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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樊未晨
实习生 张含琼

课后“三点半”问题由来已久。下午 3 点半

之 前 ， 孩 子 在 校 学 习 ， 责 任 在 学 校 ； 3 点 半 之

后，孩子在家生活，责任在家长。但是，由于作

息时间的不匹配，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接孩子，不

少家长不得已把孩子送进了各种托管班和课外辅

导班。同时，大批的孩子走出学校门进入培训班

的门，又造成了“提前学”“负担重”“传递焦

虑”等更多的问题。

近些年，不少地方也出台了方案。深圳市曾

经于 2015 年起在 320 所学校开展过课后延时的试

点工作，2018 年北京市提出在全市义务教育学

段提供 3 点半后全覆盖的课后服务⋯⋯

教育部印发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

作的指导意见》 后，各地又了更多做法和举措，

纷纷推出“官方带娃”的各种探索。教育部官网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全国已有

30 个省份出台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36 个大

中城市 （4 个直辖市、27 个省会城市、5 个计划

单列市） 66.2%的小学、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

服务，43.2%的小学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参加

了课后服务。而随着“双减”问题成为今年全国

两会的热点后，越来越多延后放学的举措在各地

展开。

但是，自相关政策开始出现，就一直伴随着

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些家长举双手赞成，大

呼“及时”，一些家长却不买账。同时，不少中

小学生教师也表示，如今教学工作已经十分繁

重，在此基础上增加课后托管的工作内容，无疑

是“雪上加霜”。

“官方带娃”如何叫好难叫座？为此，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家长老师和专家，试

图找到答案。

家 长 的 需 求 始 于 看 管 ，但 绝 不
止于看管

2 月底，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各地要推动落实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每个学校都要做

起来。在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

衔接，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

3 月中旬，杨清就收到了女儿所在小学的一

份通知。

“政策落实的真快啊！”杨清的女儿在北京一

所公立小学就读一年级。杨清收到的通知写到，

学校将进行自愿报名的课后托管，报名托管可以

5 点 半 接 孩 子 ， 托 管 的 内 容 包 括 诗 词 赏 析 、 绘

画、音乐、阅读、书法等内容。

杨清和爱人都是上班族，家中没有老人帮忙

接送孩子，女儿每天放学后原本是要去校外的托

管机构。收到这一消息，杨清非常高兴，直接报

名了每周两天的课后托管，打算“试试水”。“学

校托管服务的安全性肯定没问题，5 点半放学，

我们就可以直接接孩子了。”

然而两周以后，兴奋的心情没有了，杨清打

算退掉学校的课后托管。

“尽管学校有了托管，但是，很多读、背等

‘软性’的作业仍然要等到晚上回家才能做，在

学 校 里 ， 是 没 有 课 后 作 业 辅 导 服 务 的 。” 杨 清

说，“在学校托管的那两天，回家跟‘打仗’一

样，要折腾到晚上 9 点多才能完成作业睡觉。”

杨清表示，在校外的托管班，有专门的老师

辅导这些内容，晚上回家以后孩子就轻松多了。

不仅如此，学校下午的托管没有“加餐”服

务。杨清记得第一次 5 点半从学校接孩子时，孩

子“哀嚎”自己饿得不行了。而且，在学校托管

的两天里，孩子只能留在教室里，不能像在校外

托管一样去户外活动。

“后来我去接孩子，旁边和我一样试验了两

周的学生家长都说不去了。我的理由是浪费了时

间，晚上还要让孩子‘加班’，其他的家长多是

觉得可以把孩子接回来，上更重要的课外班。”

杨清说。

“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习的时候，我家的

孩子却在玩剪纸、做手工。”和杨清一样，孙佳

也打算不报学校的托管了。

“虽然要求解决 3 点半问题的呼声很高，但

是我们班里报名的人不到四分之一。作为家长，

一方面我们觉得学校的课后托管太死板，一般还

是坐在教室里；另一方面，外面的课外班比学校

托管的内容要有用得多。”孙佳说。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 1605
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9%的

