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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吕永山　庄　钰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达秀小学　733208

摘　要：" 双减 " 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对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当前农村中小

学课后服务面临资源分布不均、师资力量不足、服务内容与城市差距大以及家庭支持有限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创

新课后服务模式，包括优化服务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服务可获取性以及探索社区和家庭参与。通过这些策略，可

以提高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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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ims to reduce the academic burden and extracurricular training burden on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current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ace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sufficient teaching staff， 
large gap between service content and urban areas， and limited family suppor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after-school service models， including optimizing service cont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mproving service 
accessibility，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and family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se strategies，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an be improve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fter class services

一、引言

随着 " 双减 " 政策的实施，农村中小学的课后服务模式

亟需创新以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教育资源分布等因素，课后服务面临着一系列特殊挑战。本

文旨在分析 " 双减 " 政策下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的现状，并

探讨如何通过创新模式来提升服务质量，以满足农村学生的

需求，促进教育公平。

二、”双减”政策下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现状分析

（一）服务资源的分布不均

随着我国 " 双减 " 政策的推进，也就是减少中小学生的

课外和校外培训压力，农村地区的中小学课后服务面临着空

前的挑战。这一政策是为了均衡教育资源分配，然而在实际

应用中服务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尤其明显。农村地区教育

基础设施总体上没有城市那么完善，没有充足场地与设施支

撑多样化课后服务。教育质量不同造成农村学校师资力量不

足，优质课后服务人员招聘困难，已有教师经常要承担更多

的课后辅导任务，这样就会加重其工作负担，也会对教学质

量造成影响。受经济条件所限，一些农村家庭对支付课后服

务的接受程度较低，制约了课后服务项目可持续性与覆盖面。

农村地区内教育资源不均衡。较偏远或者经济不发达的村庄

课后服务所需资源较匮乏。儿童课后常常没有课外活动可以

参加，或课后服务项目简单、针对性不强、趣味性不浓，明

显不利于学生兴趣、特长的发展。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服务资

源配置不均衡的重要原因。部分优质教育资源与信息很难及

时向农村地区传递，农村家长与学校对教育新政策，新理念

认识滞后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城乡间，乡村内教育资源配置不

均衡。

（二）师资力量的不足

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存在师资力量薄弱这一普遍而又严

重地影响着服务质量。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如何吸引并保留

高质量教育人才已是一个棘手问题。很多好教师都比较喜欢

到城市中的学校去任职，这是因为城市中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待遇比较好、发展空间比较吸引人。这就造成农村学校在教

师招聘与留用方面遇到难题，特别是课后服务方面，要求有

一定教育专业背景与工作经历的教师更为匮乏。农村学校师

资队伍总体素质良莠不齐。尽管部分农村学校有一定的师资，

但是其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却有很大不同。部分教师在课后

服务中可能存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不能有效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课后活动等问题，影响到服务实际效果。在农村的

学校环境中，教师经常面临多种教学和管理职责，如课堂授

课和学生管理等，这导致他们在提供课后服务时的时间和努

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在这一背景下，教师即使愿意参加

课后服务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但投入与质量都很难得到保

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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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当前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师资力量薄弱现象非常突出，

这直接关系到服务覆盖范围与质量水平。

（三）服务内容与城市差距

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明显落后于城市，主要表现为

服务多样且优质。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比较缺乏，课后服务项

目无论在品种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低于城市。农村学校通常

不能提供丰富多采的课后活动，使学生课后没有适当的选择

学习与娱乐，从而影响其整体发展。同时，城市中小学课后

服务项目丰富多采、涉及体育、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可

以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普遍不高。

囿于师资力量、基础设施条件等原因，农村学校实施的课后

服务常常专业性不强、针对性不强，难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

果。相比较而言，城市中、小学课后服务专业化程度较高，

专业教师与设施支持较多，能提供较高服务水平，有利于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我国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在内容上远远

落后于城市，不但加剧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而且还影

响到农村学生教育体验及发展机会。

（四）家庭支持的局限性

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存在一个局限，就是家庭支持不到

位。农村家庭一般经济条件比较差，有些家庭负担不起课外

活动，造成子女没有参加课后服务。甚至一些课后服务项目

也是免费或者低收费，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交通不方便，

一些家庭还是不能了解和参与。农村家庭在教育观念、教育

方式上与城市有区别。部分农村家庭更加关注子女务农、家

务劳动等，而对于课外活动、课后服务等关注度不高。他们

也许更愿意让儿童在家自主学习或者参与实践活动，却忽略

了课外服务对于儿童综合素质发展的影响。农村家庭社会资

源与人际网络比较匮乏也制约着儿童课后服务参与。城市家

庭在课后服务方面可能会以多种方式获取信息与资源，农村

家庭获取信息渠道受限且难以得到相关资料。

三、 " 双减 " 政策下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模式创新模式

的策略

（一）优化课后服务内容

1. 结合农村实际的课后活动设计

在实施 " 双减 " 政策的背景下，为了优化农村中小学的

课后服务，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并设计出既

满足学生需求又能满足家长期望的课后活动。要全面了解农

村学生爱好、特长、地方特色课后活动。比如可在农村举办

文艺表演，手工制作和农耕体验，不仅能满足学生学习需要，

还能丰富课外生活。要注重课后服务的实用性与针对性，根

据农村学生学习情况与就业需求进行相关技能培训与实践活

动。可举办农村技能比赛，就业指导讲座和农村创业项目，

有利于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农村经济发展。在课后服务内

容上也应重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可组织

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开展文明礼仪教育，

诱导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养成良好社会行为习惯，

提高公民素养。

2. 丰富课后辅导科目与形式

在实施 " 双减 " 政策的背景下，农村中小学课后辅导的

多样化成为了创新课后服务方式的关键策略之一。要针对学

生学习情况与需要进行多样化课后辅导科目涵盖语文、数学、

外语、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可设置一些有针对性的辅导

课程比如学习方法指导，心理健康辅导等等，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以及自主学习能力。课后辅导的形式也要多样

