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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高中和大学这两个学段的贯通与协作又是重中之重。长期以来，

高中和大学的人才培养衔接不够紧密，高中毕业生入学后存在学力水平下降、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积

极性降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影响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本文旨在理清

高中和大学两个学段的人才培养内在逻辑关系，构建“共行、共研、共享、共赢”的贯通人才培养模式，

打造高中与高校“双向奔赴”的人才培养共同体，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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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mong which the coherence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academic levels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a long time, the articul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univer-
sity is not close enough,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decreasing academic ability level,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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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goals and lower learning motivation among high school graduates, which seriously hind-
e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affect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
tio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inner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to build a coheren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joint action, joint research, joint sharing and joint win”, to build a talent cultivation community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and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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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单列一章，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

强调建设学习型大国，将新时代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高层次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

工程，要求各个学段统一思想，通力合作，其中高中到大学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

中被冠上高校的附属之名，越来越多的高校与高中联合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以寻求高中大学贯通式人才

培养的最佳途径，但往往形式大于内涵。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甚至会阻碍学术融入的发展，并且会使

得学生出现基础学力薄弱、学习目标不明确等问题[2]。如何真正实现高中与大学两个学段人才培养理念

和人才培养目标贯通，让高中充分了解高校人才所需，让高校真正理解高中人才培养所困，从当下“协

同办学”“贯通培养”的理念下探索普遍高效的培养模式，进而可持续地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创新型

人才是当下高中和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 

2. 高中大学贯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2.1. 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Figure 1. Number of students in high school and higher education 
图 1. 高中与高等教育两个学段在校生人数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3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叶婷婷 
 

 

DOI: 10.12677/ae.2023.133138 861 教育进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

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基地”[3]。近十年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

与高等教育人数稳步增长(如图 1)。 
打破高校与高中两个学段间的壁垒，联合选拔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实施的重要举

措，强基计划的出台实施也是在制度层面对于高中教学育人进行导向的手段之一。 
2020 年 1 月 14 日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

决定自 2020 年起，率先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基计划”)，
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战略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

送后备人才[4]。“强基计划”是遵循学术拔尖人才成长规律，激发与保护学生的学术探究冲动并夯实学

生基础学科能力的本科教育[5]。其招生工作早于高考，要求高校提前与一批示范性高中合作，对各个领

域有发展潜质的学生进行早期识别和培养，完善高中与大学的系统化合作育人机制。 

2.2. 高中教育质量提升发展的需要 

虽有许多关于教育改革的发展纲要和改革方向规划，政策提倡尚未转化为真正的教育实践，部分地

区“应试教育”“公大民小”“城挤乡空”“东快西慢”的问题仍较为突出，需要进行进一步推进完善

[6]。而学科教学作为教学过程中最基本的环节，对学生知识的获取积累起着重要作用，也是破除上述问

题的重心与着力点。目前多数高中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和提高高水平大学高考录取率上，

应试教育及学校升学率之间的竞争并不利于学生自我优势识别与潜能发展。高校需要打通渠道，同高中

学校合作共同介入高中生的学业成长阶段，对高中生进行优势潜能识别、创新性思维培育、荣誉感和忠

诚感培养，从而有助于自身在招生中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评价，也能引导高中学校更加重视学生成长

过程，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高校在教学资源、师资培养、实验室建设、教学研究等领域向高中进

行输出，助力高中多元化办学与内涵发展。 

2.3. 高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需要 

自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我国高等学

校不断推动内涵建设和综合改革，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均锚定方向，不断突破。“双

一流”作为目前中国高校的建设导向与前进方向，一流本科教育是其建设的重要内涵[7]。高校加快“双

一流”建设的节奏与质量，是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支撑，也是其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作为“源

头工程”，招生录取工作是高校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大学新生的生源质量直接影响高校“双

一流”建设的实效。高校与高中深度合作，共创“双向奔赴”的合作模式，将大学人才培养理念提前传

达给高中学校，有助于选拔符合高校人才培养要求的学生，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增强办学特色，提

升办学实力。 

3. 存在的问题 

经学者研究发现，目前贯通人才培养的问题主要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nnection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higher education 
表 1. 高中与高等教育两个学段衔接问题 

学者 主要问题/现象 提出措施 

鲍威[8] [9] 传统教学模式不利于高等教育学术融入发展 高中与大学制度性衔接和内核性衔接 

张涛[10] 教育衔接建设流于表面与形式 统一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理念并深

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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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林春雨[11] 教育产业化导致基础学科发展因功利化思想

