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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课后服务，是“双

减”背景下的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学

生自愿选择，按课时缴费，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特长发展，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课外培

训的负担。

“双减”实施以来，永川各中小学校不

断探索。神女湖小学从课程开设、师资队

伍建设、课后服务评价等方面走出一条创

新之路，助力“幸福校园”建设。

开设“1+1”课后服务课程

神女湖小学是一所新兴小学，功能室、

校舍场地等硬件设施比较齐全，有利于课

后服务工作开展。

校长赵昌良介绍道，他延续之前在萱

花小学任教时实施的特色课程——游泳

（实现每个学生毕业时都会游泳），探索实

施神女湖小学校本课程，开设了“1+1”课

后服务课程。

“1”：1节作业辅导基础性课程。把作

业辅导作为课后服务的基础和中心工作，

辅导学生在校完成各科书面作业，对学生

进行疑难解惑、查漏补缺、知识巩固，尽量

做到书面作业“不离校”“不回家”。

“1”：1节兴趣培养技能性课程。开设

了创客、科技、音乐、美术、体育、学科素养

六大类60余门兴趣和社团课程，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选课走班。

记者采访中看到，学校室内、室外，甚

至校园角落，都成为孩子们特色活动课程

的天堂，整个校园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乐

园。

打造“1+2”课后服务队伍

在课后服务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师资

队伍建设。神女湖小学抓住问题的“牛鼻

子”，打造“1+2”课后服务队伍，破解师资

难题。

校内教师为主。课后服务实施主体以

校内教师为主，学年初提前报名登记拟上

课程，学校结合教师的专业兴趣、学科特长

等科学设置课后服务课程。坚持“内育”培

养，通过自我学习、外出培训、实习跟岗等

方式，提升本校教师的课后服务水平和能

力。

用好两类校外教师。一是专家引领，

联动在永高校和区教师进修校，邀请专家

指导学校课后服务的课程设置、开展等工

作，做到经常性问诊把脉。二是优质教师

指导，聘请校外及培训机构优质师资到校

上课，弥补校内优质师资不足的现状，提升

课后服务质量。

创新“1+3”课后服务评价

教育评价，是衡量学生成长成才的重

要标尺。神女湖小学创新提出“1+3”课后

服务评价方式。

立德树人为评价导向。以提升学生素

养，不断增强学生的获得感、家长满意度为

目的，切实抓好评价考核，通过全面科学的

评估和诊断，以评价反哺课堂教学，提高课

堂质效。

三类评价：一是注重过程性评价。参与

课后服务的教师，每期有课程纲要，课前有

教案，课后有活动记录和照片。围绕“态度

习惯、探索创新、素养达成”三个维度，每周

进行常态化检查记录，学期末进行检查评

比，不断丰富优化课程内容，促进课程迭代

升级。二是展示终结性评价。充分利用学

校微信、抖音、LED等平台宣传课后服务工

作开展情况，接受来自家长、社会的全方位

监督考评。每期末举行展示、表演、评价，以

保障所有课程都能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三

是引入家长评价。家长满意度是课后服务

评价的重要一环。学校每周有“家长督学”，

对课后服务课程进行检查考核；期末，邀请

家长代表到校参与终结性评价。通过问卷

调查、家委会、家长会等形式征求家长的意

见建议，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亮点纷呈助力“幸福校园”

该校将课后服务课程作为“幸福课程”

