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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第三课堂与小学课后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余恒丰 

（湛江科技学院） 

摘要：中小学课后服务成为社会热点。通过问卷调查，使用 SPSS软件统计、分析湛江地区关于高校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的可能性

及发展前景，为创建新型课后服务模式，对湛江地区的课后服务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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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school servi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become a hot social topic.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by using SPSS softwar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ossibi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after-school service in Zhan Jiang district，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a new 

after-school service model e in Zhan Ji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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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小学“三点半现象”的出现，成为社会关注。家长把孩子送到

校外培训机构等，造成了学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1]的问题。为

此，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3][4]，全国各地开始按照

文件要求，落实“双减”政策。 

目前湛江市各中小学校，主要采取学校自主安排或引进第三方

机构提供课后服务[5]应对“双减”。湛江市人民政府明确提出大学生

志愿者可以参加到其中[5]。吴立宝、杜卿、潘海生（2022）[6]也认为，

高校师生可以在中小学课后服务中大有所为。基于此，本文提出“高

校-小学”式课后服务模式，通过问卷和访谈，探讨其在湛江地区的

可行性，试图思考如下问题： 

第一，“高校-小学”式课后服务应该由谁来管理和安排？第二，

开展“高校-小学”式的课后服务会产生什么样的效益，群众对此持

何种态度？第三，以湛江地区开展“高校-小学”世的课后服务为参

考，课后服务的前景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自设问卷，调查来自湛江地区的不同群体针对高校大

学生参与当地课后服务的可行性。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共发

出问卷 587 份，当地高校老师（10.02%）、高校学生（44.99%%）、

小学家长（23.37%）、其他职业工作者（21.62%）参与了调查。其中

线上回收问卷 520 份，线下回收问卷 67 份。排除无效问卷 18 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 569 份。 

采用数据分析软件 SPSS 对问卷的信度、效度进行分析，检验问

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 SPSS 软件检测，Cronbach's alpha 系数数

值为 0.653>0.5，说明问卷信度尚可接受，达到实证研究的标准。KMO

为 0.795> 0.5，说明问卷效度良好。 

三、数据分析 

1. 明确政府部门在课后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60.46%的社会大众对“双减”政策不了解。虽热国家和地方政

府、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文件，在具体实施情况时，还

需要教育部门加强“双减”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大多数人认为应该

由教育部门或者学校来负责高校学生在课后服务中的安全问题以及

高校学生参与课后服务产生的交通费用。这说明社会各群体希望教

育部门在交通费和安全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实地采访，大多

数的受访者认为，交通费应该由教育部门负责，而安全保障应该由

小学学校负责。这说明，在涉及资金等问题时，社会大众更多倾向

由政府等有关机构来负责，而面对高校学生的安全保障问题，社会

大众则更倾向于由当地的学校直接负责。访谈表示学校是教学活动

的第一现场，必须在第一时间处置有关安全问题的突发情况，理应

负起高校学生的安全保障责任。 

2. 课后服务的效率 

在关于课程类型的调查中，占比例较高的是“才艺兴趣培养”、

“爱国主义教育”、“体育锻炼”这三类课程，这说明社会大众意识

到课后服务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学生的兴趣培

养、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等。 

61.69%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学生介入课后服务对缓解学校教学压

力是“比较有用”的；在促进高校学生能力提升方面，75.75%选择

“比较重要”以及“非常重要”。 

综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高校学生参与到课后服务中对各方都

是有益的：于学校而言，能够缓解师资的不足等问题而导致的教学

压力；于家长而言，校园生活的丰富以及课程的多元化，能提高孩

子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广泛兴趣；于高校大学生而言，极大地提升

了其自身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因此，高校大学生

介入小学课后服务产生的综合效益，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 

3. 课后服务的发展前景 

从服务市场来看，选择“每周一次”和“每周两次”的建议

多，分别占比 46.40%和 36.73%，这说明高校学生介入课后服务对于

教育体系来说，扮演着“客场”的角色，对小学教学发挥着辅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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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作用。从“‘高校-小学式’课后服务的态度和预测”来看，73.46%

的受访者支持在湛江地区，高校大学生参与到小学课后服务中去；

80.32%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小学”形式的课后服务，在未来具有

很大的发展前景。 

四、结论与建议 

1. 教育部门及有关机构在课后服务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宣传“双减”政策。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社会群众对

