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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国家“双减”及课后
服务政策文件一经出台，恰似一阵
和煦春风拂过教育的广袤大地。在
东营，课后服务在各学校相继绽放
出特色之花。东营市高度聚焦课后
服务的内涵质量提升，精心制定并
印发了《东营市义务教育学校课后
服务项目指导目录》。为义务教育学
校科学开设课程、丰富服务内容以
及精准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了至关
重要的参考依据。经过 3年多的发
展，课后服务如今开展得如何？记者
就此展开了深入调查。

大众新闻·黄三角早报记者 徐文君

“双减”落地三年探变化
——— 东营各学校推动课后服务从“有”到“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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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课！抢课！

近日，“抢课”成了不少家长之间
热议的话题。9月24日下午6时整。东凯
实验学子和家长们屏气凝神、全神贯
注，有的家长拿着手机跑到无线路由
器 旁 ，有 的 家 长 选 择 使 用 平 板 电
脑……当灰色的按键变成彩色的那一
刻，家长们开始疯狂点击手机屏幕，学
生们则在旁边紧张地注视着屏幕弹出
的信息。原来，这么惊心动魄的画面是
东凯实验学校每年一次的课后服务特
色课程选课流程。选到心仪课程的学
生开心地抱着家长欢呼，没有选到“第
一志愿”的学生则有些失落，让家长赶
紧选择“第二志愿”。幸运的是，每个孩
子都能在丰富的特色课程中找到属于
自己的精彩。

记者走访了多所学校，深入了解
了他们开设的课后服务特色课程。丰
富多彩的课程让孩子们陷入了“选择
困难症”，也让家长们体验了一把“拼
手速”的抢课乐趣。

在东凯实验学校，热闹的“抢课”
环节可谓是东营市持续提升学校课后
服务水平、巩固课后服务工作成果的
生动缩影。如今，东营市全力确保实现
全市所有义务教育段学校课后服务全
覆盖，力促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课后服务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又
为何能赢得家长和学生的广泛青睐？
据东营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以往
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下午放学
时间普遍早于全市正常下班时间，这
便导致了家长按时接孩子与按时下班
之间的矛盾。正因如此，家长们在下午
常常焦虑不安。而这也催生了一门生
意———“小饭桌”如雨后春笋般在学校
周边涌现。然而，“小饭桌”的食品安全
能否得到保障？把孩子托付给这样的
机构，家长是否放心？陌生孩子在一起
会不会产生矛盾、发生意外？出现问题
后责任又该如何划分……诸多让家长
头疼的问题接踵而至。为给家长“减
负”，同时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国
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东营市也针对国
家政策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于是，
2021年秋季学期，东营市的课后服务
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据东营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
依据国家、山东省出台的相关文件，东
营市制定了《东营市义务教育学校课

后服务项目指导目录》。该目录涵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科普教
育、体育、艺术素养、劳动教育等体现

“五育并举”的26项课程类型、100余门
课程，为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开设课程、
丰富服务内容、精准引入第三方机构
提供了重要参考。

起初，不少家长认为课后服务只
是延长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是变相地
看孩子。东营市民李女士坦言，以前
接孩子是个大难题，每次都得向领导
请假，一两次还好，可经常如此任谁
都会厌烦。“后来学校开展了课后服
务，我也没仔细了解，就觉得有个地
方看孩子，不用再跟单位请假，确实给
我解决了大难题。”

许多家长为孩子报各种辅导班、
兴趣班，给孩子“开小灶”，不仅花钱
多，效果还未必能达到家长的要求。为
何不将辅导班、兴趣班与课后服务相
结合呢？如此一来，家长既能解决接送
孩子的难题，孩子又能在学校学习自
己喜欢的兴趣爱好，还能为家长节省
教育投入，可谓一举三得。

课后服务绝非仅仅是帮家长解决
难题，更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快乐地成
长。不少学校也是从让学生上自习写
作业到特色课程百花齐放的过程中走
过。经过几年的发展，不少学校的特色
课程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且丰富多彩，
课后服务提档升级成果明显。

甲骨文与金石篆刻

甲骨文特色课程在东凯实验学校
独具魅力。学生们设计印稿、印稿上
石，手持刻刀在石头上精雕细琢，神
情专注。自甲骨文特色课程开设以
来，这门课程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
走进教室，孩子们徜徉在甲骨文的神
秘世界，感受着三千多年前远古文字
的独特魅力。

