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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小学英语课后服务调查研究
苏倩梅　蒙秋谊　覃　锋　黄小珂  

（河池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摘要：本文在减负增效背景下对广西河池市 12 所小学的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随着课后服务的开展，英语教师的工作

时长加长、工作量加大，并对个人生活产生一些影响。课后服务各主体的权责不明确，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各自为营”，

导致参与课后服务的力量不够，学校压力增大等问题。因此，建议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明确各主体权责，树立正确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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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中小学课后服务正式开展起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关系

到减负增效的效果。课后服务在开展的同时会遇到相关问题，这

需要当前的形势分析。形势分析有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

而提升课后服务水平，促进减负增效。

2021 年 2 月 22 日，河池市教育局颁发《河池市城区中小学

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课后

服务工作开始在河池市进行。应学生兴趣需求，英语课后服务也

陆续在河池市各地开展。对河池市小学英语课后服务的现状进行

研究，才能促进河池市英语课后服务的质量提升，满足学生的兴

趣需求，让教育回归本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调查对象、方法与内容

本研究在河池市不同地区的 12 所小学展开了问卷调查，并对

其中的 6 名教师进行了访谈。教师问卷共发放 5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36 份；家长问卷共发放 4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87 份。调查内

容包括基本情况、政策理解、英语课后服务的形式与内容、反馈、

问题建议等。访谈的内容包括英语课后服务开展时间、内容及形式、

评价标准、师资力量、问题等。

三、结果与分析

（一）工作时间长、任务重，教师幸福感缺失

1. 工作时间长

此次问卷调查显示，80.56% 的英语教师工作时长在 6~8 小时，

19.44% 的英语教师工作时长已超过 8 小时，甚至达到 9 小时、10

小时以上。但教师工作的实际时长是很难量化的，除了每周 5 天

的在校工作时长外，教师还有备课、家访、个人专业发展等工作。

现今，要求英语教师参与到课后服务中，增加的不仅仅是课后服

务开展期间的时间，还增加了课后服务准备工作以及其后续的工

作时间。

2. 任务重

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有 16.67% 的英语教师表示其所在学校未

开展英语课后服务；未开展的原因中，有 83.33% 的教师选择“教

师的师资力量不够”选项。在家长问卷的一道开放问题中，“您

对英语课后服务课程的开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如：课后服务的

内容、形式、时间安排、师资力量、服务报酬等）”结果显示，

出现最多的词条（14 条）为“师资力量”。访谈时，一名英语教

师表示“一个老师带七个班，21 节课，学生太多也管不了太多。

学生要学好英语不光是老师要教得好，还有很多方面是需要沟通

的，我们要和三四百个孩子以及孩子的家长进行沟通。我们也想

过很多课后服务的活动，但是一个老师要管一个年级，是真的很

难做得来。”因此，课后服务的开展，让本就工作量大的教师更

是负荷不来。

3. 压力大

“您对学校开展英语课后服务的态度？”仅有 0.78% 的家长

持反对态度。由于“影子教育”被打压，家长不再寄希望于教培机构，

而将目光投向了学校，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关切和英语课后服务

的需求增加。目前，我国课后服务还在探索阶段，以学校为主阵地，

英语教师是英语课后服务的“主力军”。英语教师需要承担更大

责任的同时，也需要对自身的教学水平以及专业水平提出更高的

要求，这样的变化成为了英语教师新的压力。

在减负增效之前，英语教师就有在成绩上的压力，主要来源于

课时上的不合理。一名英语教师表示：“我们现在课时太少，英语

一周只有两节课，一节课是半小时，也就是说，英语课一周只有一

小时的时间，所以说课本上的内容都没办法让孩子掌握”。“我们

的课表安排，周一一节、周五一节，所学的知识学生很快就忘完了。”

减负增效明确是对学生“减负”，小学低年级学生不布置相关家庭

作业，该措施更是加剧了英语教师对于学生成绩的担忧，同时影响

了英语课后服务的顺利开展，有老师表示：“不布置作业的话，孩

子真的也考不好。孩子考不好的话，家长着急，我们也着急。”“孩

子的英语基本功都不够扎实，让孩子参与课后服务这类的活动的话，

最多一个班只有 20% 的孩子能够真正参与其中。”

4. 影响

英语课后服务的开展对英语教师的个人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

43.33% 的英语教师表示英语课后服务的开展“与个人生活发生冲

突”，76.67% 表示“工作量加大、压力增大”，66.67% 表示“身

体疲劳程度加剧”，26.67% 表示“日常备课质量下降，影响正常

教学”，20% 表示“工作的热情下降了”。英语课后服务的开展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 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缺乏经验，

英语教师需要时间去学习、创新、研究英语课后服务；在师资力

量缺乏、工作时长增加的情况下，英语教师依然需要进行日常备课、

教研等专业活动；英语教师面对着课内课后教学任务压力的同时，

还要面对家长的高期待、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对此，英语教师力

不从心，个人生活、身心健康以及工作热情都受到了负面影响。

（二）课后服务主体及其权责不明确

1. 问题说明

减负增效是一项民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校外机构、教师、

家长、学生等合作才能完成，涉及到多个主体。但由于课后服务

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不明确，导致课后服务的重担全压到学校，

学校能力有限，影响了课后服务顺利开展。

从责任主体分析，学校作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系统的教育

机构，其是承担课后服务的委托机构之一，但并不是唯一责任主体。

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到学校课后服务中的有在校任课教师、班主

任和退休返聘教师，其中 96.67% 的参与者都是在校教师，暂无校

外教师、社会志愿者等人员参与到英语课后服务中，运作模式单一。

就家长而言，6.98% 的家长不清楚学校对课后服务的宣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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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自己的孩子是否参与英语课后服务，16.54% 的家长不清楚。