受访家长期待落实好学生课后服务。家长所说的

“期待落实好”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期待

“落实”，一层是期待“好”。

家长们对课后服务的需求始于看管，但绝不

止于看管。

来 自 辽 宁 盘 锦 的 小 学 生 家 长 郑 阳 已 经 参 加

了两学期的学校课后托管服务。“以前学校没提

供 课 后 服 务 的 时 候 ， 我 们 没 有 条 件 及 时 接 孩

子，就会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但是我还

是 更 倾 向 于 学 校 的 课 后 服 务 ， 在 辅 导 孩 子 上 ，

学校的专业性更强。而且，我们不用担心安全

问题了。另外，在学校，孩子们可以跟同学和

老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对孩子适应集体生活

有好处。”

在郑阳看来，尽管学校的课后服务已经做得

不错了，还仍有改进空间，比如，与校外培训机

构相比，学校的兴趣课专业性不强，课程设置的

种类和内容有些局限。

另外，郑阳认为，学校的服务可以再人性化

一些。“例如，在放学时间上，我们学校可以选

的两个时间点是 5 点和 5 点半，但是要求大家最

终统一一个时间。双职工家庭更希望 5 点半或 6
点接孩子，但最后还是统一成 5 点了，是不是可

以更弹性一些？”

郑阳所期待的也正是专家所担心的。

中 国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储 朝 晖 对 中 青

报·中青网记者说，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现在

学生早上进校的时间要向后延了，放学的时间也

往后延，这与一部分家长的作息时间相一致了，

这个“一部分”主要是那些在行政机构、事业单

位工作的家长，但是，“有些打工的家长需要早

晨 7 点就把孩子送走，之前可以送到学校，那么

现在学校推迟进校时间，你让这样的孩子待在哪

里呢？”

“一定要让每个地方、每所学校采取符合本

地区、本学校实际情况的措施，不能一刀切。”

储朝晖说。

不止“朝八晚六”，教师也是普通人

有 些 家 长 不 买 账 ， 不 少 老 师 也 有 质 疑 的 声

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学校托管减轻了家

长负担，但实际并没有真正减轻教师和学生的负

担。尤其是对于低年级孩子而言，从早 8 点到晚

6 点，包括午托都呆在学校里，放学还要值日，

有些孩子家远，晚上到家都已经 7 点多了。”深

圳的一位小学老师黄翔说。

与学生相比，老师在学校的时间要更长。

一位在小学低年级担任班主任的老师说，每

个班主任对自己班的学生都有很深的感情，即使

课后服务时间里没有自己的课，“只要学生在，

自己就会惦记着。”这位老师对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说，“比如今天不是我负责的自习，但我也

