无法得到照袂的学生提供儿童玩游戏,教 

授生活技巧等活动.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发达国京也有类似涅后服务，主要目的也 

是为鄙决.彖庭在学牛.课后时何无法及时!R顾的句驻，

我15课后服务的源起主要是为解决-三点丰在题“.因为减仇政策出台，小 

学生汽枝时间严格抻制而慌知 在校外的时问大大增加.与家R下班时间不谶荷 

德・孚生无扒*课后陌到17效接送和照看.学■程振响认为课后托件是折家长国 

多力S湿UN出十个人意胞1:动格核干的枚有与管舞权至由具务专业教育能力的 

机构或个人.以期带助收于身心得到健，令南发燧的教自活动.学者刘餐时课A； 

限务饱定义是指在非正常教学时间为磴乏宋庭凹科和故臼的学牛提供照H、看管 

的场所，带助家庭牧育学生声，

通过＜5阅词典，"课后”一词有两个一是校内每两节课之间的休息时 

间.也就是找们通常所讲的“深间”：二是指在学校上学结束，学校放学后的这 

段时坏 本文主萼研充课后服务这 政策及执行状况，信修我国关于课后服务工 

作友部的《指导意见》和中办、国办发布的 FW 政策中妁于课后服务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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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释. 4文所研咒的课*服务建折学校破学K的这段时间即周一到周h卜•午放学 

后至孩子被家长按回之前.在政府和政策指$卜的各小学通过对闩身管理体系、 

人员.场地及各类资源等方面的优仍运用.对有谡后限务需求的小学生，在保证 

学生安全的能捉卜，对学生开展诸如科普.艺术.劳动.文体、电视欣赏、兴建 

小用及社团活动类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多样化ftff.

21.2政谶执行

20世旭50年代，作为新兴学什的政■倒学技行了公众关注，『期人们的研 

丸柬点在政讹制定的方向上，到了 20供杞河年代，学&们才将关注柬成曲政策 

制定转变为畋策执行并占斯笠等切痴折出.政蟆执行足个为顺利实现既定F1 

标而采取各抻措施和方法的过程，海伦•英恪兰峰认为蛟然政策执杼轴域的研究 

/来址多，但任政策执行的阵念上仍未叫国内陈振明学者认为.政策执 

行是执行主体通过对各类资源的充分运川从市来实现微定H标的动态过程i”L 

的于政策执行的定义.国内外的解棒定乂址练不同.伊却有相同之处.即政策执 

行是一个包含多个坏节,涵盖大星要素H饮此之间相可促进的发展过程，政黄执 

打进队 执行成效等将rr.接关系骂政策僚朋目杯能否顺利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公共政策执行必不可少，公共政诙执行，是为r实现li有的政世目标，依靠 

不，闾税机构，利用各类政治资源，花方案却变为目标的-个劝当的发展过程.

齿比，遇过州fi内外学昔夭j•政谊执厅研兄成果的械理r分析，本文立足r 

珑状.将政策执行理鲫为政策执行上体按熙已初定火戒的政策力* 委托相关机 

构.全而整奇并优化尼置备类政治政策的资源.努力将政策方案中的「I标变成现 

实的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

2.2理论基础

2.X1准公矣产届理论

作为一类有限的非竟争性或非擀他性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介于纯公共产 

新和狄人产品之间心］.其中.冶公共物品4眼的争竟争性主要是指里些人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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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产况的使用并不会对其他人享有此熨产材产牛仟FM、R影峋.但曲过一定临界 

心会产生期挤和使用过度：准公共物具非肝他性则是指某些人对产品的使用小 

会排除具他人对此类产品的使用c

小学生课闩狼务符合准公共产品的丽乂和将住。其一,该厩务在教育消费方 

而具有一定竞争性.当前的课后服务的经费,所堂,航务场地设施等资源及保障 

有限.而随柠课后服务学生能会的用如，课后Hi务的成本增加、学校的径找保障 

不到位、帅俵力章有限,服务场地设施不足.导以孕校及教帅在参加课后服务时. 

