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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和课后服务是“双减”后学校教
育改革的两个重要阵地，成效如何直接
影响学生和家长的教育获得感。

日前，对 1334 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
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7%的受
访家长认为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是保证课
堂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对于学校的课
后服务，62.1%的受访家长希望提供多样
的兴趣拓展活动，61.0%的受访家长希望
学习困难的学生能得到有效补习辅导。

““双减双减””给学校教育加了码给学校教育加了码，，对教学对教学
质量要求更高了质量要求更高了

刘夏芸是山东的一名初中物理教
师。“双减”以来，她将课堂作业按难度
分成 3 个等级，分别针对学习成绩处于
3 个阶段的学生，学生和家长对此的反
馈都很好。“不同水平学生的作业都有
一点挑战，但又不‘超纲’，效果不错。”
但刘夏芸也坦言，课堂的差异化教学有
时会让她犯难，“课堂时间有限，一名教
师面对几十个水平不等的学生，内容简
单了优生‘吃不饱’，内容深了差生跟不
上，挺难办。”

“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扭转过来的，还得长期探索，不断调整
转换。”北京市东城区小学六年级学生家
长吴致宏认为，“双减”为学生减了负，但
给学校教育加了码，实际是在做增量，对
教学质量要求更高了。“要让重复度高针
对性少的作业、参与度低效果不好的课
堂氛围、过多过重的考试负担都一去不
返，减少无用的消耗。这对学校和教师都
提出了很大挑战。”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是教育
的主战场。调查中，86.7%的受访家长认
为，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是保证课堂实现

“转型升级”的关键。对此，小学低年级学
生家长认同度最高，为92.9%。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西南大学分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彭泽平指出，学校课堂的“转
型升级”，在依照教学大纲做好知识点教
学的基础上，要从实现“素养本位”的课
堂变革入手，具体要重点解决四个方面
的问题。

第一，是实现课堂中人与人、人与物
的关系转型。比如在师生关系上，教师要
成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组织者、激励者、
启发者，更多地放手让学生去体验与实
践。师生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学
生之间，要倡导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
倡建立学习小组和学生学习共同体。

第二，要实现教学目标与环节的转
型。“课堂教学目标应真正立足学科核心
素养，教师灵活设计教学环节，优化教学

模式，高效开展教学活动，强调学生自主
学习与合作、探究，体现出对合作精神的
高度重视，彰显学生主体性。”

第三，要实现课程教学时间与空间
的转型。压缩教师主导的教学时间，大幅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时间，变“教
室”为“学堂”。同时，优化课堂空间布局，
更好地服务于课程教学。

第四，是实现教学组织形式的转型。
“重视小组合作学习，发挥集体智慧，合
作共赢，同时激发个体学习动力，逐步构
建起学习共同体。”

课后服务已成探索学生学习个性化课后服务已成探索学生学习个性化
指导和素质拓展的新场域指导和素质拓展的新场域

推动“双减”落实到位，具体还面临
哪些挑战？调查发现，实现课后服务的针
对性有效性（55.1%）获选率最高，是受访
家长最为挂心的方面。

江苏的余柠是全职妈妈，两个孩子
都在上小学。余柠介绍，现在学习日两个
孩子都有学校的课后服务，让余柠一下
子多出来许多空余时间。余柠觉得课后
服务挺好：课后服务的前一个小时里，孩
子基本就完成了作业，“不清楚的还可以
直接问老师。有没写完作业的，老师会在
班级群里记录反馈，家长只需查漏补缺
即可”。“现在孩子放学后见到我都特别
开心，因为作业写完了，回家能做自己感
兴趣的事。大人孩子都心情更好了。”

但她也期待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能根据学生年级的不同进行针对性调
整。“现在不分年级，孩子在校时间统一
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每天待在学校
将近11个小时。这对七八岁的孩子来说，
挑战蛮大的，有低年级的学生家长担心
孩子坐着的时间过长会影响长身体。我
觉得学校应灵活安排服务时间，并能由

家长自由选择。同时，针对不同年龄孩子
的心理和生理发育特点，设计多样化的
活动内容，最终达到丰富课后生活、强身
健体的效果。”

湖南的初中生家长徐霈觉得，如果老
师能在课后服务期间为学习困难的学生
提供对应的学习辅导，答疑解惑，也能一
定程度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减少部分家
长执着在外给孩子违规报班的情况。

