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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社会教育场域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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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双减政策的实施，课后服务愈发受到关注，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以及遏制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的现象。

近些年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校外培训进行规范，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还面临着制度空间较小、缺少组织基础、社会参与不足等

情况，因此亟需深入探究课后服务开展形式，扩大主体维度，充分整合利用资源，增加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基于此，本文从布迪厄场域理

论出发，探索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社会教育场域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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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tion”,	after-school	service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main	

purpose	is	to	reduce	the	excessive	academic	burden	of	students	and	curb	the	brutal	growth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uccessively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y	documents	to	regulate	after-school	training.	However,	in	specific	practice,	it	 is	still	 faced	with	small	institutional	

space,	lack	of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insuffici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situation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deeply	explore	the	form	of	after-

school	services,	exp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main	body,	fully	integrate	and	utilize	resources,	and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field	of	after-school	service	soci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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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是以小学、初中学生为实施对象，政府承担主体所

提供，通过课余时间并利用学校场所和设施而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性、

普惠性公共服务行为 [1]。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课后服务取得了长

足进步，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然而目前相关领域研究还

主要是站在宏观维度上分析课后服务政策、对比各个地区学校课后

服务措施的差异、从各个理论分析学校课后服务的社会需求，或者

更多地也是在阐述发达国家课后服务的发展现象以及经验启示得分
[2]。大多数研究人员也更加关注学校这一课后服务的主体，很少重

视社会力量的参与情况及其实现路径。课后服务的贯彻落实不单单

依赖于学校单一主体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社会场域所提供的坚实

支持。鉴于此，本文站在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提出课后服务社

会教育场域的建构对策。

一、政策执行的地方践行探索

近些年来，教育部推出的有关政策中对于课后服务的“大范

围宽要求”的关注和此类政策的全面推进，也为地方政府践行探索

带来了充足空间。各个地区政策也呈现出了明显的高要求、多样化

等特征，同时在价值取向方面也充分凸显了民主、公平等理念 [3]。

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严格遵循将公共性作为中心、合法性作为准

则以及有效性作为追求目标，这也使得各地课后服务呈现出多样化

的发展形态，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推出了“5 ＋ 2”模式，旨在持续

改进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安徽省在省政府民生工程中纳入了课后服

务这项指标，推动社会福利与教育措施挂钩，构建起了课后服务完

善的经费保障机制。从各个地区实际践行探索的过程来看，均反映

出了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实质也是对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以相

关政策作为行动依据，以资源作为媒介 [4]。而为了确保公共政策体

现出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有效性，地方政府在推行课后服务期间，需

要避免政策在公共资源配置期间出现的越位、缺失、错位现象，也

要注意减少政策运行中受到的阻力和风险。除此之外，需要注意构

建起多元化的治理体系和，积极打造出以服务为主的管理模式，推

动个人权利回归到职位本身，最大限度满足持续释放的需求，逐步

构建起不再依赖于个体的、可以自由迭代的空间系统 [5]。

二、多形态地缘空间的扩张和使用

在国家颁布双减政策之前，课后服务市场呈现出大量机构混

乱参与的现象，造成学生面临严重的学业内卷压力，也导致家庭教

育成本大幅上升，学生承受过重的课业负担。现阶段我国从政策入

手，重新梳理校外培训和课后服务两者间的关系，其中政府教育部

门以课后服务为主，也导致课后服务领域社会参与感明显减少，对

社会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一定程度导致了学习资源的浪费和使

用受限 [6]。新时代教育发展形势也体现了学校不再是学生学习的唯

一场所，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社会联动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

背景下社会教育也需要打破以往物理区域的局限。在这一现象加速

转变的过程中，要求地方政府及其教育机构加强相互协调，共同打

造出具备第三方力量的搭桥者，来对地区资源进行统筹整合 [7]。

学校与家庭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教育机能，需要和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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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紧密联系，积极扩张，形成多形态地缘空间。从空间维度的拓