化，不仅要利用传统面对面的辅导，更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进行在线辅导和远程教学。尤其对于偏远地区或者地广人稀

的村庄，可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虚拟学习平台来整合优质教

育资源以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另外课后辅导可与社会资源相

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可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行业精

英举办讲座和工作坊，开阔学生知识视野、激发学习兴趣与

创造力。要丰富农村中小学课后辅导的科目和形式，还需多

方配合，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及社会资源开展多样灵活的辅导

活动，满足了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要，提升了教育服务质量

与效益。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策略

1. 引进专业教师和志愿者

为了解决 " 双减 " 政策导致的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师资

短缺问题，一个关键的策略是吸引专业的教师和志愿者加入。

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城市专业教师引入农村学校开

展课后服务。这些专业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知识丰富，

能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并引领农村教师队伍专业化成长。可积

极利用志愿者组织吸引社会各界专业人士，大学生及其他志

愿者加入到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中来。志愿者可通过辅导教

学，开设兴趣班，组织文体活动等来给农村学生带来丰富多

样的课外学习体验及充实课后服务内容与形式。可鼓励农村

教师主动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并通过激励政策、奖励机制

等方式激励教师全身心地投入课后服务，以提高服务的质量

与水平。

2. 提供师资培训和职业发展

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的策略之一是提供师资培

训和职业发展机会。可通过组织各种教师培训班和研讨会来

提高农村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及课后服务能力。培训内容可涉

及课后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教学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健康辅

导，以帮助教师在课后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建立与

完善师资评价与激励机制，给优秀教师以升迁与职业发展之

机。通过评优奖励和岗位晋升，调动农村教师主动参与课后

服务的积极性，提升教师的服务质量和工作热情。同时也能

增进教师队伍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和师资队伍整体发展。要强化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就

必须从专业教师与志愿者引进、师资培训与职业发展机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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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与服务水平提升等多方面入手，为不

断推进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提升服务的可获取性策略

1. 利用现有设施和资源

为了提高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可及性，可以借助已有的

设施与资源对其加以优化。农村学校可充分利用校园里的教

室，图书馆，多媒体教室，举办各种课后活动及辅导服务。

这些设施已在学校中存在并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使用，给学生

提供了一个便利和安全的环境。可充分利用农村社区资源，

联合社区卫生院，文化馆和村民活动中心开展课后服务活动。

与社区的合作能够扩大业务的覆盖范围、增加业务的可获得

性并满足各年龄层学生学习的需要。另外，可充分利用农村

家庭的资源来鼓励父母参加课后服务活动。可请家长参加志

愿服务，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加强家校合作，关注学生成长

成才。

2. 发展远程教育和数字资源

除利用现有设施与资源外，开发远程教育与数字资源是

增强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可及性的重要手段。可借助于信息

技术手段构建农村学校远程教育平台并提供远程课程与网络

辅导服务。通过网络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方式为农村学生课

后辅导与学习提供了高质量的资源，填补了师资短缺与教育

资源匮乏的空白。数字化教育资源可开发利用，例如教学视

频，电子书籍，在线练习等等，这些资源为学生个性化自主

学习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些数字资源可针对学生学习水平、

兴趣特点等量身打造，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与品质。还可积极利用政府、社会组织等力量为农村学校配

备数字化设备与资源，促进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

（四）探索社区和家庭参与策略

1. 建立社区 - 学校 - 家庭合作机制

为推动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可持续发展，构建社区 - 学

校 - 家庭合作机制十分重要。可建立定期沟通与协作机制，

推动学校，社区与家庭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学校可经常与

社区组织及家庭代表举行座谈会及家长会，以了解家庭及社

区对课后服务工作的要求及看法，并就课后服务工作内容及

模式进行讨论。可组建社区志愿服务团队吸引社区居民主动

参与课后服务。志愿者能够协助学校举办各种课后活动，指

导学生学习，辅助教师做好课后服务管理工作，利用社区资

源发挥积极的作用，给学生带来更加多元化和贴近生活的活

动。同时也能增进学校与家庭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构建家校

协作机制来共同关心学生们的学习与发展。

2. 发挥家庭教育的辅助作用

除构建合作机制外，还应发挥家庭教育辅助作用推动农

村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父母要加强教育与引导孩子自主学

习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父母可与孩子制订学习计划，探

讨学习方法，参加课外活动等，以创造好的学习氛围并养成

学习兴趣与习惯。父母应该主动关注儿童身心健康并给以情

感支持与心理关怀。家庭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阵地，

父母要关注儿童情绪变化，学习压力，并及时与学校及社区

进行交流，求助及支持，以共同维护儿童身心健康及学习成

长。同时家庭也可通过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及亲子活动来提高

父母教育水平及家庭教育能力，从而更好的参与到学校课后

服务工作中去，增进家校之间的合作，一起关注子女的成长

发展。

四、结束语

“双减”政策为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优化服务内容、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提升服务可获取性以及探索社区和家庭参与，

可以有效提升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质量，为农村学生提供

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

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未来，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

应继续探索创新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社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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