会时不时去教室走动一下，看看孩子们学习的状

态，或者随时答疑等”。

教 师 这 个 职 业 需 要 不 断 进 行 知 识 输 入 和 更

新，也需要不断提升教学技能，而要实现这些目

标需要一个最起码的时间保证。“现在我每天工

作时间基本都要 12 小时，非常疲惫。这个职业

赋予我们很多责任和义务，但首先我们是普通

人，三餐四季，平平凡凡。现在延长了工作时

间，增加了工作负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最终

影响的很有可能是教学质量。”黄翔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很多老师

同时也是家长，他们留在学校辅导学生，自己的

孩子怎么办？

张月在北京当小学教师，丈夫是医生，他们

有 一 个 即 将 中 考 的 孩 子 。“ 以 前 虽 然 下 班 也 不

早，但是一般晚上 7 点总能让孩子吃上饭。孩子

今年初三了，压力大，有时还能帮她疏解一下，

哪怕只是聊天。现在，到家就八九点了，别说聊

天，一家人基本很难一起吃晚饭。孩子爸爸加

班，我回家很晚，孩子的晚饭有时候是外卖，有

时候随便凑合一下。看着孩子瘦瘦的小脸，真觉

得挺愧疚的。”张月说。

不少专家表示，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有看护

的责任，但不能损失学校的教学功能，尤其是不

能在难以保障教师备课、休息的情况下，延长学

校对学生的看护时间。

专 家 ：孩 子 不 能 只 在 两 点 一 线
的空间里生活

即使课程单一、接送学生时间不灵活等问题

得以解决，不少教育届人士指出，中小学生长时

间在学校，并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

不少老师有更深入的思考。“孩子在学校完

成作业，有老师随时辅导是好事，但也要分情

况。”江西南昌小学老师汪莹说，有些孩子可能

会养成拖拖拉拉的习惯，本来 20 分钟可以完成

的作业，孩子会觉得“反正可以待到 6 点”，就

越 写 越 慢 。“ 所 以 ， 即 使 孩 子 在 学 校 留 到 6 点 ，

但是依然写不完作业。”汪莹说。

储朝晖表示，现在人们还存在一个认识上的

误区，觉得孩子只能在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空

间里生活。而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尤其是

小学生对外界事物最为敏感，需要机会去感受自

然、接触社会。

“理想的状况是，按照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

学习时间应该只占学生整个学习时间的 60%，剩

下的 40%的时间，应该由学生自己支配，让他们

走进自然、走进社会，去学自己喜欢的内容、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储朝晖说。

而 现 在 的 情 况 是 ， 很 多 学 生 “ 学 校 - 家 ”

两点一线的生活模式更加固化了，亲子时间还

减少了。

“亲子交流相处时间减少，低年级孩子在校

时间过长，容易疲惫或者厌学。”黄翔老师说，

而且，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课后预习、

复习等都是需要成人介入指导和监督的，“毕竟

是培养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的关键期，自习课显

然无法提供这样充分的陪伴指导。”

现在不少地方为了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压力，

不仅推迟了到校时间，放学时间也一晚再晚，有

的地方甚至提出可以延长至晚上 7 点。

储朝晖认为，现在“唯分数论”的问题依然

存在。只要这个压力存在，学生的学业负担就很

难减轻，家长也会千方百计给孩子报课外班。他

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关键的制度设计来减

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教师的负担。至于课后

服务等具体措施，可以让家长、孩子和学校更灵

活的处理。

（文中老师和家长均为化名）

课后服务与学生、家长、教师的需求之间仍存“缝隙”

“官方带娃”为何叫好难叫座

□ 陈胜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董碧水

砍 柴 、 生 火 ， 烧 水 、 做 饭 。 岩 降 、 溜 索 ，

攀树、走扁带，皮划艇、桨板⋯⋯近年来，户

外运动越来越成为百姓，特别是年轻人闲暇时

间 健 身 休 闲 的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在 浙 江 农 林 大

学，《户外运动》 课程更是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

课程之一。

这 些 天， 浙 江 各 地 风 和 日 丽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校 园 里 ， 100 多 亩 的 东 湖 水 面 上 ， 不 时 会 有

红 色 、 黄 色 的 桨 板 或 皮 划 艇 在 水 面 上 飞 速 前

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 提 升 学 生 野 外 生 存 能 力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从 2002 年开始，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开设野外生

活生存训练 《户外运动》 课程，并成为教育部

首批开展的“全国大学生野外生活生存训练”7
所试点高校之一。

上述水上运动即是浙江农林大学开设的户外

运动课程之一。其他课程还有背包装填及上下肩

技术、山地穿越、岩降、溜索接下降、户外绳

结、野外保护站设置、特殊地段行进、搭索过

涧、攀树、绳索技能、露营技能等，课程安排在

4 个学期，每个学期各有侧重。

该校体育与军训部副主任、《户外运动》 课

程负责人周红伟介绍，课程主要依托区域山地

资源，结合农林学科专业特色，建立户外运动

与农林学科协同模式，主要为农林学科学生专

业能力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和安全保障，同时通

过户外教育，传播户外安全理念，规范户外行

为，形成并促进学生对户外运动的认识，提高

学生户外技术操作的规范性和熟练性。

王心怡是森林保护 171 班学生，主要学习了

攀岩、速降、划船、生火野炊等项目技能。他认

为，在户外运动课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提升

了野外生存能力，“无论是今后参与野外调研还

是专业实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来自外语 174
班的林宋颖曾在一次溜索前感到很害怕，但最终

