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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集团化办学以后，对学校的考核由单一的学校考核

变为对集团的考核。由督导室牵头，制定科学有效的联合体

（联盟校、集团校）教学质量捆绑评价方式和考核办法，整体评

估集团办学成效。考核内容重点评估优质资源增量情况、校

际差距缩小情况以及各成员校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教育质量

提升等指标，引导和促进集团办学工作可持续发展。建立督

导评估激励机制，对推进集团办学作出贡献的校长、教师、管

理人员，在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岗位晋升、评优评先、提拔任

用等方面优先考虑，并给予表彰奖励。

让让““一枝秀一枝秀””成为成为““满园香满园香””
————临县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临县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

□□ 刘锋刘锋 李华明李华明

做好顶层设计
布局全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意见》明确提出，“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探索集团化办

学”。2017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探索集团化办学，

采取委托管理、强校带弱校、学校联盟、九年一贯制等灵活多样的

办学形式”，更加明确了集团化办学的定位、特性和形式。2020年

9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

干意见》强调，“深入推进学校办学机制改革，积极推进集团化办

学”。2022年，吕梁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行动方案》第 6条明确指出，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

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2019 年，临县教育科技局率先开展集团化办学试点，全县

124所中小学幼儿园，临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临县南关小学教

育集团吸收了 4 所县城的薄弱学校，取得了瞩目的骄人成果，

这两个教育集团的成员校现在已经成长为县城的“名校”。

今年，临县教育科技局在总结集团化办学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制定出台了《临县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实施方案》，组

建了临县一中、临县高级中学两个初高中教育协同发展联合

体、南关小学联盟校等 9个帮扶式联盟校、16个教育集团。7月

31 日，临县教育科技局召开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会议，为

两个初高中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9个帮扶式联盟校、16个教育

集团及 85所分校授牌，为集团总校长颁发了聘书，临县集团化

办学改革拉开了大幕。

“集团化办学，不是让每一所学校失去“个性”，而是在名

校引领、优质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学校多元发展。在破立之

间，充分发挥区域内名校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探索集团校之

间深度融合、有效增值的管理模式，促使集团内的所有学校

齐头并起、齐步发展，快速提升成员校办学质量，加快推进教

育均衡化、优质化进程。实现从“一校好”变“校校好”，让更

多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让全县老百姓切实享受到教育

改革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作为临县教育科技局一

把手的陈国民，在集团化办学领域已经探究多年，形成了一

套独特的很接地气的办学模式。

通过集团化办学，将不同层次的学校绑在一起，以区域

内优质学校为龙头学校，带动薄弱学校的发展，强化优质资

源共建共享，让名校品牌效应和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发

挥，构建“共生式”教育体系，从而推动集团各成员学校的共

同发展。

以高中“名校”为引领，组建临县一中、临县高级中学两

个初高中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吸收了县城的薄弱学校和偏

远乡镇的初中学校为成员校，共享优质资源，探索“贯通式”

培养模式，实施衔接课程，建立名校“赋能式”管理机制，激发

办学活力。特别是兔坂九年制学校、克虎九年制学校、刘家

会九年制学校等一批西部偏远山区的学校成为联合体成员

校后，将会享受到县城名高中同样的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学理

念，等同于把名校搬到了偏远山区老百姓的家门口。

通过强强联合、内涵式发展的方式，切实打破学段和学

段之间的“壁垒”，优化联盟校办学结构，提高初高中教育的

融合度、黏合度，呈现“初高中一盘棋”的一体化格局，实现高

中、初中一体化共同发展，为探索初中、高中教育的有效衔

接、实现优质教育协同发展迈出了新路径。

让县城的一所“名校”帮扶西部偏远山区一个乡镇的学校，

组建了临县南关小学联盟校等等 9个帮扶式联盟校。联盟校

牵头学校在教学教研、教师培养、质量提升等方面定向帮扶西

部一个乡镇学校，构建城区带动乡下的纵向业务管理模式。

以县城 16所“名校”为龙头，组建 16个教育集团，打通城

乡、学段、校际、地域边界，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提高办学质

量；促进教师在城乡间、集团内交流任教，拓宽视野，精进业

务，提高教学水平；搭建教师、学生、学校交流发展平台，示范

引领，学习借鉴，提高教科研水平；改革办学体制、机制和考

核评价办法，实行扁平化管理、捆绑式发展，提高办学效益。

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品牌建设、队伍管理、教学研究等方

面统一协调、管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成员校互惠

互助、共同发展。

名校引领
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理顺机制
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如何确保集团化办学落地见效？这是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打造优质教育集群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核心内