自英语课后服务开展来，81.29% 的家长从未向学校提供过相关建

议。向课后服务提供合理建议是家长的权利也是责任，但目前家

长们弱化了自己在课后服务中的责任。

2. 影响

课后服务主体权责规定了各主体在各类课后服务中应承担的

责任、所具有的必要权力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就本次所调查的

12 所学校来说，英语课后服务开展内容的种类数量在不同学校都

有所不同，甚至有 3 所学校还处于未开展的状态。在教师问卷的“您

认为学校未开展课后服务的原因是什么？”问题中，有 83.33% 的

教师选择了“教师的师资力量不够”选项，这也说明了目前课后

服务的开展由于主体权责的不明确，导致课后服务开展人力不足，

影响了英语课后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和顺利开展，无法满足学生的

兴趣需求、影响学生个性化发展。学校是一个专业化的教育机构，

组织课后服务应该加强与外聘教师的合作，参与课后服务活动的

设计、组织、实施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多元体共同承担课后服务

的责任才能推动课后服务健康发展。

（三）英语课后服务开展的随意性

经此次调查，英语课后服务在实施、监管和评价上都呈现出

随意性。

在实施上，英语课后服务出现了“变相补课”的现象。访谈

中，有位英语教师表示“我们要开展课后服务，学生是很开心的，

但是考试成绩却不理想，家长着急，大概率也是不会支持的”。

在访谈的过程中，多位老师都担忧学生的成绩。因此，出现教师“抢

课”、课后服务“变相补课”的现象，违背了课后服务初衷。

在监管上，调查的 12 所学校中，“有无制定详细的英语课后

服务工作方案 ?”，有 5 所小学的英语教师选择了“无”选项；“您

所在年级组是否会定期开展英语课后服务沟通会议 ?”有 2 所小学

的英语教师选择了“从未开展”选项，2 所选择“偶尔开展”。

还有其他和英语课后服务管理相关的问题，笔者不一一列举，但

这些调查结果都指向了英语课后服务开展的随意性。

在评价上，“评价”作为课后服务的“指挥棒”却迟迟没有

改进和规范。目前，我们对于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学生升学评

价只有统一考试的单一方式，同时，学生成绩的好坏又影响着教

师的学期、年终考核以及职称晋升。然而，课后服务质量好坏却

没有纳入考核标准，这严重影响了课后服务质量提升。

三、建议

（一）关注教师身心健康，为教师“减负”

教师任务重主要因为缺乏师资力量。“学校可以合理利用可用

资源或通过购买服务将志愿者、艺术培训班、退休教师、家长等人

员引进学校，缓解服务主体人员不足问题，减轻在校教师压力。”

教师压力也来源于学生的成绩。“唯分数论”偏离了学习和

教育的意义，作为教育者，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引导学生

和家长走出“唯分数论”，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教

师的绩效、晋升等不应与学生成绩连接。在给学生“减负”的同时，

也要减轻教师的负担。

基于教师工作时长的问题，教育部门可以出台规定，实行教

师弹性制上下班。对学校而言，要配合该制度的实施，在不影响

正常教学下，保证教师的休息时间。时间自由可以让教师身心愉悦，

促进教学质量。

（二）明确主体责任，共同参与课后服务

对于课后服务主体及其权责不明确的问题，笔者给出以下建

议：首先，政府应主导社会参与，构建多元发展格局，增加服务

供给，承担“保底”责任，通过“购买服务” “财政补贴” “合

理取酬”等方式不断完善经费保障和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学校

结合实际，积极作为，充分利用场地、设备、师资、管理等优势，

为最广泛的学生提供普惠性的、有基本质量保证的基础课后服务。

此外，政府要明确各主体权责、统筹兼顾其他主体参与课后服务，

还要实时关注、调查、指导等工作，保证课后服务高质量开展。

其次，学校要制定相关制度，分工明确，定期开会反思。与

此同时，加强教师管理，强化教师职责意识，努力增强教师教学

幸福感，教师之间也要相互监督，使每位老师都能时刻记得自己

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家长可向学校提出合理建议，担起自己的责任。家庭

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教育场所，倘若减负工作缺乏家庭教育的支

持，减负增效很难有效。因此，学校要通过多种方式，如：家长会、

微信、班主任、家委，引导家长认识自己在课后服务中的权责、

认识课后服务、重视课后服务。

（三）树立正确理念，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

从调查结果来看，英语课后服务开展随意性主要来自教师、

家长对成绩的担忧以及学校的监管不力。

目前，我国英语课后服务在实施上出现随意，很大原因是由

于运作模式的不成熟，而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已有较成熟

的运作模式。虽然各国不尽一致，但在对课后服务的认识定位、

经费保障机制、场所供给、内容设计、师资配置、质量监管等方

面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通的特征，这就启示着我们要向外学习。

政府要不断鼓励研究人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课后服务的具体做

法，结合我国国情、教育现状，寻找出符合我国现状的课后服务

运作模式，规范课后服务的实施。

学校应积极学习相关文件，根据文件要求、自身条件、师资

力量、学生兴趣等，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制定实施方案、评价方案，

并定期召开课后服务相关会议，对课后服务实施情况进行汇报、

反思、创新，不断完善课后服务实施制度、评价制度。 

教师将学生成绩的好坏与英语课时、作业多少联系，弱化了

课堂质量、英语实际运用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应纠正“填鸭式”“保

姆式”教学，注重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让学生体验到学习英语

的价值，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确认识英语课后服务的理念，

充分发挥英语课后服务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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