孕与度权横性不曲“彰响学生手与深后JK务的质量,犬、小学生课后 

族务在枚肓咬就上的春排他性.课后扉务由政府号/.学校汨织开脸收费低％ 

松心f桃条什好的小学生可以务札宗H条什用够的小学生通过祓免课后服务费 

用也可以参加.以学校为我体.为小7牛.们捍供质优价庄IE 育跖乳实

及敢有公平。

义务教育是我国必须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在国家』春液・背景下，课后服务 

作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更要组成•部分，会然需荽由政府主导保障课后服务政策的有 

阪实施.

222史由割政策执行过9UU成■用性分折

co 史wraimgwu

1973年. T. B.史密斯任队命并的（政策执行讶程》中.构建「尹谨合理 

的史密斯政第执行过方模型.不仅对的府政筮执。的上要用泰进占r深入细致地 

分析.并II.通过其构建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史密斯浅示•足管政策执行过 

程中会受到谄多因素的彩响，不过其影响因戴m粗略地分为4类：（1）怦想化的 

政策，即合法合规并行之有效的政策方案，主要涉及到政策形式，类型等。（2） 

执行机关，主塾指的是伊黄贯彻和落实改浪的机构或者人员，涉及到权力结构体 

系，工作毋仓等.（3）目标群体叩拒政策:甘象，主要涉及到组织、认知水平等. 

⑷环境因素指政策牛•存空间相关联的因素.七荽苒及到畋治，文化等相关因慕 

关丁•上述四美曳最Z间的关系及九影响机引可见图2.L H«lb “处理”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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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刈政策故村与实施过程中.芥M1美鉴,之叫形岐的一系列反应.比如床力、

冲突*

紧张

处理

建制

国 2.1

(2)史密斯政瞰时E・8DftJR性分折

课后服务政策实施过程中，答要表之间丸相作用印响。G市小学课后服务政 

策的实痛成效亦会受到出密斯过程模型各Ml关因代的畛啊.就政策实施成效而 

言，政策即小学课后服务政策是否只有M保件性•是古明确、圮规，执打的 

4•:体敦0部门，学校，教师址否0能力,技巧和意&目林群体宋氏是否认町课 

后厩务政策,政策环境叩政泊•经济.功丈等环境因素足古仃利丁•课后服务执行• 

以上这些性I*均公对课后眼芳政策的执行效果产土影响.II前小学课后服芳政策 

Ih hts机构制定发布.下破机构埋照执行.与史有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自上而下 

的研咒路径和同.因此.本文选择史密斯政策执fj•过丹模型作为本次研亢的理论 

基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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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G市小学课后服务政策及执行现状

3.1 G市小学课后服务总体发JR情况

Grfj地蛀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中饰地区.日艄全市小学共计39所.其中 

城X小学9际 乡馍小学30所,在校小孚生2M95人.其中城区小学生18535 

人，乡供小学牛9960人：小学专任教印旌计1990人.其中城区小学教师 

人，多就小学教帅876人.随宥我国仕会*拧济的LI益发展，个体*蜓站构发牛 

殳化，虫职J：家妣及二胎，三胎政策的开依，学生粮送职的何Kfil」检奖1+穿K 

们野课旧BK务的需求与H俱增.

20】9年以韵.根据国家裱例政策妥求. V市响成国*号召产估控制小孚主 

在校学习时间•学生课后时间堵加.G市各小学按年城不同，周五下午4 

内至4点半之间分液放学.学生其人身安全及课后学习孺导均依* 

京宜负责.部分家庭无法按时接送或京中有人接送fl没有能力辅导学生作业的. 

四将学生交由学校附近的托管机构负责.较多校外托管HI构没有资质.仅负责接 

送,看护学生•提供晚饭，督促学生写作业，由于从业人员察体#质不高，部分 

机构人员并非专职教师，不具备课后辅导能力,甚至代耳学生作业,学生的学业 

AlWft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按时接送叫家的学4.,部分也名山爷爷奶奶成火他 

非父母人员捡送，学生放学必的交通安安也存在隘理，

2。】9年，G市搬犯省市有关课J61U务的指导jKUL从当年存季学期升如，G 

市学校为•京R无法按时到校接I可孩「的京电提供课日罪务匚作・4：正常放学后. 