容。优质资源如何共享？教学质量如何提高？这些也

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

初高中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由高中学校负责牵

头制定和实施初高中课程有效衔接课程改革方案、

初中阶段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初高中学生夏令营和

冬令营活动计划、初高中教师交流研讨活动计划等，

负责安排部分高中教师在联合体城区初中跨校兼

课，以此打通初中和高中课程的衔接瓶颈，提高初中

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培养更多的优秀

初中毕业生。负责制定初高中六年一贯的课程规划

与培优计划，负责中考备考、模考、培优补差工作，探

索初高中同步选课走班，探索初高中联合培养优秀

生、学困生、边缘生等；组建教师发展中心，负责统筹

安排艺术类、体育、计算机、心理学老师在联合体内

跨校兼课，负责组织教师培训研修，负责举行教研活

动、班主任论坛、学术交流活动等，负责组织初高中

教师联合赛课等；组建学生发展中心，负责初中学校

拔尖人才、优秀人才的培养，负责组织学生参加夏令

营、冬令营活动等。

联合体设总校长 1 名、副校长 3-4 名，总校长由

联合体高中学校校长兼任，副校长由总校长在成员校

校长中选聘。联合体下设教研中心、教师发展中心、学

生发展中心三个机构。每个机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

2-3名，主任在成员校校长中选聘，副主任在初高中学

校副校长和中层干部中选聘。联合体副校长、主任、副

主任聘期一年，实行轮值制，由联合体总校长提名选

聘，在教科局备案。

帮扶式联盟校由牵头学校负责联盟校品牌特色的

创建，为乡镇学校输出先进的管理理念、教学模式、教

学资源等；负责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学进度把握、教

学过程管理、教学资源共享、教学质量监测、学科教研

活动等方面进行具体指导；负责教师能力的提升，每年

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师到成员校定点支教，选派学

科优秀教师到成员校做示范课，安排学科教师和成员

校教师师徒结对，安排成员校教师在本校交流任教等，

以传帮带的形式，统筹内部资源，强化交流，打通学校

之间的壁垒，优秀师资共享、教研成果共享、多彩活动

共享，逐步建立起资源共用、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

效工作机制，促进成员校共同发展。

集团校下设教研中心、教师发展中心、学生发展中

心三个机构，每个机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 2-3名。教

研中心负责组建大学科教研组，负责制定教学计划、精

练习题等，负责组织集体备课、考情分析、培优补差等，

负责教学模式、质量提升、考点题型的探索分析，负责

优质教学资源的同步分享；教师发展中心负责组织教

师培训、研修，负责组织中层研讨会、班主任论坛、学术

交流活动、教师团建等，负责组织学科教师技能比武和

能手大赛等，负责对集团副校（园）长和中层管理人员

的绩效考核管理；学生发展中心负责组织德育教育、文

体活动、团队等工作，负责优秀学生和特殊人才的培

养，负责学生兴趣的发展。

集团校设总校长 1 名、副校长 3-4 名。总校长由

教科局局班子成员担任或在集团成员校校长中选聘，

副校长在成员校校长中选聘。

临县教育科技局相关股室将支持教育集团化办学

纳入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举措，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

工作。教育股具体负责集团化办学改革工作的整体规

划；人事股和干部股负责建立健全领导班子、教师交流

和激励机制；督导室负责制定集团办学督导评估细则

和组织开展年度评估工作；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对教师

的培养、培训工作，负责教学教研、课程改革、质量提升

工作；信息中心负责智慧教育建设、教育信息化和宣传

报道工作。其他股室都合力合为，为改革工作的顺利

推进提供支持支撑。

发掘资源优势
激活成员校“造血”功能

各个教育集团资源共享后，赋能是重中之重。如果只是

单向输血，有限的教育资源会被稀释。

各教育集团因地制宜，整合、发掘、调配现有资源，找准发

力点，实现教育资源的统筹与共享、教师队伍的合作与共进、

学生素养的成长与发展。统一以“名校”校名命名，实现品牌

资源共享；统一用运“名校”的标识、办学理念，实现文化资源

共享；根据办学特色，实行“一校一策”，由“名校”制定学校章

程、三年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教学计划、规章制度、考核

制度，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和优质学校的引领示范作用，全力推

动课程资源、教学资源、名师资源的共享共建。统筹使用集团

校相关场馆、实验室及设施设备，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益，让

更多的学生享受一流的教育教学设施。通过紧密型教研、组

建学科科研团队，定期开展大教研。围绕课堂教学共性、瓶颈

问题等开展项目研究。通过专家引领、名师工作室等形式，提

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整体提高成员学校课堂教学质量。各

成员学校学科教师定期到龙头学校进行跟班听课，提升教育

教学和教研水平。同时，由龙头学校牵头，建立集团学校优质

课程资源库，共享优质特色课程资源、教学资源等，不断提升

学校的办学品质。

改革考核体系
强化激励机制

临县曾是全国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县之一，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教育基础薄弱。近年来，临县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走出了一条闻名全国的贫困县

大办教育的成功之路，出现了临县一中、临县高级中学、临县四中、临县南关小学、临县实验小学等一批名校。但是，城乡教育质量差异大、教育水平不均衡问题突出。

面对这样的困境，临县教育科技局纵深教育体制改革，大胆迈进教育改革的“深水区”，积极探索集团化办学的新模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组建了两个初高中教育协同

发展联合体、9个帮扶式联盟校、16个教育集团，力争将全县8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都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让一所名校“一枝秀”成为校校名校“满园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