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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任洁

新学期， “三点半难题” 又引发了诸多职工家长的吐槽， 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 家长
五点半才下班， 谁能来接孩子？ 一大波双职工家庭因孩子成为小学生而陷入了困扰。

“三点半”放学愁坏双职
工家长

这个新学期， 从事护士职业
的申女士， 大女儿从幼儿园大班
升级到了小学一年级。 “我简直
要疯了！” 申女士告诉记者， 今
年和去年比我家的幸福指数简直
一落千丈， 添了个二宝， 大宝正
好上小学， 忙得家里人团团转不
说， 现在就连大宝的接放学都成
问题。

下午三点半， 大宝就放学，
而这个时间正好是二宝睡午觉的
时间 ， 平时就婆婆一个人带孩
子， 申女士和爱人是双职工， 一
个在医院工作 ， 一个在政府机
关。 “平时上班在岗位上， 根本
不允许出来， 所以我俩肯定接不
了孩子， 婆婆又得在家看二宝。”
申女士说， 她想过各种办法， 让
婆婆带着二宝去接大宝， 也考虑
过， 但路上一位老太太推一个小
的， 领一个大的， 实在不安全，
再遇上天气不好， 就接不了； 或
者请个保姆， 开销又太大， 而且
也就涉及接孩子放学， 平时用不
上 ； 要不就邻居帮助一起接回
来， 偶尔一次两次还行， 但时间
长了也不合适， 毕竟人家也会考
虑孩子的安全责任问题 。 “唉
……真是挠头！”

在物业公司上班的高女士今
年开始， 也为接孩子放学的问题
发愁了 。 “以前上幼儿园特别
好 ， 选择一个离单位近的幼儿
园， 早上上班时一起带过来了，
五点十分才接孩子， 离我下班也
不远， 接到单位没过会儿就下班
一起回家了。” 今年则不一样了，
孩子三点多就放学， 而且是在家
门口的划片小学上学， 距离单位
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一去一回至
少要一个小时， “每天下午离岗
一个小时 ， 哪个单位领导能愿
意？” 高女士反映， 而且孩子一
放学就喊饿， 不像幼儿园， 吃完
晚饭才放学 ， 小学中午就一顿
饭， 孩子到下午就饿了， 接完就
得赶紧给弄点饭， 即使能接到单
位去， 吃饭也是个问题。

“孩子爸爸，更指望不上，在
派出所上班， 晚上不加班能回家
已经很不错了。 ”高女士家同样存
在双职工不能接孩子的尴尬。

记者采访发现， 面对 “三点
半难题”， 很多年轻父母选择了
向老一辈求援。 快到放学时间，
记者在北师大附小校门口看到，
等待接孩子的家长中不少是 “银
发族”。 63岁的牛大爷早早来到
校门口， 坐在骑来的电动车后座
上等着孙女出来。 “我这也是没
办法， 孙女上小学了， 父母都忙
着上班 ， 把我从老家叫来接孩
子， 要不是心疼孩子， 我真不想
来， 在老家有那么多老伙伴， 开
心的很。” 牛大爷说， 自己舍掉
一些玩乐时间倒是无所谓， 一切
为了孩子， 但一直接下去也不是
个事儿， 咱接接送送还行， 孩子

饿了弄点饭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
放学， 孩子的作业咱弄不了， 两
项作业都在手机上做， 就得等她
妈妈下班才行。 “现在的教育形
式 ， 不 适 合 老 年 人 带 孩 子 喽
……”

接孩子的队伍中，不乏“全职
妈妈”的身影。“辞了！工作再好，
也不如把孩子照顾好。”王女士是
一位新晋级的全职妈妈， 其实她
对原来的工作很满意，离家不远，
工作也不算辛苦， 一个月一万块
钱的工资， 她身边的朋友很是羡
慕 。“我不想因为我俩工作的原
因， 让孩子感觉到放学后没有人
管他，谁接都不如妈妈接，我希望
每天孩子放学都能得到妈妈无微
不至的关怀， 让他投入到更好的
学习当中去。”相比于工作，王女
士更看重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对她来说，有舍才
有得，等孩子上初中了，再随便找
个工作，有件事情干就行了。

和王女士一样， 全职妈妈们
普遍表示， 现在小学放学太早，
没人接不放心。 而且， 她们不光
接完孩子就完事儿了， 由于这几
年孩子对全面教育的需求不断提
高， 上各种补习班、 特长班都离
不开家长 ， 全职妈妈们接放学
后， 还要奔波于各种兴趣班。

市场需求催生托管热

记者调查发现， 由社会培训
机构托管学生 ， 成为很多家长
“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学校门口， 来接孩子放学
的不光有家长， 还有举着 “某某
培训学校” “某某托管班” “某
某教育中心 ” 牌子的 “托管老
师”。 低年级的孩子他们会安排
人在等待区从老师手里接过孩
子， 而三四年级的孩子则会主动
找到牌子， 然后由托管老师一起
带回托管机构。

记者了解到， 在城区， 几乎
每个学校附近都有若干个这样的
托管培训机构， 生源对于他们来
说根本不成问题， 基本上都是家
长主动找上门的。 上面提到的申
女士和高女士， 孩子放学均托付
给了托管班。 “实在是迫不得已
的选择， 实在是没有更好的解决
办法。” 申女士无奈地说。

家长接孩子的难题为这些校
外的托管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商
机， 而且托管费用不菲。

