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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离校”一周 南京5万家庭受益
此举措引发广泛关注 家长期待“不妨多点弹性”

作为南京市政府 2017 年推出的一项
重要教育便民服务，“弹性离校” 自宣布伊
始就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 2 月 20
日，全市小学“弹性离校”工作正式实施，实
现了城乡学校同步推行、 公办民办全面覆
盖。 从初步公开的数据来看，南京全市范围
内申请“弹性离校”的比例约为 15%，总人
数超过 5万人。 这也意味着已有 5万家庭
受益于该项政策。

记者调查发现，“弹性政策” 实践一周
以来，托管时间是否足够、托管时间内的活
动质量如何保证、 如何以差异化选择满足
不同家长的现实需求等诸多问题仍待做出
妥善安排。

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能否长久
和多赢，依然考验着各方智慧。一句话，“弹
性离校”不妨多点弹性。

溧水区实验小学
千名学生申请 全员老师参与轮班

南京溧水区实验小学无疑是本学期申
请“弹性离校”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 共有
1450 多人申请了“弹性离校”，申请比例为
34%，大大高于全市 15%的总申请比例。

不同于其他学校， 这所小学的高年级
学生对于参与“弹性离校”非常热情，占到
总申请人数的三分之一。 学校将学生按年
级分班管理，共分成了 30 多个班级，每班
配备一名“护导老师”，此外还配备了几名
巡视老师， 学校老师全员参与到“护导老
师”的工作中，基本每位老师每周都要轮到
一天。对于到点没有被接走的孩子，护导老
师会尝试联系家长， 一时联系不上家长的
孩子会被送到有学校保安 24 小时值班的
门卫室等候。

学校相关工作负责人陈老师告诉现代
快报记者：“在春季补助到位之后，我们肯定
是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给老师们发放，尤其
是低年级学生的护导老师会有所倾斜。 ”

游府西街小学
学生统一编班管理随接随走“很弹性”

游府西街小学早在 2013 年就已经开始
实施“弹性离校”，当时也遇到了一些阻力。
后来校方决定返聘离休教师负责管理“弹性
离校”孩子的工作。 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我们没有招募志愿者的计划，主要
管班老师还是以返聘为主，他们有管理孩子
的经验，相比志愿者更让学校和家长放心。”
据了解， 今年在政府提供经费支持的情况
下，有 300 多名学生申请了弹性离校，报名
比例达到三分之一，相较于往年 200 多的数

字，有了大幅度提高，其中三年级的孩子最
多。 该校将“弹性离校”学生统一编班管理，
每班都有一个管班老师。 随接随走，不会强
制学生到规定时间才能离校， 但需要老师、
家长和保安三方确认，才能把孩子带走。 对
于已经完成了作业的孩子，老师会组织他们
做些下棋、画画的室内游戏。学生在校期间，
管班老师将会根据每个孩子的表现情况进
行加分或减分，每到周五，孩子们就可以拿
着积分券， 去大队部换取学校准备的奖品。
对于中途需要退出“弹性离校”的孩子，家长
要向老师递交一份书面说明，告诉老师具体
情况和缺席时间，这样老师才会让孩子在放
学后立即离校。

新城小学南校区
固定老师值班 推广国学文化

参与“弹性离校”的学生以低年级为主，
他们作业量少，完成速度快，往往很快就没
事干了。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区基于这样
的情况， 结合自身高校附属学校的优势，从
高校文学院聘请本科生和研究生志愿者给
孩子们宣讲国学文化。 短短一周时间，这些
大学生们已经为这些小学生普及了“传统手
工艺”“书画欣赏”“戏剧欣赏”等传统文化知
识。 从目前来看，家长和学生的满意度都很
高。 与其他学校老师轮流值班不同，这所学
校的“弹性离校”学生由一名固定老师负责。
该校负责人告诉现代快报记者：“目前是由
图书馆老师负责，之所以要固定老师，就是
想让孩子、家长与这名老师能尽快熟悉。 如
果每天安排不同的照管老师，不论是孩子还
是家长， 对老师的熟悉时间都会相应变长，
这样也不利于老师进入‘弹性离校’的工作
状态。 ”