克服了恐惧，“增加了技能，锻炼了勇气。”

课程训练中，也曾有同学遭遇“意外”：有

的同学在划皮划艇时翻了船，有的同学在野炊

时半天也生不了火，有的同学攀岩到一半“上

不去下不来”，有的同学到了山顶才知道自己有

恐高症⋯⋯“好在大家都有惊无险。”不少同学

表示，正是这些“失败”和“意外”，了解了自

己的不足、得到更好的成长，学习和掌握更多

野外生存的技能。

据 悉 ， 户 外 运 动 如 今 已 成 为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每年有近 2000 人次

参 与 这 门 体 育 课 程 。 一 些 参 与 过 课 程 的 学 生 ，

走上工作岗位后还担任了所在单位和地区野外

救 援 队 的 成 员 。 周 红 伟 说 ， 近 3 年 来 ， 他 们 指

导 的 学 生 先 后 参 加 省 级 、 国 家 级 户 外 攀 岩 比

赛，有 150 多人次获得单项前八名，3 次在全国

大学生攀岩锦标赛中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据 悉 ， 从 《户 外 运 动》 课 程 开 设 到 现 在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已 有 30 余 名 学 生 结 合 所 学 的 知

识，在户外领域就业和创业。俞灿良是 2008 届

学生，毕业后专门从事户外拓展培训，成为浙

江省乃至全国知名野外生存教练，多次参与并

成功营救迷路驴友、被困游客近百人；2016 届

研 究 生 张 天 志 曾 任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攀 岩 队 队 长 ，

多次在攀岩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后

专门从事青少年攀岩培训工作，是浙江省攀岩

队主教练。

与 此 同 时 ， 该 校 还 建 立 了 户 外 俱 乐 部 、 户

外协会和基于户外运动的全校性群体活动体系

等，让越来越多的师生参与户外运动，提升野

外生存能力，全面增强综合素质。

浙江农林大学：户外运动课风靡校园内外
砍柴、生火，岩降、溜索，攀树、划艇都是课程内容

实习生 张释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一

篇 博 士 毕 业 论 文 的 致 谢 意 外 “ 走

红”，作者黄国平回顾了自己走出小

山坳、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大批网友

为之动容。

对许多学生而言，“毕业”是一场

向青春作别的盛大仪式，而毕业论文

的“致谢”部分，则是对十余载求学经

历的凝练和回顾，它是毕业论文撰写

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环，也是未

来某一天，其他读者浏览论文时，“最

感兴趣”的部分。

致谢里的故事：
记录着一起走过的青春

豆瓣“毕业论文花式致谢大赏”这

一 话 题 ，共 囊 括 780 篇 内 容 ，收 获 了

1663.4 万的浏览；而在“动人的论文致

谢 ”下 ，共 有 630 条 动 态 、776 万 次 浏

览。与豆瓣上其他小组和话题在谈论

学术生活时所呈现出的普遍的消极状

态不同，这些话题下的大部分内容，充

满了脉脉的温情。

尽管其中不乏“抖机灵式”的回

答，也有“吐槽”，但是绝大部分文

字，都是写作者在回顾求学历程和青

葱岁月之后，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

在这些话题之下，最受网友们关注的

是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作者对当时伴

侣的提及。

在这里，数年的生活日常和有趣

的互动被总结成寥寥几行字，有学霸

情侣相互扶持，经历本科、硕士和博士

3 个阶段，最后步入婚姻的殿堂，惹人

艳羡；也有人感慨，曾经被写进毕业论

文致谢的人，早已不在身边。

相较于毕业论文主体所要求的客

观性、逻辑性和准确性，“致谢”是

整篇论文中，唯一感性的、可供自由

发挥的部分。

有网友调侃，“我导师说，你的论

文要是写得如致谢一般流畅就好了。”

