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后服务+延时托管”破解“三点半难

题”

倪 娟

近些年，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成为人们关注的教育热点与难点。为此，国家和地方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相继出台文件对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和家庭作业等做出严格规定。学生的负担减轻了，

家长的“负担”却加重了，随即引发的“三点半难题”受到社会舆论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为破解“三

点半难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纷纷“出招”。作为全国较早行政推进“弹性离校”制度的地区，南京市

从 2013年开始试点“弹性离校”，2017年全面推广。2019年 1月，省教育厅、体育局、科协联合下发《关

于利用优质体育与科技教育资源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南京市鼓楼区、玄武区、

秦淮区、建邺区、高淳区先行试点，利用优质体育与科技教育资源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弹性离校”

再升级，为课后服务的普遍、可持续开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从满足刚需到引领需求

教育就是服务，服务是无止境的。南京市教育局将服务学生和服务社会有机融合，实现了从面向需求

向引领需求的华丽转变。

服务对象升级，从“审批学生参加”到“吸引学生参加”。2013年推出的“弹性离校”方案，针对的

是按时离校确有困难的学生，规定“凡正常放学后按时离校确有困难的小学生，由家长依照学校相关规定

自愿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实行‘弹性离校’，学校优先安排一、二年级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017年进一步拓展到残障学生、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有困难的中高年级学生；2019年要求

各小学校提供丰富多样的延时托管和课后活动吸引学生参加，确保应收尽收。

服务内容升级，从“延时托管”到“延时托管+课后活动”。先前“弹性离校”只是停留在“延时托管”

层面，主要是安排专人照管学生完成作业、预习复习和课外阅读等。从 2019年起，在优化免费延时托管服

务的基础上，服务内容进一步拓展，学校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和办学特色，开展德育、体育、艺术、科技、

劳动、健康教育、少先队等社团、兴趣小组活动；可以开展群众性校园体育锻炼和竞赛活动；开展校园劳

动实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科技活动月、读书周、艺术节、校园吉尼斯、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等专题教育活动；组织开展“空中课堂”等活动。学生可以在 40多门丰富多彩的科技、体育课程中选择

自己喜欢的课程进行免费学习，像机器人、IT工坊、轮滑等。

服务时间升级，从“适当延时”到“分段延时”。在课后服务的时间上，从起初的“适当”延时升级

为 2017年的冬季上学段 17点、非冬季上学段 18点，2019年再次升级为统一延长至 18点，对因特殊情况

不能按时接走的提供延伸性服务。“弹性离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时段以社团活动、兴趣小组活动为主，

每天 2课时，每课时不少于 40分钟；第二时段为自主学习、延时托管。家长可以在“社团活动”和“课后

托管”两个时间段自主选择，可以两者选其一，也可以两者都选，使“弹性离校”更富“弹性”。

服务人员升级，从“校内教师”到“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原先的“课后托管”基本上由学校的专任

老师负责，随着服务内容的进一步丰富，参与“课后服务”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包括文化、体育、科技、



卫健等部门及科协、文联、音协、美协、书协等各类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据南京市赤壁路小学校长陆燕

介绍，学校在“弹性离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形成了“1+1+X”的运行模式，1位校领导全面负责值班当

天的弹性离校工作；从班级到社团再到托管，由 1 位老师负责当中的衔接工作，确保孩子的安全；X 指负

责组织社团活动的固定和不固定的老师。

从单一套餐到自主点餐

随着课后服务从简单的“读书+作业”升级成“自主学习+社团课程”，课程资源也由原先的“单一套

餐”升级为“自主点餐”，极大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资源从哪里来？根据江苏省教育厅联合省体育局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关于利用优质体育与科技

教育资源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南京市充分利用试点机会，教育局、体育局和省科协

携手端出了包含 24 个体育类项目、133 个科技类项目资源的“大餐”，除学校提供的教育类服务资源外，

体育类课后服务包括组建田径、体操、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社团，开展球类、田径、操舞、水

上运动、智力运动、户外运动等体育项目。科技教育课后服务主要包括“科技小工匠”实践活动、“科普

进校园”专家报告、“科创梦想汇”空中云课堂等活动，如安排学生在科技活动场所进行科学探究和工程

设计等，活动形式有科学探究与实验、机器人设计与搭建、编程设计、开源硬件开发、科技模型制作、电

子电路制作等。

人员从哪里来？南京市教育局与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和专家指导团队，组织对参与体育科技教育课后服务相关人员的岗前培训。学校可以聘请专业教练员团

队、体育社团专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等进入校园，组建各类体育社团，在学校推广田径、体操、足球、篮

球、羽毛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带动学校体育老师参与课后服务活动，辅导学生掌握 1至 2项体育技能。

学校可以邀请省科协科技工作者专家团队，以及南京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中小学优秀科

技教师来校作报告、指导科技实践活动开展等。

设备从哪里来？150多项体育和科技类项目，这些项目设备从哪里来，如何保证这些专用设备的质量？

南京市本着“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原则，凡体育科技教育课后服务所需的资源，分别由省体育局青

少年处和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负责解决，通过购买专业机构科技和体育教育服务等方式保障课后服务开

展，所需的场地和基本设施等条件由学校负责保障。

从“满足低保”到“全面联保”

随着“课后服务”的不断升级，南京市对“弹性离校”工作的保障措施也由最初的“满足低保”迈向

了“全面联保”。

经费保障。最初对参与“弹性离校”管理服务的老师只是给予一些象征性补贴，有的学校甚至没有任

何补助。2017年市财政以每生每年 400元标准安排专项奖补经费，用于消耗品购置、场地使用、购买社会

服务、人员补助等。2019年起按照平均每生每年不少于 500元标准设立专项资金。据悉，市、区两级财政

2018、2019 两年共安排专项资金约 7000 万元，充裕的资金为“弹性离校”升级后的常态化运行提供了重

要保障。

制度保障。为了保证“弹性离校”的顺利实施，南京市教育局推出了《小学“弹性离校”工作 25问》，

对学校责任边界、在职教师权益保障、学生安全责任承担、服务时间确定、第三方参与和家长责任等问题



进行了规定。为了实现点对点服务，南京市又开发了“弹性离校”智能管理服务平台，让家长通过移动端

即时获取接送信息、了解孩子在校表现等，让学校通过平台进行学生登记、汇总分班、安排教师值班、报

名点名、评价学生等。为了保证资金的高效、规范使用，南京市教育局制定了《“弹性离校”资金管理实

施办法》。

评价保障。为保证“弹性离校”真正惠及民生，南京市建立了逐级考评机制。南京市政府将“弹性离

校”纳入全市民生幸福建设满意度评价体系，按年度对各区政府进行考核；各区将“弹性离校”服务质量

纳入小学教育发展性评估体系，制定《“弹性离校”工作考核指标与办法》，作为市级财政教育资金综合

奖补的依据之一。

南京试点课后活动+延时托管的“弹性离校”升级版推出后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益，据南京市社建工委

和市统计局委托第三方对 1 万个家庭样本进行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市小学“弹性离校”工作考核得分

率达 98.8%。“弹性离校”的南京方案也为全国范围内的“课后服务”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