就拿申女士选择的这家托管
班为例， 该机构托管一名小学生
费用为每月1380元， 还不包括学
生每餐20元的用餐费， 费用加起
来达到1700元左右。 “比我们上
全日制的公立幼儿园的费用还
高， 上小学学费虽免了， 钱却花
在放学托管上了。” 申女士表示。

即便这样，因为需求多，托管
机构的名额也非常抢手。 “您现在
报的话，确实有些晚了，我们开学
前就报满了。 ”记者电话联系了申
女士这家托管机构， 据接电话的
咨询老师表示，一般情况下，暑期
的时候就要提前报名， 如果等到
开学再报基本上没名额了。

托管机构的供不应求， 看似
是家长们的需求旺盛、 选择信任
的表现 ， 其实家长们有各种顾
虑。 调查过程中， 家长们普遍反
映， 由于很多机构藏身于社区或
者居民楼中， 很多甚至都没有取
得资质， 食品卫生条件、 老师辅
导水平也令人担忧。

据高女士反映， 开学第一天
就有一个托管班差点丢了一个孩
子。 “放学的时候， 托管老师没
接到这个孩子， 多半是因为互相
都不认识， 家长一听说没接到孩
子吓得够呛， 后来听说这个孩子
自己找到了托管班， 幸亏托管班
就在自家小区里， 孩子认路， 后
果不敢想象！”

唐女士的孩子今年读小学三
年级， 当初就是担心老人监督不
了孩子作业， 专门精心挑选了一
家托管班 。 没想到 ， 有好几次
了， 发现孩子上托管班写的作业
有多处错误， 据孩子反映这都是
老师检查完的。 “我不清楚是老
师没认真检查， 还是老师不认为
题写错了 ， 老师的能力令我怀
疑。” 唐女士表示， 如果这样的
问题频繁出现， 可能就考虑更换
托管班了。

唐女士还反映， 其实孩子在
托管班并不是在一直写作业或者
有老师教授知识， 很多时候， 她
去接孩子， 就看见儿子在和好几
个同学打闹 。 “据其他家长反
映， 托管班 ‘放羊’ 的现象很普
遍， 其实， 再好的托管班也没有
在学校让家长放心， 如果学校办
托管班， 一是孩子不用折腾了，
还有优质的老师看着， 肯定比社
会上的托管班安全， 多花点钱，
家长们也愿意。” 唐女士说。

中小学应发挥主渠道作用

“教育局有规定， 小学生在
校上课时间不能超过 6小时 ” 、
“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主体， 万一
出了问题学校难辞其咎”、 “人
手少 、 没经费 ， 心有余而力不
足” ……困扰双职工的 “三点半
难题” 由来已久。

这一难题， 引发了全国政协
委员的关注， 在今年两会期间，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 课后无
人管问题的基本解决思路是实行
弹性放学时间。 第一， 明确放学
之后不属于义务教育， 政府可以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补贴。
第二， 可以与家长协商， 建立谈
判机制， 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
第三， 注意不要把这段时间又变
成课堂教育的延伸。 教育部鼓励
各地探索经验， 创造品牌， 并将
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争取尽快
妥善解决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为此， 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印
发了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这无疑让
家长们看到了希望。

《意见》 要求各地充分发挥
中小学校主渠道作用， 通过 “政
府购买服务”、 “财政补贴” 等

方式不断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按
照学生家长自愿原则， 普遍开展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意见》提出，广大中小学校
要结合实际积极作为， 充分利用
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
方面的优势， 主动承担起学生课
后服务责任。要强化学校管理，建
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 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 指导
辖区内中小学校具体做好课后服
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确
实不具备条件但有课后服务需求
的，要积极协调学校、社区、校外
活动中心等资源， 做好课后服务
工作。 具体课后服务时间由各地
根据实际自行确定。

中小学生是否参加课后服
务， 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 意见
提出， 中小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工
作， 要事先充分征求家长意见，
主动向家长告知服务方式、 服务
内容、 安全保障措施等， 建立家
长申请、 班级审核、 学校统一实
施的工作机制。 课后服务要优先
保障留守儿童、 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等亟需服务群体。 对于家
长要求在校外另行实施的， 中小
学校要主动提醒家长选择有资
质、 有保障的课后服务机构。

课后服务内容主要是安排学
生做作业、 自主阅读、 体育、 艺
术、 科普活动， 以及娱乐游戏、
拓展训练、 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
活动、 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
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
予免费辅导帮助。 坚决防止将课
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 “补
课”。 鼓励中小学校与校外活动
场所联合组织开展学生综合实践
活动， 或组织学生就近到社区、
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
本市主要按照 “政府主导、 社会
支持、 学校组织、 学生自愿” 的
原则，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形
式， 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
课外活动计划。 按照要求， 学校
在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半至5点的
课外时间， 每周不少于3天、 每
天不少于1小时安排体育、 艺术、
科技等社团活动。

目前， 全国各地也摸索出了
一些经验： 除了由政府主导学校
组织外， 课外活动的第二种形式
是家长主导， 学校配合。 比如青
岛等地 “以学校家委会为主导、
学校参与配合”， 依托学校的场
所和设备开展， 家长委员会组织
家长轮流担任志愿者， 学校派出
教师或学校干部指导， 或者是由
学校退休教师和家长共同配合担
任志愿者进行免费托管。

第三种形式是借青少校外教
育场所组织开展课后服务。 比如
吉林省公主岭市等地就是鼓励青
少年校外教育场所和学校合作，
共同开展课后活动。 争取财政支
持、 吸引社会捐赠， 向家长适当
收费等方式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第四种形式则是社区组织开
展课后活动。

“三点半难题”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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