受阻 

进行制度阶段衔接，如教学目标、方

法、策略和评价上的衔接 李铁、张振铭[12] [13]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割裂、沟通机制不完

全导致衔接不畅 

段溥、刘於清、赵利娟 
[14] [15] 教学目标不清晰、教学方法单一化 

3.1. 两个学段人才培养理念脱节 

高中教师专注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提高高水平高校录取率，往往忽视了人才培养是否符合未来社

会的发展需要，是否为国家所需的问题。高校教师往往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本科学生的培养，甚少

关注高中生的知识储备是否能适应大学学习需要。高校教育管理部门也难将高校的人才需求清晰准确地

传递给高中或考虑给高中适当支持来共同达成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大多数情况下因学段的

方向性不同而缺少沟通合作。罗杰等人通过对数百名大一新生进行心理韧性量表测试发现，一半以上的

新生心理韧性为中等及以下，具有明显分类特征，且与入学适应关系密切[16]。在高校里，常有学生因入

学前对大学学习和生活缺乏了解，或对所就读的高校、专业不满意、不感兴趣，从而导致学习动力不足、

心理承受力下降的情况。加上目前我国高校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交叉学科、应国家需求而生的新学科层

出不穷。高校为了适应时代需求，不断进行人才培养的新探索，这些新情况需要及时传递给高中了解。 

3.2. 形式上的衔接远超观念和理念上的衔接 

关于高中与大学的贯通人才培养研究由来已久，早前 10 多年前就有过一轮中学和高校联合培养，挂

牌合作学校的热潮。而观念和理念上的衔接远比形式上的衔接更重要，不可简单挂牌或仅委派老师到中

学去讲课。此举效果有限，流于形式，也容易造成高中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同质化，名校资源利用不

足或过度的问题，不利于高中大学贯通式培养的长效发展[17]。 
近年来，高校新工科建设日益高涨，而基础教育领域的工程教育未得到足够重视，缺少顶层设计和

课程体系安排，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动手实践课时不足，致使学生在高考选择专业时偏好经管、法学、

文秘类专业，工程类专业不受青睐，不利于新工科建设与发展。 

3.3. 高校对高中的支持重“硬基础”轻“软实力”培养 

过去很多高校通过挂牌、新建实验室、捐赠图书和器材等形式支持高中的发展。但如果高中教学没

有合理的课程设置、充足的课时保障、有力的师资参与，教师缺乏重视培育学生实验实践能力的理念，

学生不感兴趣，则仍然无法实现高中和高校教育资源和理念的有效衔接。同时高校在参与高中师资培养、

学生开放式思维能力培育和数学物理等大学基础课程知识建构等“软实力”的培育方面还是不足。 

3.4. 高校支持鲜少进入高中家庭教育环节 

在基础教育提倡减负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把握“快乐教育”的度，激发学生学习内动力对学生的

成长成才尤为重要。高校对高中人才培养理念的输出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方面，对于家庭教育的影响较

为有限。高中家长学校建设鲜少有合作高校的参与，参与形式也比较单一。高校在引导家长真正了解人

才培养规律，学会分析学生潜质和知识构成，让学生兴趣得到最大发挥等方面做得还不够。 
因此，目前亟需采取有效措施来保障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顺畅和教育内容的顺承性，以保证

在创新育人、科技强国的发展道路上保持协调性与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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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对策 

支持高中教育，探索高中–高校贯通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社会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贯通

培养的理念被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学制领域[18] [19] [20] [21] [22]，下至幼儿园–小学贯通培养，上至应用

型本科高校同高中开展“生源基地”合作或是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人才的贯通培养。可见，贯通培养的

衔接思想与育人方法具备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特点，既能够顺应学制，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又能够

依据社会发展与产业变化构建更为丰富完整的育人体系。高校可依托自身优质教育资源，与高中进行精

准有效的教育衔接，积极探索大学服务城市的新模式。 

4.1. 高中–高校“共行”，完善人才培养链条 

高校可组织中学校长论坛活动，邀请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和合作高中校长共同参与，探讨多样化的人

才选拔和培养方式，加强高校与中学的互动与衔接，实现“携手育人、共谋发展”，助力高校与地方政

府部门、高中形成“协作育人共同体”，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图 2. 高中–高校“共行”协作育人体系建设 

