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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等四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
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严禁随
意扩大范围，严禁强制
学生参加，严禁增加学
生课业负担，严禁以课
后服务名义乱收费，严
禁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
人 员 进 校 提 供 课 后 服
务。新规将于2024年春
季学期起正式实施。

新规之下，课后服务如何更规范发展？
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
这些字词你了解多少？
3日，记者从《咬文嚼字》编辑部获悉，2023

年十大语文差错公布，其中包括“账号”误为“帐
号”、“蹿红”误为“窜红”、岳飞自称“鹏举”等等。

来看看，这些字词你了解多少？
一、“多巴胺”的“胺”误读为ān
2023年，色彩鲜艳的“多巴胺穿搭”成了时

尚潮流，“多巴胺”也引申出“快乐因子”的含义，
成为流行语，广泛使用。

“多巴胺”的“胺”经常被误读为ān，其实正
确读音是àn。常容易读错的还有“三聚氰胺”。

二、“卡脖子”的“卡”误读为kǎ
近些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

“卡脖子”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卡脖子”的
“卡”常被误读为 kǎ，正确读音是 qiǎ。“卡脖
子”是用双手掐住别人的脖子，多比喻抓住要
害，置对方于死地。

三、“账号”误为“帐号”
2023年7月，话题“账与帐很多人分不清”

冲上热搜。生活中，许多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
都将“账号”误为“帐号”。

四、“蹿红”误为“窜红”
2023 年，各大视频平台上多部爽剧爆红。

媒体常称某部作品的迅速走红为“窜红”，其实
应作“蹿红”。“蹿”读cuān，指快速向上或向前
跳跃，如“身子向上一蹿”。

五、“下军令”误为“下军令状”
2023 年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在相关报道

中，常出现“军令状”一词，如“乌克兰总统下达军
令状，敦促乌军加快反攻”。其中“下达军令状”
有误。“军令”指军事命令；而“状”作为文体的一
种，指向上级陈述意见或事实的文书。上级向下
级下达命令应称“下军令”，而非“下军令状”。

六、误让岳飞自称“鹏举”
电影《满江红》于2023年年初上映，反响不

俗。其中，岳飞亲笔留下遗言，开头是：“鹏举绝
笔，以明心迹。”实际上，岳飞是不可能自称“鹏
举”的。鹏举是岳飞的表字。“表字”是旧时成年
人在本名以外另起的与本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
别名，也说“字”。字通常是平辈或晚辈对某人
的称呼，以表示尊重或亲近，用于他人称自己，
不可自称。

七、误称白居易修建“白堤”
不少文章和报道中称，白堤是白居易修建

的。其实，白堤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就已存
在。白堤，旧称“白沙堤”，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
湖之中。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以“最爱湖东
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赞颂其风光，后人为
纪念白居易将此堤命名为白堤。

八、“宇宙飞船”误为“航天飞机”
2023年10月26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入

轨后，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完成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在相关报道中，有媒体将神舟十七号称
为“航天飞机”。神舟十七号不是“航天飞机”，
而是“宇宙飞船”。神舟系列飞船，是中国自行
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航天
器，属于“宇宙飞船”。

九、误称“支原体”为病毒
2023 年秋冬，支原体肺炎高发，其症状主

要是发热和咳嗽。不少人因为支原体引起肺炎
而称之为“支原体病毒”。其实，“支原体”既不
是病毒，也不是病菌，而是微生物的一种。

十、误把“土耳其”当成阿拉伯国家
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有媒体在相关报道

中，误将土耳其归入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
有相似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一般指国民以阿拉
伯民族为主的国家；阿拉伯民族以通用语为阿
拉伯语而得名。土耳其绝大多数国民是土耳其
人，以土耳其语为通用语。土耳其不属于阿拉
伯国家。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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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中
小学因地制宜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
后服务，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欢
迎，也暴露出一些苗头性的问题。
新年伊始，随着课后服务新规发布，
一些地区开始部署落实。

课后服务“刷新”校园面貌

来到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第九
小学的操场，俨然进入一个白色的
童话世界。日常的降雪和正在工作
的造雪机，堆出一个大大的雪山，孩
子们打雪仗、堆雪人……记者实地
感受到冬日课后服务的特色和快
乐。

这个东北校园的课后服务课程
可不是只有冰雪项目，而是系统覆
盖了包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32
门课程，包括攀岩、赛艇、非洲鼓、汉
诺塔、四巧板、折纸、中式面点等，深
受孩子们喜爱。