于课后服务情况的了解并不充分。丛访谈中得知，造成这样情况的

原因主要有两点。2021 年，“双减”政策落地，处于政策实行的早

期阶段。另外，除了家长和老师外，社会群众对“双减”政策的有

关信息，仅在日常新闻或者互联网中得知。因此，建议拓展社会群

众了解“双减”信息的渠道，加强政策宣传。 

第二，厘清通勤费用责任与安全责任问题。调查问卷的数据，

代表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意，在落实阶段，需要教育等相关机构开展

广泛收集意见，出台政策文件，成为管理和规范课后服务活动产生

的交通费问题和安全责任问题的依据，这将有利于“高校-小学”形

式的课后服务更长远的发展。 

第三，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在调查问卷中，76.80%支持建立专门

的机构来管理课后服务。关于管理机构，需要“三方”共同协作完成。

教育部门，发挥“总管”作用，统筹课后服务管理的全局，规范课后服

务活动。高校方面，管理高校大学生的报名，面试、筛选等，并做好学

生施教情况的备案工作。受服务学校方面，协调课程安排以及监督作用。

受服务学校是教育部门和高校之间、学生家长和高校大学生的联系桥

梁。受服务学校既需要落实好教育部门下发的政策文件，也需要协调好

高校学生的“入驻”，上下对接，使活动目标得到实现。 

第四，设立专门的经费项目，对“高校-小学”课后服务给予财

政补贴支持。由教育部门牵头，学校有必要协助设立一个关于“高

校-小学”式课后服务的经费项目。课后服务中产生的教材消耗，交

通、安全问题以及其他后勤保障而产生的费用等问题都需要一定的

经费支持。此次调查问卷也证实了设立专门经费项目的必要性：关

于交通负责主体，62.39%选择教育部门负责，在所有选项中位列第

一；安全问题，59.75%选择教育部门负责，所有选项中位列第二；

76.80%同意对高校学生给予补贴。 

2. 课后服务的综合效益的发挥 

积极开展“高校-小学”式课后服务，将发挥出如下综合效益。 

受教学生方面，富有特色的课后服务课程不仅促进了学生兴趣

爱好，引导学生学会思考问题。另一方面，能够缓解小学生的学业

压力。因此，参加课后服务，对于小学生来说，不仅学习了有趣的

知识、提高了实践能力，还免去了繁重的作业负担和参与学科培训

的弊端。 后，可以培养学生爱国、爱家意识、勤劳勇敢等优秀品

质。社会环境物质丰富的的同时，浮躁、急功近利等社会风气也在

增长。学校是培养孩子精神文明的 佳阵地。高校大学生进入小学

的课后服务中可以充分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小学生的勤劳勇

敢的民族精神品质。在调查问卷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关于课程

安排的选择，“爱国主义教育等文化活动”的百分比是 61.51%，在

所有选项中位列第二。这正是社会大众对于精神需求的一个反映，

对孩子精神培养需要引起重视。 

学校方面。学校、任教老师的教学压力得以“松绑”。在问卷中，

61.69%认为能够缓解学校的压力。高校大学生的介入，使任教老师

得以休整，为其更好的教学工作做好准备；学校教学资源优配置、

课程安排等得到优化。对于许多学校而言，增设的课后服务环节超过

了学校原有资源的负载。“高校-小学”式的课后服务模式可以解决上

述问题，为学校的课程优化和开拓新型教学模式提供经验和范例。 

3. 课后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周红霞（2016）[7]根据我国的课后托管现状，总结了部分发达国

家在课后托管服务的做法，指出：承担课后托管服务是政府应有的

公共责任；需要规范课后服务和师资队伍的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

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的共建机构等。 

相比之下，我国长期以来中小学生的课后安排，普遍是家庭自

主负责的。随着教育的“内卷”以及家长们渴望子女成才的迫切心

理，除去家庭式的课后安排，中小学生的课后时间，往往走向如培

训结构这样的第三方机构。针对这一点，国务院今年正式发文，强

调教育部门以及学校要承担起主要责任，落实好中小学的课后服务。

另外，我国大多数省市没有建立课后托管服务相关严格的评估标准，

这一点也应该引起重视。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课后服务发展时间短，设经验浅，

这说明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提出的“高校-小学”的课后服

务模式，类似于上述的“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共建机制，

即“教育部门、小学和高校学生”三位一体：教育部门负责课后服

务的主体责任，学校是教育部门、家长与高校学生的之间联系的桥

梁，高校学生则负责课后服务的施教。课后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可

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推动课后服务

更加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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