“今年的课程我计划让孩子们利
用学到的甲骨文文字刻到印章上，这
一学年大约要刻24枚印章。”说着，教
授甲骨文课程的王洪飞老师拿出了他
早已准备好的空白宣纸折子本，“每一
页印一个学生的作品，等到这一年学
完，这一本册子就会盖满学生的作
品。”王洪飞老师的眼神里透着期待。

提起这几年课后服务的发展，东
凯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赵文刚
深有感触。此前学校使用填表报名课

后服务特色课程，麻烦不说，工作量还
大。后期，学校专门升级了选课的流
程，研发了课后服务特色课程选课系
统，动动手指就能把复杂的选课流程
走完。

为了让特色课程越来越好，在每
个学期结束之后，所有的特色课程老
师都要开研讨会复盘整个学期的特色
课程教学过程、学生们的学习状态。课
堂效果不佳的课程必须作出调整，找
出不足点优化流程。经过不断地调整
优化，如今每一门特色课程都成了学
生们“争抢”的“香饽饽”。

布偶与刺绣

课后服务不仅是让学生们娱乐，
要是让学生们在“玩”的过程中潜移默
化地接受中国传统非遗文化。走进东
营区瀚文小学，一排传统文化教室格
外引人注目。吕剧、布艺、书法等传统
文化课程教师每周五下午在这里与同
学们相约。学校还精心打造了一间课
后服务特色课程成果展示厅，里面摆
放着教师与学生们的作品，有人工刺
绣的鞋垫、水彩画以及缝制的布偶。

瀚文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伟
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认
为，学生不能只专注于学习，健康的身
体、良好的品德、高雅的审美等都是小
学生需要培养的优秀特质。为此，学校
专门聘请了东营刘氏布偶的传承人刘
培宗、吕剧教师为孩子们上特色课程。

布偶特色课程的开设，为孩子们
打开了一扇通往民间艺术的大门。传
承人刘培宗老师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缝
制布偶，从选料到裁剪，从刺绣到装
饰，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孩子们在制作布偶的过程中，培
养了耐心与专注力，也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温度。看到学生们从不会到学
会一针一线缝制自己喜欢的布偶，开
心地展示作品，陈伟校长深感欣慰。

在传承东营非物质文化遗产方
面，东营区瀚文小学可谓不遗余力。吕
剧作为东营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在校园里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孩子
们通过学习吕剧，不仅领略到了传统
戏曲的魅力，更在唱念做打中感悟着
先辈们的智慧和情感。从婉转的唱腔
到优美的身段，孩子们用心去体会每
一个细节，仿佛穿越时空，与古老的艺
术对话。

家长任女士的女儿今年上二年
级，报了学校的吕剧课程。原本有些腼
腆内向的孩子变得活泼开朗了。任女
士说：“孩子在幼儿园学过舞蹈，上了
小学后，听到有吕剧课程，孩子十分喜
欢，我们便报了名。本以为是三分钟热
度，没想到孩子竟然学下去了。”孩子
经常在家里练习唱腔和身段，俨然成
了一个小小的“角儿”。

九龙翻身锣鼓

课后服务不单单是让孩子们在课
堂里“动动手”，更是让孩子们走出教
室，到更大的“课堂”去“迈迈腿”。东
营区弘文小学的特色课程把课堂从
室内搬到了操场。

“小学生活泼好动，应该让他们
走出教室，到更大的空间去释放自
己。”当东营区弘文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董江艳把九龙翻身锣鼓带到学
校，一个个大鼓摆在学生们面前时，
场面让人震撼。“让孩子们接触到新
鲜事物也是我升级课后服务特色课
程的一个想法。”

九龙翻身锣鼓作为东营非物质文
化遗产，开展相关的特色课程进行传
承无疑是个好方法。董江艳带领音乐
老师多次前往东营区史口镇西商村实
地考察交流，编写校本教材，利用每周
一节音乐课专门进行“九龙翻身”课程
教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九龙翻身”
已在弘文小学全面绽放。学习“九龙翻
身”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
舞台，孩子们变得更加阳光、自信、开
朗。特色课程也为东营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提供了新途径，让非遗在孩
子们心中生根发芽，绽放出绚丽的文
化魅力。

下一步，东营市将深入推动课后
服务从“有”到“优”，进一步扩大优质
服务资源供给，实现“机制完善、保障
到位、内容丰富、学生喜欢、家长满
意”，更好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
满足学生、家长、社会的期盼，持续推
动“双减”落地，让教育回
归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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