切有无法按时商检.有接送困排的小学牝 由孚牛.家K按照相关的规定向学校提 

交书面中请.婷学校批准后即叫参加学校iff税的H时波后照务.课后服务开始时 

间为周一到周71下午放学后•结束时间存在明尊的季节差异.其中.在冬季.一 

股会在下午5点姑束：而财奉.厕通常在下午五点半结束.课后服务的主要内专 

以瞑石小学生人身安全及馅促完成课后作业为七.自主阙读及社团服务等活动为

GrfJXflE分小学开展了课后股务,佛分学校未开展.学生的参崎率约为73X 

2021年8月.国家“双减”政策出台.就湿&职务1:作提出更高层次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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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垢服务小四仅仅是蔺单地让学校照盲筱于几个小肘.而是学校教育上阵地 

作用的强化.高质Id教自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不仪终帷瓣解决名故家长接送学生 

的实际««.还要引导大t数学生自（8参加课后股务：课后限务不仅耍提供照顾 

看管学生的基本服务，还要通过开腐丰富的拓展性活动雄强课后服务吸引力M不 

仅要实现校内#负，还要整体祯负，促进学生全而发岐，提质堀效学校软肖.从 

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G市课后服务工作全面辅开,所有小学均开设（课后服务. 

字校J成率）00%.课后服务时间较之胡I小时建氏至2小时,课后服务内容较 

之应《1比史为I•富，各校均根掂白身倩;兄.开思I•富步物的村昔、光姓小ftl・社 

团等活动.学生•，本的在9«%・

3.2课后厦务政策发JR情况

321 ■««而后服务政策的发JR1R猊

旨在避免由于家K工作忙或者其他原囚无法技时接送学生.引导中小学生身 

心堆.康全面发展.同时为提高我国教育服务水干.此进广大民众的幸福指数进一 

步提升.我MT2OI7年切下达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_£作的指导京见》. 

主要对芥地中小学牛课后服务活动的开雇提出了指导性煮虬,具体意见见下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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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指导:M 主旻内暮

责任主体 各枚存部门及学校L:劫*<e .

是本原蚪 坚持家长白感.

做作业,自主阅读,体百、艺术.H普活动，以及锲乐游戏,拓屣训

内容形式 练,开展仕团及兴趣小B1还动，斐石通白儿童的影片等.提倡对个别

学习有IN理的学生拾

女M位以4.切实徊除在文透・场堆.角的,食品P生.安全保化等 

方面的隐也.确保学牛人9安全°

尸禁乱收找.妾睬根向芬地区竟安、改府M报.加强与相关邰门湾通 
经费来源

协调.争取旋金支忤・不断克普瞽费保的机制.

2021年7月.我国发布《关于进一步段轻;I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牝培调负担的虫见》.主要针对学校课后服务予以提出了明确了具体要求•只体 

要求见下泼32

*,3.2 ■歧义•威A此滩与工作的松导*«.

Jt#B£ 主菱内8

保证找后服务时何.没启服务姑知血位则上・1、山当地止常卜班时 
WW

间，学校寸统寿安冷教却实行.倬性上一卜席制-.

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时毫的学生避行补习辅导与答既， 

内容 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旬.开展丰宫多彩的科普，文体.Z术,

劳动、例读.兴趣小汛及社团活动.

课后服务一段由本校敦肝冰粕，也可聘谪迅休故斯、只备依质的社会 
渠道

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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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此之外.姓有部分勺此项工作HI关的政策文件.虬卜表33

A 3.3部分与关注务切妣策乂件

发mm 相关S顷 政置内客

3>lfi^2 J1 国室教育部办公厅等四 

部门UK合发布.的《关于切 

实M轻中小学牛课升负 

引fftttt外魅调机构专 

攻治理行动的ifi}n＞

需实义务较育学校开展孕生课后限务政府

ffiw. Ill上级敦育行政乖门退什曾荏.

2018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X

T•规弛校外培调机构发 

展的意见》

统筹学校,H会和麻皿较fb提商学校教育

后托曾能力.强化学校臼人主体地

位,祝骸推动家仕转变教育规念.做到，

策治、务求实效.