南外仙林分校小学部
民办学校大不同归为教师本职工作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小学部从
2002 年开始就已实行了“弹性离校”。 与公
办学校不同的是，该校并没有把学生集中到
一起，而是放学后留在本班级，由值班老师
看管。 该校老师每周都会编排值班表，放学
后照管孩子是老师们的本职工作。

据了解， 该校小学部正常放学时间是下
午 4点半，但由于有寄宿学生存在，所以小学
部也有晚自习，会一直上到晚上 7点，在这期
间老师们还会带着孩子做娱乐活动。 从下午
4点半到晚上 7点这段时间， 孩子们首先要
完成当天的作业， 然后值班老师就会带着孩
子上活动课。 活动课的内容很丰富， 除了下
棋、做游戏，还会举办手工作品和绘画比赛。
活动结束后是孩子们的就餐时间， 饭后通常
还会安排看一集动画片以及半小时的自习。
据该校教师介绍，每个班级的 45 人中，通常
会有 20到 30个学生选择留校自习。

秦淮区某小学
不准喝水、上厕所 仅有三四人报名

虽然在“弹性离校”的具体落实工作中，
学校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秦淮区某小学
的相关规定则显得有一点不够人性化。在放
学后接近两小时的“弹性离校”时间里，不准
学生喝水、不准学生上厕所、不准学生提前
离校。 家长、学生对这样的规定表示不能理
解，但校方反馈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 结
果该校正式提交申请参与“弹性离校”的学
生只有三四人，校方原定的在大礼堂集中管
理“弹性离校”学生，也变成了将学生集中在
教师办公室。

平时就忙，加班很累
吴老师，10 年教龄

谈到关于“弹性离校”的话题时，吴老师
并不是很开心。“每天早上 7:30 上班，下午
4：30 下班， 中午陪学生吃饭， 根本没法休
息，放学再延长工作快两个小时，有点受不
了，小孩子扎堆很难管理。 ”

虽然吴老师所在的学校只有 30 多名学
生参与“弹性离校”，每学期也只会被安排两
次“弹性离校”值班，但吴老师还是觉得增加
了工作量。“本来下班之后还会有教研等其
他工作的，现在肯定是有影响了，而且我自
己的小孩才上中班，也需要我接送。 轮到我
值班了，也只能想其他办法。 ”

吴老师说，同事基本上对“弹性离校”都
有些意见，“每个老师每天都要管理 50 多名
学生，很费神。 其实我们普通教师还好，学校
行政领导参与‘弹性离校’值班的频率更高

些。 ”至于“弹性离校”的补贴，吴老师说：“这
个我知道，但具体金额不清楚，应该不会太
多吧！不过，既然政府有要求了，我们还是会
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工作就这样，也已经习
惯了。 ”

放松心态，就没干扰
李老师，2 年教龄

刚工作两年的李老师觉得“弹性离
校”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干扰。“学校
是返聘退休老教师回来看孩子的，我们主
要是负责巡视，三个星期值一次班，也不
算累。 ”

关于补贴问题， 李老师说：“现在不是
很清楚，返聘的老教师会辛苦一些，毕竟小
孩还是不好管理的。 ”李老师还告诉记者：
“我也知道其他学校一些老师对这项政策
的看法，不过习惯了也就好了吧！其实不会
特别累， 最多他们刚开始有点心理不平

衡。 ”

初入校园用时间换经验
胡老师，1 年教龄

胡老师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 说起
“弹性离校”， 她表示这是一项很好的政策。
“作为刚刚参加工作的新人，目前还没结婚，
时间相对比较多一点。 这算是个好事，也能
让我更快熟悉老师的角色。 ”