展情况来看，积极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其中，包括社区服务中心、

青少年宫、儿童图书馆以及具备相应资质的民营教育机构、企业

等，构建起 1 ＋ X 的新形态。也就是一所学校匹配 X 个社会教育

型，但社会教育机构并不需要和学校完全对应，结合自身所辐射范

围内的各个学校合理安排课后服务内容。从时间维度的拓展情况来

看，主要体现在对寒暑假空余时间的合理利用，面对较长时间的假

期，如何科学进行时间安排、规划一直是家庭教育的一大问题，特

别是在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中这一难题尤为显著 [8]。所以应该将

课后服务时间延伸至寒暑假阶段，充分发挥出社会教育资源的丰富

性特点，打造多元、精品课程，提供丰富课后服务。除了在空间以

及时间维度的扩张外，还可以针对学生心理空间进行拓展，在不属

于学校以及家庭的空间范围外，为学生打造出属于自身独有的心理

空间，学生可以在此空间中和其他人开展合作沟通，逐步形成内心

归属。

三、大力开展课后服务行业专业人才培养

伴随双减政策的实施，各个地区政府相继推出各项措施确保

学校课后服务的覆盖范围，力求最大程度减少社会对校外培训的需

求和过度依赖现象，同时体现出课后服务作为学校教育的拓展在教

育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关键角色。但在此过程中，一线教师作为课后

服务的第一负责人，承担了额外的教学负担以及非专业因素的影

响，常常出现不同程度的特色课程难以顺利推进的现象。同时，在

一些地区之中尽管有大量家长、志愿者、社会人士积极参与课后服

务的情况，然而并未形成切实可行的体系，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教

师过重教学负担和过于忙碌的现象 [9]。因此，为了有效改善这一情

况，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发挥出自身带头作用，积极扩大课后服务行

业人力资源库，大力引入社会人士，壮大课后服务专业人员队伍力

量。将社会教育引入其中实现了对传统学校教育场域的拓展，所以

不管是引导老龄人士、社会精英参与其中，亦或者鼓励家长、大学

生、企业等群体积极参与，都体现出良好的可行性。对于课后服务

场域构建而言，只要和社会同向而行，才可以使青少年在接受课后

服务期间面对更多的个体，推动教育从个体学习行为向全民参与这

一形式的转变，最终加快全民终生学习目标的实现 [10]。为了确保

课后服务行业人员队伍整体质量的可靠性，需要考虑课后服务行业

的特殊形式，做好专业人才遴选工作，在解决课后服务行业人力资

源不足问题的同时，结合服务对象的差异制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对

于三年级以下小学生，课后服务重点在于保育看护，保障学生的安

全，服务内容偏向于生活引导，所以需要重点关注从业人员的保教

资格、教师资格等，确保人才队伍的稳定。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

课后服务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课后作业辅导、思维

能力养成等，所以需要重点关注从业人员的学业背景，尽量是在校

大学生或者具备一定教学经验的社会人士。在此期间，对于有意愿

从事教师职业的大学生可以借助课后服务场域的工作机会，来全方

位、深入了解学校实际工作情况，面对面与学生接触开展课后服务。

除了根据年龄不同来划分之外，在提供课后服务的过程中，

还需要结合学生发展需求的差异来提供多样化的活动及特色课程，

因此对于承担此类活动的人员选拔需要面向社会各界，具备良好艺

术体育才能或者有一技之长的社会精英都可参与其中。总而言之，

不管是根据年龄阶段或者学习需求的不同来选拔课后服务专业人才

时，在严格遵守准入门槛时，都需要一定程度地兼顾到地域多元性

和课后服务内容的适应性，充分、合理地利用调动课后服务人才，

为课后服务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

人文等因素影响，对相关教育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产生极大阻碍。同

时学校课后服务开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一线教师面临较大的负担。

另外由于地区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造成显著的课后服务内容差异化

现象。因此，在布迪厄场域理论指导下，需要构建起社会教育场域，

使其有效辐射到学校教育及其他教育场域范围，充分发挥出各要素

能量。在此过程中需要执行教育政策的地方不断实践探索，积极拓

展和利用多形态地缘空间，并加强课后服务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准入，

从而保障课后服务目标的尽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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