20M年12月 教育SC等九部门发＜h的

《中小学牛戒员拾辘＞

支持％蜉课后限与•芥地可根据课后限务的 

ft«.是JRH敢讣贴、收取服务性牝费或代 

我灵斗方式3B擀f：质.有关部门在模定藉效 

工童尊■时.12%域”巧虑学校和单位开展 

课日花谷国泰：7投柯m位任快定的时次工 

内.49乌课后托曾的放伸倍卜适当 

倾如

X2.2维方■必政策的*■情我

2018年I2H.江苏省教育厅F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 

童见》. 2021年.我国发布“双减”放策.根W中央“丑X”意见要求.2021 

年X月ST苏省就课后服务工作发布了《天于全面椎进中小学课后堪务讥一步提升 

谦后JW务水平的实旅柬:见》，就有关施分此所定丈及细化.逃一步明确了收后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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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内齐与吊施.强调偶升课后膛务水平的要求-她年的丈件中对聘后服 

务的时旬未作明确的规定.以各省市政府及敦句却门楸据情况自行安». 2021 

年的文件中明确了学校每周5大都要开展课后殴务.每大至少提供2小时的课后 

托管：2018年的文件中对课后服务范围仅部分小学.初中学生，2021年文件中 

明购扩大了课后版务的范揭，为所有义务教自学校和有需要的学生：另外在对待 

教知待遇何迎上.2。18年的文件由各地根据课旧眼务内容、时长等情况.适％ 

博核祯效工资总量.2021年明布义务教有学校较M在法定工作II课后成务报酬 

技思句课时小低「60兀的标准恢定发放，蔺后谭代服务政策内容芯比见友3山

A 3 4 比

文件时何 文件名藤 腰务时向 ■务瓶■ 伸遇问H
《关于做好中小 未明伸脱定探 ■分小学、初中 由谷地枢兆课

学生课后脂务E 后托肾时间. IU 的竿* 后服务内容、时

作的捐导童见3 宾娠以上政府 长等情覆.话当
2018年12月

（苏教坚（2018） 敦有行政忌门 增棱绩效工资

24号） 机据实际情况 兑量.

观定.

《关「全值1推还 明礴孕校每骂5 V大丁课后服 明确义务教FI

中小学课后服务 犬怖？！肝晦江 务的fid虬所有 学校教前在法

il! 一也提升澳启 后服务.柯大午 义务轮校 定 i：n-Hi«r;

2021年区月 眼务水平的实威 少提供2小时的 和“壬讴的学 履务报IN披热

iiniEffo 生. 标课时不虹丁

(2021) 5 号〉 60元的标准核

定发故.

圈若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小学课后啜务已经伯fil初的召护孩了，转变成 

大力发腰素质教育为目标导向。双X政策的出台对课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礼 

课后取务己成为义务救肖阶段4、容忽枕的坏节，也是实现衣质教育的柬要坏私， 

亦是实现的标准的优航均衡的义务救计的重安切入点.囚此.如何推进课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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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作的&航副发雇.培养学生核心床养•实现本峋故育的II林.也就成为r课若 

限务的政策目标.

3.3 G市小学课后服务政策现状分新

JJ.1具有可行性的政・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段塑的理处!化攻策,即政量是否合理合法并且具有可行 

性是公共管理中政策徒古徊到有效实抱的京安依葬课后阪务作为教臼部“双ST 

工作中的•项厘宾任务,不仅仅只姓flwusi家长rm送帝的何ar还将有利于 

&学校恪体牧臼的捉航增致，ill •步促近小学生妙.料、体、犬、W的发腰及未 

皿教目的全面«1讥.G市教育部门根据上1»相大折导念见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 

全市中小学课后说务进一步提升课后廖务成俄的实偷意兄》，G市各小学根据致 

育簿门发布的实施意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机定课后服务I：作实施方案•基于此. 