结合现状，家长们对学校课后服务
都有哪些期待？数据显示，62.1%的受访家
长期待提供多样的兴趣拓展活动，61.0%
的受访家长希望学习困难的学生能得到
有效补习辅导，53.0%的受访家长建议为
不同年级学生定制差异化服务，48.1%的
受访家长希望孩子能在校高质量完成作
业，27.4%的受访家长期待偏远地区学生
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对于兴趣拓展与学业指导成为受访
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最大的两点期待，
彭泽平分析，这反映了在“双减”背景
下，当前的课后服务在家长心中地位的
转变——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延伸
服务，不再是单纯看管学生完成作业的
服务，也不再是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困
难的“托管阵地”，而是被家长给予期望
的、学校能够进一步发挥育人主战场的新
路径。“课后服务已经成为探索学生学习
个性化指导和素质拓展的新场域，是融合
学生校内生活和校外生活的新领地。”

彭泽平指出，学校课后服务是促进
教育公平普惠的重要抓手，是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建设家校社
协同育人共同体的重要桥梁，当“以生为
本”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致宏、刘夏
芸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推动“双减”落实到位还有哪些挑战

不想做饭，又拒绝外卖，近期不少年
轻人调整“胃口”，将目光瞄准了高端酒
店的自助年卡。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年轻人
迷上了酒店自助，甚至是一日三餐都选
择在酒店解决，“把酒店当食堂，不用在
吃饭的问题上‘内耗’了。”

酒店自助餐，为啥会被年轻人盯上？
是“薅羊毛”还是办卡“冤大头”呢？

花12888元办五星级酒店自助年卡
上班族：一日三餐算下来比外卖划算

每天在五星级酒店吃一日三餐是什
么感觉？三文鱼、帝王蟹、乳猪、牛排、龙
虾……11月7日，是吴女士在青岛某五星
级酒店吃自助餐的第69天。不同于家常
便饭，吴女士晒出的一日三餐尤为丰盛，
评论区的网友纷纷表示“好想拥有同款
年卡！”

据吴女士介绍，她12888元办了这张
自助餐年卡，可吃一日三餐，公司到酒店
只需两三分钟，对她来说很方便，也解决
了每天为吃发愁的烦恼。

她算了下，平时随便吃一份外卖三
四十元，品类没酒店自助多，食材也可能
没保证，对比下来，吴女士认为酒店自助
性价比很高，“如果工作日一日三餐吃，

平均每顿饭价格在18元。”
今年8月8日开始，吴女士便开启了

一日三餐光顾五星级酒店吃自助餐的生
活，为激励自己多去吃，她还会视频记
录，并分享到社交平台，引起不少同龄人
的共鸣，一度冲上热搜。

成都市民：酒店自助挺适合不爱做饭，
又单独吃饭的人

像吴女士这样的消费者并非个例，
成都的崔先生也过上了每日吃自助的日
子。

崔先生告诉记者，他花了 9999 元在
家附近的五星级酒店购买了自助年卡。
年卡除了除夕、圣诞等特定日期，一年
340天以上的晚餐时间都可使用。

11月6日，是崔先生开卡的第九天。
几乎每天下班后，他都直奔酒店用餐，

“算下来比较划算，同等价格在附近选择
很有限。”

崔先生说，他工作较忙，下班后都七
八点了，老婆孩子在外地，自己一个人懒
得做饭，酒店自助选择多，也省事儿。“我
就把那里当作固定食堂。”崔先生提到，
自己对吃不是很在意，之前一到饭点就
开始因为吃啥而焦虑。

“双11”期间不少酒店瞄准年轻人需

求推出众多自助餐年卡
记者注意到，“双11”期间，不少高端

酒店都推出了酒店自助年卡服务，费用
在几千到上万元不等。乍一看，这确实是
一笔不小的费用，但如果分摊到每一天，
又让人感觉捡了便宜。

某五星级酒店工作人员透露，酒店
目前正在推出自助餐年卡，目前销量不
错，比较受消费者欢迎，客人普遍反馈也
还不错。

11 月 7 日，记者在大众点评上查询
到，吴女士所在的酒店午、晚自助餐分别
为368元、598元一位。相较而言，不到20
元一餐的自助年卡，确实划算。

与此同时，一些网友担心，长期吃酒
店自助餐可能会导致肥胖。对此，吴女士
表示：“我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我只有一
餐吃得多一些，其余两餐我会吃一些沙
拉。”崔先生认为，自己刚开始几天会不
由自主吃多，但现在都会克制食量，注意
营养搭配。“如果因此发胖就得不偿失，
违背健康饮食的初衷了。”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对自助
年卡服务很感兴趣。有网友调侃，“健身
年卡办完去不了几次，但酒店自助年卡
让人动力十足。” 本报综合消息

