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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2022〕苏教办复第 129 号 签发：周志芳

对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210 号提案的答复

李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苏州市大中小一体化专业化课后服务支

持体系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我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

中小学课后服务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苏教基

〔2021〕24 号）、《关于明确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苏教财〔2021〕27 号）、《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委办发

〔2021〕64 号）等一系列关于课后服务组织实施、收费退费、保

障机制等方面的政策文件，明确了整个苏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课后

服务开展的具体要求。目前，我市实现了课后服务义务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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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全覆盖，有需求的学生 100%全覆盖。课后服务的项目吸引力

有效性显著提升，课后服务学生参与人数为 103.6 万人，学生参

与率为 87.78%，全市教师参与人数为 7.49 万人，教师参与率为

93.97%。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双减”直报监测平台的调查问卷显

示，我市超过 96%的家长对“双减”政策的实施表示满意。

二、工作举措

（一）一校一案，落实相关工作

学校是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主体。各校依据省、市、区文件

精神，做好课后服务的筹备实施工作。一是构建管理机制。由各

校校长总负责，分管校长具体落实，成立管理领导小组，结合实

际情况出台详细的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方案，建立课后服务团队管

理制度，建设以学校教职工为主、校外志愿者为辅的多渠道课后

优质服务团队，提高课后服务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二是

确定服务对象。新学期伊始，各校将开展课后服务的范围、内容、

安排和要求等信息及时告知学生及家长，收集好家长的书面申请，

统计好服务人数。三是严格管理制度。各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明确课后服务人员责任，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强化活动场所安全

检查和门卫登记管理制度，制定并落实严格的考勤、监管、交接

班制度和应急预案措施。规划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相对固定

的场地来统一安排、专人照管，安排好每天行政值班，并对学生

参加课后服务相关情况做好记录。四是完善服务内容。各校开展

集中完成作业、体育锻炼、自主阅读、学习交流等活动，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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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学习确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作业方面的答疑辅导。部分学校充

分利用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等资源，通过利用线上教育课堂、

精选学校室场、发挥学校社团职能、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外聘专业

老师等多种途径盘活各类资源，开展各类能够满足学生兴趣爱好

的文化、体育、科技化等活动。以田径、三大球、乒乓球、棋类

等主运动项目，以戏曲、管弦乐、舞蹈、合唱、绘画、书法等为

主的艺术项目，以绘本阅读、经典阅读、课本剧表演等为主的特

色项目，使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不断提升。

（二）课后服务特色亮点

1.结合学生成长需求，个性化开设课程。全市各地各校根据

学生年龄特点、学段要求、学校实际和特色建设等情况，分年级、

分层次、系统性、个性化统筹开设课后服务课程，形成课后服务

清单，供学生选择。张家港市实验小学构建“1+N”范式，不断推

进儿童定制学习研究项目，在课后服务时段基于学生兴趣、特长

等开发选择性学习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同时，为学生的“个

体预约学习”提供机会与平台。该案例入选了江苏省首批“双

减”工作典型案例。工业园区莲花学校构建了“五色莲”双减校

本课程体系，通过“1”（自主学习课程）+“X”（拓展型课程、

探究型课程、社会实践）的模式，整合学校内外的各种课程资源，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充分发掘学生自身的潜能。

2.结合地方特色，发扬传承传统文化。各地各校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挖掘学校特色内涵，将传统文化引入课后服务，既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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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校内特色课程，又发扬了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真正将“双减”

工作落到实处。太仓市归庄小学充分挖掘“崇文明礼”的穿山文

化精神，研发“小农夫”跨学科主题实践活动课程，提炼了“穿

山寻胜”“非遗传承”“农耕体验”三大课程主题，引导穿山农

村娃争当新时代好少年。常熟市义庄小学打造“缤纷求真大课

堂”，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任务型、探究型、项目制学习方式建

构课程，《虞衣风尚》课程带领学生了解常熟招商城、感受服饰文

化。《城南故事》课程中师生一起共同探索常熟乡土文化。

3.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家校社协同育人。各地各校充分利用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街道社区、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

心、研学实践教育基（营）地等校外活动场所，发挥其在课后服

务中的作用，丰富课程资源。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开发了“馆

校研学”课后服务项目，依托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

馆等特色文化阵地及专家型师资开发了“时光宝盒”非遗大课堂

等一系列研学课程。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组建班级“家长讲师

团”，与吴中博物馆合作开展“馆长送课进校”和“博学笃行”

博物馆教育之行课程，挖掘周边教育资源，个性化开发各年级实

践课程，为学生提供更为开放多样的学习方式。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充分挖潜，深入开发校本课后服务资源

构建苏州市 “1+1+X”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充分调动教师积

极性创造性，将作业辅导、体育锻炼、兴趣活动等内容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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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逐步将课后服务体系化、课程化。其中第一个“1”是指课

后服务的作业辅导时段，轮流安排学科教师进班，指导帮助学生

复习巩固当天所学课程知识，进行课后作业辅导和答疑；第二个

“1”是指体育锻炼和室外活动时间，安排体育教师和具有运动兴

趣特长的教职员工负责体锻活动时间的学生管理和专业指导，帮

助学生增强体魄，提高身体素质，锻炼意志品质；第三个“X”是

指各校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学段要求、学校实际和特色建设等情

况，分年级、分层次、系统性、个性化统筹开设科普、文体、艺

术、劳动、阅读、影视欣赏、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等课程，形成

课后服务清单，供学生选择，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二）拓宽渠道，探索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

研究完善《苏州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

管理办法》，拓展校外渠道，对课后服务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拓展优

化，允许适当引进资质优、行为规范、信誉度高、无违法违规记

录的社会组织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丰富课后

服务内容，分担教师工作压力。会同宣信处、电教馆推进课后服

务网络管理系统开发建设，加速课后服务信息化管理。统筹协调

博物馆、展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未成年人社会实践体验站等

相关校外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学校开展多元化、个性化课后服务

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积极引入高校资源，打造课后服务专业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