的重要抓手，围绕“五育并举”系统构建与

实施。其中，“创意编程”“3D打印”“激光

切割”“机床”等课程已日趋成熟，渐成学校

特色课程。积极拓展校外实践基地，依托

香海温泉、永川博物馆、黄瓜山基地开展游

泳、讲解、劳动教育等特色实践课程。

针对有些重点打造的课程，该校开展

“双师教学”，由两名教师组成搭档，实现分

工协作、合力助学。按照每个学生的现有

基础、爱好特长、思维品质等全面分析，开

展富有成效的分层辅导，力争每个学生都

有收获、有进步、有成长。

同时，该校探索求新，评价多元有效。

一是全方位搭台。营造“处处是舞台、人人

是主角”的校园风貌，开展升旗仪式国旗下

展示、创客嘉年华、艺术节等活动，在活动

中落实评价。二是方式多样化。建立学生

个人档案，开展内部督导评价，不断优化评

价方案，细化评价细则。三是手段智能

化。利用“班级优化大师”，打破了评价的

时空界限，实现形成性评价、体验式评价、

诊断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

赵昌良表示，下一步，该校将探索教师

弹性上下班制度，统筹协调课后服务安排；

加强信息化管理，确保需求征集、课程设

置、选课走班、评价考核等环节有效衔接、

规范管理；注重评价结果运用，采用“积分

制”，重视学生课后服务评价等级，实现评

价的育人功能；上下齐欲、齐抓共管，推动

学校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

创新，助力“双减”探索
——神女湖小学课后服务的思考

渝西都市报记者 凌泽英

本报讯（渝西都市报记者 钟

梅/文 通讯员 杨振宇/图）“从原

来的直停式站台到现在的港湾式

站台，公交车停车上下客不占道、

不堵车，市民上下车也更加方便安

全。”7月16日，在永川区中山路街

道红河中路重庆文理学院北门，乘

车市民纷纷赞扬道，就是这样一个

小小的改变，一下子让市民的安全

感得以提升。

在永川城区，重庆文理学院北

门（南侧、北侧），还有二号站（北

侧、南侧）、科创学院站（南侧）、水

堪站（南侧）、卧龙路龙海花园站

（东侧、西侧）、香山屿站、荫山小区

站（南侧）等10座直停式公交站均

于日前完成港湾式公交站改造。

据了解，实施港湾式公交站改

造是永川区2023年重点民生实事

工作之一。永川区城市管理局对

城区各公交站点改造条件进行系

统摸排，全面梳理城区公交站点，

编制公交站点改造方案，对有条件

实施改造的10个公交站点进行改

造。

“直停式公交站是公交车直

接停在道路的车道内，需要占用

行车道。而港湾式公交站就是将

直停式公交站台通过拓宽道路，

向人行道内凹进，让公交车停靠

区从主干道中分离出来，解决公

交车停靠站占用车道，影响交通

问题。”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称，改造升级后的港湾式公交车

停靠站不仅进行了加长加宽，增

设标志标线，而且还对人行道进

行了改造，既满足公交车停靠，提

升道路通行能力，又让市民候车

更加方便安全。

图为改造完成的二号站港湾

式公交站台。

永川10座港湾式公交站台方便安全

本报讯（渝西都市报通讯员 张 莉）

针对社区矫正对象在“高墙外”服刑、流动

性大、行动相对自由、没有参加过规范教

育、身份意识不强、服刑意识较差等问题，

近日，永川区司法局在入矫环节严格采取

三项举措，强化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意识

和服刑意识，为日后依法接受矫正奠定良

好基础。

整好“一次队”。为矫其行、正其心，使

每一名社区矫正对象都能做到站有站相、

坐有坐姿的习惯，从站军姿、立正、稍息、跨

立、停止间转法、齐步立定、跑步立定等方

面规范训练，强化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意识

和服从意识，形成规范言行举止、端正态

度、提升约束力、遵规守纪的良好习惯。

上好“一堂课”。入矫教育是社区矫

正第一步，首先进行入矫宣誓，每一名新

入矫的社区矫正对象通过宣誓承诺将努

力学习法律知识、用法律约束自身行为、

遵纪守法、顺利融入社会；其次由矫正中

心负责人向社区矫正对象讲解社区矫正

的概念、目的和意义，带领新入矫的社区

矫正对象着重学习刑法、社区矫正法、社

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和重庆市“1+3”配套

文件相关监管规定，并告诫社区矫正对象

应心存敬畏，悔罪自新，早日回归；最后结

合典型案例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警示教

育，强化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律意识、自律

意识、规矩意识，自愿主动积极接受监督

管理。

唱好“一首歌”。创新教育矫正方式，

改变以往说教模式，结合三个阶段的集中

学习，课前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唱好一首歌，

由社区矫正管理局负责人详细讲述歌曲的

创作背景和意义，并领唱歌曲，通过唱歌理

解词义，促使社区矫正对象从“要我矫正”

到“我要矫正”的心理转变，激发热爱生活、

勉励自我的情怀，减少和消除重新犯罪心

理，寓教于“乐”，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自主

性、自律性、自觉性和对法律的敬畏心，同

时向其传递社会关爱和正能量。

通过一系列教育矫正活动，严明了社

区矫正纪律，增强了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意

识，切实起到了改造社区矫正对象犯罪心

理和行为恶习的作用，督促社区矫正对象

用积极的态度接受矫正，增长学识，做到

心中有戒、心存敬畏、适应社会、顺利回

归。

永川区司法局强化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意识”

民生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