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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研究1

本文基于 2019-2023 年知网数据库中的课后服务满

意度文献资料，研究发现：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水平总

体较高。但家庭背景、服务条件、成效以及城乡差异等

因素都会显著影响满意度。提升家长满意度的关键在于

明确服务目标、提高服务质量、调整服务时间和内容、

加强师资培养以及增进家校沟通。

（一）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现状

关于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的研究现状表明，家长对

课后服务的满意度总体较高。根据张喆等人（2023）基

于 ACSI 模型的小学课后服务家长满意度实证研究显示，

家长满意度和家长支持均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也存在

一些现实困难与挑战，如师资力量、资源空间等，这些

因素可能影响家长的满意度。刘宇佳（2022）基于武汉

市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家长对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满意度

总体较高，但存在不同性别、年龄、孩子就读不同年级

段的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略有差别。

（二）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关于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主

要集中课后服务基本情况，课后服务成效，城乡差异三

个方面。课后服务基本情况方面，课后服务的内容、质

量及与家长沟通的效率是影响家长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张青青，2022）。同时课后服务的师资质量和教学资源

的充足性是影响家长满意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孔令琛，

2023）。课后服务的成效直接影响家长满意度，尤其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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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解决接送问题和减轻家长负担方面。

家长偏好能带来明显教育效果的服务项目（张喆，邓换

换，尹绍清，2023）。城乡差异在课后服务满意度上的

表现也不容忽视。城市家庭因资源更丰富而满意度较高

（唐延昕，赵永辉，2023）。农村地区家长的满意度受到

更多经济和资源限制的影响，这表明城乡之间在课后服

务的供给、质量和可及性上存在差异（孔令琛，2023）。

（三）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提升措施

关于提高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的措施研究表明，主

要集中在明确课后服务定位，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课后

服务时长和内容，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家校沟通五

个方面。明确课后服务定位，需针对农村小学的实际情

况，明确课后服务的目的和意义，确保服务内容和形式

更贴合农村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张青青，2022）。提升服

务质量，通过提高课后服务的专业性、安全性和教育性，

确保服务内容符合学生的发展规律，减轻学生的课业负

担（康丽颖，2020）。优化课后服务时长和内容，根据家

长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服务时长，并开发多样化的课程

内容，以丰富学生的课后生活（刘慧琴，2022）强化师

资队伍建设，学校应主动公开课后服务的政策、费用和

师资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家长的信任度（李佳

蕾，陈慧娟，刘祎莹，2022）。鼓励优秀教师参与课后服

务，并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激励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屈

璐，2019）。加强家校沟通，通过定期的家长会、问卷调

查等方式，及时收集和反馈家长意见，增强家长对课后

服务的了解和信任（王珺，2022）。

二、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研究

学生满意度是课后服务评价关键，受个体特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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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背景、服务内容和质量、地域差异和学校管理等因素

影响。提升措施：满足需求、丰富内容、加强管理、提

高质量。

（一）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现状

关于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的研究现状表明，学生

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付卫东

（2021）基于东中西部 6 省（区）32 个县（区）的调查显

示，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生个

体因素，家庭特征，地域差异均对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

有显著影响。孔令琛（2023）基于江苏省中小学生和家

长的大样本调查发现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水平较高，笔

者认为这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徐扬（2020）

基于成都市某小学展研究发现，学生对课后服务整体较

满意。在教师队伍，学校管理，环境设施三个纬度较满

意，对课后服务内容不太满意。刘明英（2023）对乡镇

和县城各 2 所学校高年级小学生调查研究显示学生课后

服务满意度一般，对服务师资，时间，收费三个纬度满

意度一般，对服务内容，成效，场所，服务管理四个纬

度不满意。

（二）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关于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主

要集中学生个体特征，家庭背景，课后服务内容和质量，

地域差异，学校管理五个方面。学生特征，如性别、独

生子女、年级和健康，显著影响满意度。研究发现，女

生、独生子女和健康的学生对课后服务更满意。（付卫

东，周威，刘杰，2021）。此外，学生的学业成绩也会

影响其对学校服务的满意度，成绩优秀的学生往往对课

后服务的满意度较高（徐杨，2020）。家庭背景，家庭经

济状况、父母职业和教育期望等家庭背景因素也会对学

生满意度产生影响。（杨习超等，2016）。服务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课后服务，更易