11月7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名女子要带宠
物狗进入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参观，但被工作人
员拒绝，双方在参观入口发生了争执。“博物馆能否
带宠物入内”的话题，随即引发热烈讨论。

女子推宠物入博物馆被拒
网传视频显示，在御窑博物馆的参观入口处，一

只狗坐在婴儿车里，女主人想将狗带进博物馆。工
作人员表示，“如果您拿着盖有公章的，国家同意的
（证明），您带着狗随便进”，但女子坚持认为，“合法
公民本身就有这个权利”。

据目击者称，事情发生在11月7日早上，这名狗主
人推着婴儿车进入博物馆，起初工作人员以为是孩子，
发现是狗之后请她离开。视频发布者也在评论区解释，
狗主人非要带狗进入博物馆，说入馆须知上面没有盖
章，“她说她的狗15岁了，无论如何要带进去看一眼。”

对此，评论中有网友表示，“狗狗坐着车子，我觉
得不下车应该可以。”但该观点招来不少网友反对，
认为女子此举是无理取闹，挑战公共秩序，“不要说
博物馆，很多商场都不让狗进，不要胡搅蛮缠。”

采访中，有市民告诉记者，博物馆是人类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与宠物（除非是宠物专题博物馆）无关，爱
宠物的人有养宠物的自由，但不能影响别人观展。

博物馆大多规定宠物禁入
记者浏览发现，御窑博物馆在2023年7月21日

发布了《关于御窑博物馆调整开放时间、规范不文明
参观行为的公告》，明确了“请爱护公共环境，请勿乱
扔垃圾及携带食物、饮料、宠物进馆”。此外，博物馆
有寄存行李的地方，但是暂时没有寄存宠物的地方。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博物馆明确规定不能
带宠物入内，比如故宫博物院的禁止携带物品目录
中提及，“除持工作证明的导盲犬外的其他动物”。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参观须知就提到，“请自觉接受安
全检查，禁止将易燃易爆危险品、管制械具等法定违
禁物品及宠物带入场馆。”

淮安市博物馆副馆长陈永贤告诉记者，馆里也
规定了不允许宠物入内，此前就有观众带宠物入内
被工作人员拦下来，没有让进，主要是出于安全考
虑。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因为宠物不可控因素
太多，不仅给管理带来很大挑战，损坏展品的风险较
大，也可能影响到其他观众的参观体验。希望大家
都能够理解并遵守规定，共同维护良好的参观环境。

宠物也让博物馆“萌萌哒”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当“颜值爆表”的萌宠与博

物馆相遇，看似高冷严肃的博物馆也变得“年轻态”
起来。故宫的猫、敦煌的狗，都是带动人气的网红。
故宫博物院的“御猫”更是红墙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是无数摄影爱好者的经典素材。

在观复博物馆，“观复猫”更是文化大使，掀起一
股萌萌哒传统文化潮。它们不仅担负起防止鼠患出
现的职能，还通过自己萌态可掬形象吸引着众多参
观者慕名前往。南京朝天宫博物馆里的猫，也是颇
受欢迎的网红，还被做成了文创。

有业内人士认为，博物馆作为公共场所，需要平
衡文物保护和公众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
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游客对文物安全的意识。同
时，也可以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设一些针对
宠物的活动和设施，比如宠物友好型公园等，让宠物
和主人能够更好地享受公共空间。

也有网民提到，这场讨论的意义在于，当下宠物
文化盛行，对博物馆服务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更高要
求，能否考虑提供宠物友好的设施和活动，但同时也
要对宠物的进入进行严格的管理和限制。这需要博
物馆制定一些科学、合理、人性化的规定和管理措
施，以确保文物安全和参观者的体验。本报综合消息

年轻人把五星级酒店当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