也有文字功底不错的同学会选择采用

文言文、骈体文的形式总结、回顾过往

的大学生活，这类致谢也常常能够获

得不少网友的评论和点赞。

致谢里的导师：
学业引路人

作为学生学术生涯的领路人，导

师往往是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后，首

先致谢的对象。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孙瑜花

了两年时间完成毕业论文。她在撰写

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写作思路数度陷入瓶颈，“才思枯竭的

时候觉得写一个字都很困难”。

写作过程中经历的“低谷”状态也曾让她对论文的研究

价值和研究意义产生了质疑。幸运的是，导师给予了她“独

特的”鼓励，“一个优秀的歌者，不论是唱山歌还是流行乐

曲，都能够应对自如，因为他掌握了最核心的唱功。比起能

否提出新颖命题和研究观点，老师更关注的是学生在做研

究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成长、学术思维是否得到了锻炼。”

复旦大学的何艺欣深知自己毕业论文的完成不易，致

谢的撰写让她分外激动，因此这意味着她的论文即将画上

圆满的句号。

去年 8 月，她就开始搜集、处理研究所需要的语料，

并于年底提交论文。然而，导师对她花了两个月时间完成

的论文初稿并不满意。她不得不全部推翻，从文献综述部

分开始重写。直到今年 4 月初论文正式送审前，她还在反

反复复地修改。

“每天的写作时间从早上 8 点持续到晚上 11 点。”导师

的高要求和过往的延毕率，让她不免有些焦虑，不过“好在

有家人和朋友们的安慰，还有自己那股不服输的劲儿”，现

在，她期盼着用心完成的毕业论文能够拿个高分。

“撰写致谢就是对过往大学生活的复盘，我是一边哽咽

一边写的。”何艺欣说，回首过去三年的读研时光，尽管经历

过不少困难，自己也实现了成长与蜕变。

她说：“致谢的撰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它反而能

够为论文主体的写作和修改提供动力。撰写致谢的过程，给

我提供了站在未来审视论文的视角，驱使着我完善论文。那

时候，我突然领悟到，不能辜负那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不能

辜负曾经的自己对选题的热情和走过来的路。”

致谢里的同学：
致那些一起“肝”过的日子

如今，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动词，叫做“肝”，大意

是熬夜 （很伤肝） 地做某事。对于不少大学生来说，班级

同学、舍友和同师门的兄弟姐妹，也是毕业论文常见的致

谢对象。这是因为，同龄人之间互相安慰、互相激励，一

同去图书馆“肝论文”的日子非常宝贵，这也是纯粹的、

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的重要注脚。

北京邮电大学的黄彩云同学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里，特

意对本科母校的老师与同学表达了感谢，她发现自己撰写

毕业论文时所采纳的思维方式同过往的学习经历分不开。

“本科课堂上的案例分享，同学们关于传播现象所进行的

思辨式的解读，都曾带给我学术方面的灵感。”

在北京交通大学的张策看来，硕士毕业论文的致谢更

应当被慎重的对待，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毕业论文仅需要花

费大四一学期的时间，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要求更高，完成

的困难指数也更高，他的研究课题贯穿了整个硕士阶段。

他表示，工科的毕业研究常常要经过多道实证性的计

算和测算，写程序、调整参数、数据处理、数据可视化、结果

分析，“做不出成果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想放弃的念头。”他

还表示，“硕士毕业之后，我就要步入社会，学生时代也随之

结束。因此，毕业论文的致谢更应当被认真对待。”

孙瑜说，在毕业论文以纸质版形式被装订之前，她还

想再将论文的致谢琢磨一下，毕竟这是毕业论文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

2020 年注定是特殊的一年，党和政府在抗疫防疫过程

中的出色表现，成为不少 2021 届毕业生论文中的致谢对象。

这或许也是记录与人类命运相关的重要事件的特别方式。

“文末搁笔，心绪驳杂”，毕业论文致谢也道出了对

美好未来的期待，当写下“希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

世 界 ， 不 辜 负 这 一 生 吃 过 的 苦 ”， 更 是 对 坚 守 自 我 的 反

复提醒。

“不被人海簇拥，随波逐流。”他们用文字留下青春的

注脚。

毕业论文致谢

：致那些

﹃
肝
﹄
过的青春

正在上 《户外运动》 课的学生。 浙江农林大学供图

人民视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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