获得学生的高满意度评价（李珍，2023）。同时，服务质

量的高低，如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方法等，也直接影

响学生的满意度（苗露童，2023）。各地区课后服务满意

度的影响因素各异，东部地区学生满意度更受家庭经济

影响，中部地区更受教育期望影响，西部地区则更侧重

参与动机（付卫东，周威，刘杰，2021）。同时学校管

理层对课后服务的重视程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力度，

以及与家长的沟通协调，都会对学生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李珍，2023；苗露童，2023）。

（三）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提升措施

关于提高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的措施研究表明，主

要集中在对标学生需求，丰富课后服务内容与形式，加

强学校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四个方面。根据学生的

性别、健康状况和学习需求，提供个性化的课后服务内

容（李珍，2023）。对独生子女和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学生

提供更多关注和支持，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满足其需求的

服务（付卫东，周威，刘杰，2021）。丰富课后服务内容

与形式，设置多样性和趣味性的课后服务内容，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徐杨，2020）。提高学校管理层对课后服务

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政策制定和执行力度。同时加强课

后服务监督和评估工作（王雨璇，2023）。加强校内教师

培训，引进校外专业人员，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从而提高

学生课后服务满意度（刘明英，2023）。

三、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研究

国内对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

教师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满意度是衡量服务质量的

关键。基于 2019-2023 年数据，研究发现教师满意度中

等偏上，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受薪酬、工作负担、个人

特质、学校管理等因素影响。提升策略包括改善待遇、

减轻负担、关注个体差异、优化管理。

（一）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现状

关于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的研究现状表明，教师对

课后服务的满意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郭璐（2023）

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满意度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整

体满意度一般，在自我实现纬度满意度最高，工资待遇

和工作强度满意度最低。李天瑜（2023）对海口市三所

小学实证研究发现，教师满意度处于中上水平。课后服

务成效纬度满意度最高，工资待遇纬度满意度最低。根

据刘宇佳（2023）基于武汉市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教

师对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而对课后服务

激励的满意度相对较低。不同性别、不同岗位的教师以

及是否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存在差异。

（二）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关于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主

要集中教师薪酬待遇，工作负担和压力，教师特征，学

校管理 4 个方面。教师的薪酬待遇是影响其工作满意度

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报酬和福利与教师的工作付出不

匹配，会导致教师满意度下降（李天瑜，2023）。课后服

务延长了教师工作时间，增加了备课、批改作业和家校沟

通等隐性工作量，从而增加了教师压力，这对满意度产生

负面影响（赵平，胡咏梅，2023）。教师特征，不同性别、

不同岗位和是否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对课后服务满意度有所

差别（刘宇佳，2022）。同时教师的年龄，工作年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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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职称也会对教师满意度产生影响（郭璐，2023）。学校

管理，包括组织运行、工作氛围和领导支持，对教师对课

后服务管理的满意度有直接影响（郭璐，2023）。

（三）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提升措施

关于提高教师课后服务满意度的措施研究表明，主

要集中在加强教师薪酬待遇，减轻工作负担和压力，关

注教师个体差异，改善学校管理 4 个方面。学校应该合

理制定教师的工资、津贴、奖金等报酬，并提供良好的

福利待遇，确保和教师的工作付出相匹配，从而提高教

师的工作满意度（卢冬君，2022）。同时学校可以通过合

理安排课后服务时间，减轻教师的工作量，提供更多的

支持和帮助，以减少教师的工作压力（李天瑜，2023）。

此外学校应该根据不同性别、不同岗位和是否担任班主

任的教师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课后服务管理措施，以提

高教师的满意度（刘宇佳，2022）。学校应优化管理、改

善工作氛围、增强领导支持，并关注教师需求，以提升

教师对课后服务管理的满意度（郭璐，2023）。

结论

本文首次对我国课后服务满意度的文献进行梳理。

研究发现：国内课后服务评估性研究上存在不足。课后

服务满意度相关研究数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家长和学生，

教师视角较少，管理者视角空白。农村地区的研究尤为

缺乏。此外，研究内容偏向体育课后服务，而对美育和

劳动教育等其他方面关注不足。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

初步定性分析，未能深入探究影响因素及其对满意度的

具体影响，我国课后服务满意度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有

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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