记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走
访看到，一些学校在校园内设置了

“开心小农场”，孩子们化身“小菜
农”忙碌地挖土、收菜、剥叶。课后
服务涵盖了创意美术、音乐、器乐
演奏、武术、乒乓球、啦啦操和非遗
等各种课程，与琅琅书声相映成
趣。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聂庭芳介
绍，长沙把课后服务纳入学校教育
教学整体规划，整合学习指导、德
育、体艺等 7 大类 71 小类的拓展课
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在网上
选择课程，自动生成个人课后服务
课程及时间安排表。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东荟花园
小学以课后服务为契机，利用区内
科研机构、高新企业聚集的优势，设
计企业研学课程，让学生走出校园，
切身感受前沿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
转化的应用场景。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
校在“双减”背景下做科学教育加
法，课后服务科技类课程聚焦创新
思维和动手能力，开设无屏实物编
程、机器人、无人机等课程，激发学
生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

从“一班一特色”到“一生一

案”，除了各类特色课程满足孩子的
兴趣爱好外，多地学校利用课后服
务对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拓展提
升、对学习困难学生进行补缺补差，
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作业。

“以前孩子放学早，双职工家庭
接送孩子真的很不方便，课后服务
给广大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便捷。”长
沙学生家长何女士说。

“五禁”让课后服务不偏离初衷

随着“双减”政策实施两年多
来，课后服务工作受到普遍欢迎。
但与此同时，有的地方和学校也出
现了“走偏”的苗头。比如把“课后”
服务延伸到午休、晚自习、周末甚至
寒暑假，课后服务的内容出现新的
教学内容，导致学生不得不参加，反
而增加了学生额外的学习时间，变
相加重课业负担。有些地方课后服
务政策在小学落实得不错，在中学
却“变形”。

有些学校利用课后服务的“幌
子”，照顾关系户，把不符合资质的
机构引入学校，看似第三方收费，跟
学校无关，实则“搭车”收费，将午
托、晚托也涵盖在内。

部分教师和家长对政策认知存
在偏差，有教师认为课后服务的主
要作用就在于提高学生的学科成
绩，也有不少家长理解课后服务就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更看重巩固当
天所学知识以及作业辅导，而忽略
课后活动的开展以及兴趣的培养。

长沙市实验小学校长王云霞
说，由于课后服务是个新概念，其内
涵和外延具有一定模糊性。新规的
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课后服务的时
间、范围和内容，特别是把早（午）
托、晚自习及周末排除在课后服务
之外，明令禁止在课后服务时间刷
题、讲授新课和集体补课。

事实上，为避免课后服务“走
偏”，部分地区已有探索。针对课后
服务可能出现的乱收费问题，广州
构建“基本托管+素质拓展”的课后
服务模式，基本托管部分落实财政
补贴，素质拓展部分按公益普惠原
则收费。

长沙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规
范市直中小学课后服务经费使用的
通知》，明确可以付给教师适当的报
酬，并制定了校内教师和外聘教师
的课时补贴发放标准。

针对引入第三方机构可能出现
的乱象，广州一些区建立课后服务
机构遴选机制或第三方社会机构评
估退出机制，加强全过程质量监
督。如天河区建立“民主商定—签
订协议—公示”流程；荔湾区不定期
通过数据核查、实地调研、推门听
课、走访座谈等途径，评估课后服务
质量；黄埔区借助“互联网+”平台进
行满意度评价。

汇聚多方力量 完善管理机制

五个“严禁”出台后，多地教育
主管部门第一时间下发了文件，并
在公众号转发。一些学校已迅速展
开“自查”。大连市中山区第三十三
中学校长李代君说：“通知出台后，
我校即刻比照通知内容，着手五个

‘严禁’要求的自查。仅本学期来
看，我校94.7%的学生参与了课后服
务，困难减免率 5.9%，其中艺术、体
育、心理、德育、劳动每月课时占比
35%。”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虽然课
后服务在全国中小学已经“百花齐
放”，但是要行稳致远，还需要参与
课后服务的老师和广大学生家长进
一步统一和深化对课后服务的认
识，把开展课后服务作为育人契机，
建立新的教育观、学习观、学生观。

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校长侯
明飞等表示，为确保课后服务的高
质量开展，相关部门应提供必要的
资源和资金支持，包括为学校配备
足够的师资、教学设备和场地等，以
及为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提供合理
的报酬。

多位教师和家长建议，要确保
新规有效执行，还需要建立完善的
监督机制，包括教育部门定期检查、
学校内部自查以及鼓励社会监督
等。对于违规行为，应依法依规进
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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