据胡老师介绍，他们学校参加“弹性离
校”的学生很多，所以每周都有一天要值班。
关于值班补贴问题，胡老师说：“我们值班本
来就是有值班费的，至于政府补贴的具体情
况现在还不知道。 ”

至于值班费能有多少，胡老师表示：“不
太方便说，但我还算满意。 ”胡老师说，学校
很多刚参加工作的同事和她的想法差不多。
下班后的时间自己可以随意掌控，所以在学
校多呆几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时间尴尬，没申请
林先生，公司白领 儿子上 3 年级

林先生和妻子的单位经常加班， 即使
正常下班，也要到晚上快 7 点才能接到孩
子。 学校最迟晚上 6 点离校，这个时间正
是林先生和妻子的正常下班时间，“还在
下班路上，来不及接，让孩子参与‘弹性离
校’没什么意义”，所以林先生这学期还是
选择将孩子送到“小饭桌”，“这边一般到
晚上八九点都有人照看，我们的时间也从
容一些。 ”

到点才能接，感觉不便
赵女士，出版社编辑 儿子上2年级

因为儿子所在学校把参与“弹性离校”
的孩子不分年级全部集中在食堂管理，因
此赵女士没有申请弹性离校。“大小孩、小
小孩混在一起，感觉不太好。 ”赵女士说，
刚开始听说今年大力推行弹性离校政策，
家长们都很有热情，认为“有老师督促，孩
子在学校做完作业再回家挺好”， 但学校
规定不能提前接孩子， 时间上“不够弹
性”， 很多家长也就打消了念头，“大部分
孩子一周总有一两天在外面报了兴趣班
或辅导班，时间上衔接不好。”他们班上 50
多个孩子，只有 3人报名。

孩子大了，无需托管
程先生，大学教师 女儿上 6 年级

每天放学程先生的女儿都是自己坐公
交车回家。 据他了解，女儿所在学校整个
六年级也没有几个学生申请“弹性离校”。
一是因为不能随时离校，很不方便；二是
孩子现在处于青春期， 下午四五点就饿
了，要找东西吃；三是老师不负责答疑，不
如回家查看资料书籍来得方便。 当记者询
问如果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会让孩子参与
“弹性离校”吗？ 程先生说道：“如果女儿同
意，我也很赞成，而且愿意支付一些费用
给老师，毕竟老师也很辛苦。 ”

尚在磨合期
更多问题有待作出妥善安排

对于“弹性离校”制度，记者采访了一
位南京市著名教育专家。 这位专家认为从
政府向服务型转型的角度来看，“弹性离
校”政策是一件好事，体现出了政府的积极
态度。虽然在执行过程中会有一点小问题，
但不会掩盖政策方向的正确性。 既然在执
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难以平衡各方利益的
情况，那么姑且就将这学期的“弹性离校”
当做是一次试点或磨合期， 发现问题就及
时进行政策调整，不断进行完善。

此外， 对于部分家长愿意为 “弹性离
校”付费的情况，该专家说：“这是好事！ 这
样更加有利于保证教育的公平性。 ”首先，
家长付一部分成本，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
又可以对教师形成激励，提高待遇的同时，
提升积极性；第二，能够帮助教育主管部门
看到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 进而使得政策
得到长久推行；第三，有利于保证教育的公
平公正，政府掏钱，属于公共资金，用在教育
上就要实现共享， 对于不参与弹性离校的
孩子来说，他们享受不到这些资金的好处。
而如果有政府资金托底， 家长象征性地支
付一部分，就能够相对保障教育的公平性。

同时，对于个别教师的抵触情绪，专家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趁此机会对教师队
伍的职业素养进行加强与巩固。因为从“弹
性离校”的执行主体来说，虽然有社会力量
的引进，但充分调动教师力量，对于学生和
学校来说也是相对安全和便于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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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南京大力推行“弹性离校”，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游府西街小学的“弹性离校”政策堪称样
本，该校有三分之一学生申请“弹性离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