 

将基础教育阶段的强基计划与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相结合，一方面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的框架

内，双方合作探索建立工程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研究制定新课程标准，完善课程建设方案和课程体系，

联合开发配套教材，为贯通式培养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可将创新型人才选拔提前到高中阶段，通过设立

新工科实验班的形式，在高中阶段选拔、培育工程类拔尖创新人才；以暑期夏令营形式邀请高中生进入

大学课堂，提前了解大学专业，参与科研活动，提前培养科研素质和科学家精神，培育看不见的“软实

力”。如浙江省宁波中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与浙江大学联合办学，创办了浙江省首个理科实验班，在

“品学共融、个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基础–拓展–研究”三层级课程结构，完善“数理化生

信”五大竞赛体系，将培养具备知识基础与学习潜力，好奇心与想象力，创造性与探究能力，抗挫力与

意志力，洞察力与选择能力，独立思考与批判力，领导力与协作能力等七大能力的终身学习者作为人才

培养方向。此外，如深大附中“理工创新实验班”、南科大附中“薛其坤班”都是这一类型的实践。 
此外，高校可将职业教育课程引入高中课堂，将高中的“学业”同大学的“专业”选择和未来的“职

业”发展贯通，使学生提前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和自身特长相结合，树立远大理想和报国情怀，科学

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有效避免出现高考后盲目择校择“专业”，大学入学后迷茫无方向的情况。 

4.2. 两个学段师生“共研”，培育科学家精神 

国家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工程教育，而从近些年的高考录取分数和学生选择专

业上看，如何引导和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进入基础学科和工科研究领域，参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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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是高中和高校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High school-university “joint 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 
图 3. 高中–高校“共研”合作模式 

 

高校可设立专门的教育基金，为高中师生提供参与学术交流、科技创新、学科竞赛以及文化活动的

资金支持。如高校可凭借自身的优质教育资源，支持高中生参加全国中学生相关学科竞赛，促进高中生

创造力、科学思维能力、问题分析解决能力的培养，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为大学阶段从事科研实践奠

定基础。 
在与政府合作层面，高校可参与到学生成长指导特色课程共建基地、大中小学校德育一体化建设研

究基地、学校课后素质教育基地、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等项目的建设中，与高中联合申报课题，将

高校教师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基础教育，吸收高中教师进入高级别项目的课题组，提升高中教师的科研水

平，助力个人发展和职称晋升。 
在与中学合作层面，高校可组建专家智库，着重通过业务培训、示范教研、案例研究和观课议课等

形式对高中教师进行精准帮扶，也可通过制定特殊人才计划支持中学骨干一线教师攻读高层次学历学位，

接受系统化的科研教研能力培训。 

4.3.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 

教育数字化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高中高校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提供了平台。早些年

兴起的“中国慕课大学先修课(MOOCAP)”建设，就是借助“慕课”这一研究平台，根据中学生特点将

大学课程进行重新设计，使课程难度、深度定位于高等教育与中学教育之间，树立“整体化”的观念，

实现两种教育资源内涵式的衔接[23]。高校也可利用本校教育云平台，向合作高中推送在线教育课程，充

分利用实验室资源，进行云实验教学；推出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化学等基础先修课程，

让学有余力的高中生提前了解大学公共基础课程学习内容，弥合选科和地区因素导致的中学基础差异，

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巩固基础。 
在校园文化推广方面，高校也可邀请高中生出席学校迎新晚会、社团纳新、“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等特色校园活动，宣传校园文化，激发高中生对大学生活的向往。 

5. 结语 

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与高等教育尚未形成高度贯通、衔接紧密的育人模式与培养体系，需要加快探索

推行具备现实积极意义的“贯通培养体系”，来满足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高中教育质量提升发展、高

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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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高中与大学两个学段存在人才培养理念脱节、形式衔接为主、高校支持高中不够深入、对

高中家庭教育指导不足等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人才培养链条、培育科学家精神、优化资源

共享手段、推进教育数字化来实现高中与大学的资源贯通、体系贯通、目标贯通。 
总之，高中–高校贯通人才培养要充分考虑学生不同成长发展阶段的特征，结合两个学段学校的人

才培养理念和发展方向，理清两者人才培养内在逻辑关系，打造“双向奔赴”的人才培养共同体，从而

构建“共行、共研、共享、共赢”的贯通人才培养模式，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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