课后职务政策合理.合法fl具白可操作性，

3J.2此的执行机关

史密斯故笨执行模型中的执什机关，一般指的是贯H5和落实政策的机构或者 

人员，实施机构的制&体系.人员部署计UJ. 及工作态窿，监片考核方

式等情况均会对政策执行效果产1 •.影响。G iffhUSfltf G iUfW^的小学郡是课 

后服务政策执行机关.在课后厩务只体政纹小在过程中.主体和小基本到位.存 

在3K分学校的资薄眄，课后服务场地及资谦“％监督吟核制度未施同步等何题!・

3JJ目《*体

目标41体主要指的是拇下达改策.实现某R体日标而需调整代相关行为的群 

体，本研充的目松衅体即参加课后眼务的小学生家庭，他们对课后服务的认知和 

态度会对政兼执行的效果产生影响.柬目丽情况来看.从是否认可课后服务来看， 

大停分家K都认可学校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并表示理解和支持，仅有少部分家R 

认为课后服务工作没有必要.从学牛.家K是否总直会如、协助课后版务工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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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8［家长小匣意籍助学校加入谀后旗务T作.少部分家长表示席适但还需要协 

mw.部分家长认为课e服务并未达到n己的》!期效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3J.4环境因.

环境囚泰「要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等环境因素。当前全国h下均认为中小 

学生学习负担过或，内卷化严重。国家-双MT改策的出台为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及*撩家长对「女故自的焦虐情绪提优了良。的政治*埼，但由于应试我向，唯 

分数论箸陈旧观念建未能从部分左K的病中消除.京长焦电情纬还未有效端粉， 

连行迎 叫肖诡促进学生全面健女发屣的社会扒IH.

3.4 cm小学课后at务政策执行iiw的设计与实旅

341 M目的

本次研允旨在通过何卷及访谈调套了衅G布小学课后服务政策执行的现状, 

希望佳够投清G市小学课后服务政策执行中的现实困境.进而针对其存在问题 

提出和战的衅决对策，以更好的改造和完着课后服务.推动课后堪务高质堂发展.

3.4.2 MM

本研究间卷调看的对欧是G msxill内芬加课后服务的小学生家长.由于G 

nr小学敬11俗.液囹较大.受到时间（era力的限割.共通取5所有代表性学校. 

分所为城X市级I（质教育先进学校I所.MK«JA小学1所*城多结合部小学1 

所.学校的廿民、外来务工人风了女蛟而 乡镇饰笛及主海力址较蝴小学1所和 

师堡生源均做为薄弱佃匹小学I所，共计5所小学谖行问春调资，在能够取得有 

效信息的荫捉下燃可能保证研究件本的多样性.

访谈对象为G巾教育部门负黄人，5折孕枝的校K、教师及小学生，通过日 

常工作的机会•时他们分别进行访淡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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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物的炒与实・

本次问卷调色在充分考电小学课后能务性顷之后，借鉴权威问卷设计模式， 

编订r严谨ft理的家长调查何卷.此何卷包含6个准度.由18个通项构成，主 

要了解发训君的家庭情况、对课后服务的态度和了衅、课后服务谷与情况等•分 

为单还鼠 多逵题和开放性答题“ fl体锥度和时的封应关系R体见K 3. 5i

A 3 5《小学生谋后H多伞受京长阙败度凶分反对应＜5璃

对应■攻

季迎形木佑息情况 1. 2. 3

对谡后朕务的认侦及需求 4. 5. 6. 7

强H服务•与恰* R. 17

家性合作若”情况 9. 10

对课若91务的评价 11. 12. 13. 14

对浮£；段务工作的成虬和建议 15, 16, 18

本问卷由网络和纸质两种形式相堵合.匿名烦写.网络何卷山城区学校的教 

如发送至湖级肖侑群中填写，纸质何爸谪多01及城多始合部小学教师发放给备班 

学生，卜』家交由京长城弓仰带叫.每所小学!00份何岱，共龙放何卷息计500 

陈 回收何卷181份，其中右效向卷共计156价.详情町见表3.6s

4L3.6»«lW»t＜tf*

发软何在（价）回收问担（份）向祢回枚辛 旧） 召效可在（0）＞有效向卷率（％） 

50） 481 96.20% 456 91.20%

344访哉的峻计与实H

•访谈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面对面交诚，Wifift人员通过与被调件人员 

进行交流、沟翊的方式狭取一手研位资料3、政策压否仃效，政策执行效果是 

否旋达到预期结果.政策执行机构的计理槌犬,人中配备，执厅人员的工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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