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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的重点多集中于两者的合作办学、高校附属中小学的集团化办学、高校教师

教育与基础教育合作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本文探索在西安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形成师

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学校参与的“校–官–校”合作共赢有效途径，以提高西安市师范类高校与相关中

小学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西安市基础教育和师范类高等教育的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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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basic education is mostly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group operation of schools affiliated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cooperation model of college teacher education and basic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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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an effective way of “school-government-school” co-
operation and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basic education schools un-
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education authority of the X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relat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Xi’an, to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basic education and normal higher education in 
Xi’an. 

 
Keywords 
Normal University, Basic Education, Cooperation, Approach, Xi’an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高校与基础教育的合作，是指高校的自身发展必须与一定区域内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相结合，以此来

带动整体的高校教育水平与当地的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1]。 
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教学、科研和服务是大学的主要职能，作为大学，它必须要

考虑到每一种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也就是说教学、科研、服务都要考虑到实际需要。这一思想提出了

大学的第三个职能——为社会服务。服务基础教育，是师范类高校实现第三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带动了教育领域内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这一

次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教育在研究范式、教师教育、学校教育、大学功能诸方面的变革，使得大学与中

小学之间的伙伴协作关系在近 10 多年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差异成为双方协作的重

要基础和资源，伙伴协作促进了大学与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了双方学校功能的建设、构建了新

型的学习共同体[3]。 
对高等学校与基础教育合作发展而言，就是要在师范类高校和地方政府及中小学校成员单位之间形

成发展共同体，确立共同目标，致力于推进师范类高校人才培养和地方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在这

样的共同目标指导下，合作双方建立良好的共生共长的关系，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和积极性，开展深度合作，产出丰硕的、高质量的协同创新成果[1]。 
2014 年 8 月，《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师范类高校与地方政府、

中小学应建立“权责明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4]。即地方政府统筹规划本地区中小学教

师队伍建设，科学预测教师需求的数量和结构，做好招生培养与教师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师范类高校

将社会需求信息及时反馈到教师培养环节，优化整合内部教师教育资源，促进教师培养、培训、研究和

服务一体化。中小学全程参与教师培养，积极利用师范类高校智力支持和优质资源，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2. 西安市师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的现状 

现阶段，西安市师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的重点多集中于两者的合作办学、师范类高校附属中小学

的集团化办学、师范类高校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合作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合作类型有以下几种： 

2.1.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以中小学为基地的合作类型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简称 PDS)是指在原有学校建制的基础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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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功能，使每个中小学校既是学生学习成长的摇篮，同时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的基地，即“强调学校也是教师发展的场所，学校应当具有使教师获得持续有效的专业化发展的功能”

[5]。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是大学或教育科研机构和中小学联合建立的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合作共同体，

是“融教师职前培养、在职培训和学校改革于一体的学校形式，是经过重新设计和调整，具有多重功能

的合作伙伴关系”[6]。西安市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的基本模式是以合作小组形式进行的——由 1~2 名学校

资深教师、10~20 名实习生以及个别的学科专业人员，围绕学校实际问题组成小组，通过共同努力实施

教育改革，设计组织行政改革计划，重新设计教师教育的培养方案。 

2.2. 校际教师专业发展联盟(简称 S-S-U)——中学合作、专家引领的合作形式 

校际教师专业发展联盟由中小学普通学校自愿组成学校发展联盟，其运作方式是运用学院的专家力

量和中小学校长中心的平台，组织专家指导学校改进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探索一条立足学校现状通过

联盟推动学校发展的新路子[5]。西安市的校际教师专业发展联盟组织与决策机构为“联盟教学委员会”，

负责联盟学校的教学、教研和教师专业发展三方面的工作。在“联盟教学委员会”下面设立各校际教师

专业发展联盟。联盟对学校教学委员会的工作有总体部署，各学科教学委员会在校际教学委员会讨论批

准的基础上按照各自的计划从事相关工作。由联盟专家委员会负责引进全国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负责

与师范类高校专家的沟通交流，建立与全国各地优秀高中的广泛联系。同时联盟内部开展各种形式的内

部交流与合作活动，包括组织交流、参观学习、分享经验，通过内部共享实现优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2.3. “师范类高校 + 基础教育名师”协同合作新模式 

为了提升西安市基础教育发展质量，促进基础教育与师范类高校教师教育类课程改革，在西安市教

育管理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师范类高校积极调动校内资源，将一流学科建设和课程改革相结合，将高校

智库优势和基础教育一线资源相融合，成立基础教育课程中心等研究机构，打造资源共享平台，由相关

师范专业的二级学院牵头，在专业理论与课程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套“师范类高校 + 基础教

育名师”教育教学协同合作新模式。 

3. 西安市师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存在的问题 

在西安市师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的长期融合和合作过程中，尽管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以及一

些合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合作关系不稳固。该模式合作无法坚持始终，合作初期合作数量和质量较高，中后期合作关

系逐步松散瓦解，最后名存实亡。合作期限的长短，受学校领导变迁和专家课题变化的影响。合作参与

者的积极性较差，被迫参与和敷衍的较多，深层次合作少，形式上合作的多，师范生被边缘化，无法进

行有效的学习。 
第二，合作机制陈旧。机制的建立，一靠体制，二靠制度，通过与之相应的体制和制度的建立(或者

变革)，才能使机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师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的合作机制

仍是一种依靠人际关系运营的机制。 
第三，合作主体缺失。目前师范类高校与中小学校合作基本上属于自愿结合的伙伴关系，缺乏政府

和中介机构的参与。 
第四，合作力量不对等。在已有的合作模式中，中小学校的角色是提供实践基地和实践经验，师范

类高校的角色是提供理论指导和多种在职培训，双方在合作中的力量不对等，中小学校往往处于弱势的

被动地位，师范类高校则处于强势的主动地位。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82


傅心雨 
 

 

DOI: 10.12677/ae.2020.106182 1083 教育进展 
 

第五，合作缺乏科学的规范。由于缺乏契约或协议的规约限制，合作缺乏科学的规范。如中小学如

何与师范类高校合作培养师范生及师范类高校如何保证教师培训的质量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要求。合作

形式以松散结合为主，决策以口头形式认可居多，仅有部分合作学校建立了实践基地并正式挂牌。 

4. 建立西安市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的有效途径 

4.1. 西安市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的新途径——“春笋计划” 

“春笋计划”面向青少年、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的，让具有创造性潜质的高中生在顶尖的实验

室里钻研，在科学家身边成长。“春笋计划”是将西安市内的高校与普通高中联合，通过选拔具有创造

性潜质的高中生进入高校实验室参加课题研究，以及高校专家参与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等方式，培

养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 
“春笋计划”作为探索大学与高中联合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方式和运行机制，自 2010 年实施以来

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师范类高校和普通高中通过该途径取得了非常好的合作结果。这一计划将选拔高

中学生，经过相关知识和能力培训后，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和节假日，直接进入省内高校实验室

或相关课题组，进行体验式、探究式研究。学科领域暂定为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和信息技术(含与此

相近、适应高中优秀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工程领域)。 
例如：该计划实施以来，西安市八十三中学先后有十多名学员获得优秀学员称号，十余个课题获得

优秀课题，五位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学校获得“春笋计划”优秀基地学校称号。以此为积淀，

2016 年八十三中开设了西安市首个“春笋计划”创新实验班，打破了唯分数论选拨和培养人才的理念，

启动了师范类高校和中学联合培养的模式，采用“双导师制”，开启了人才培养新模式。 

4.2. 西安市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的新途径——“科技创新大赛” 

西安市科技创新大赛分为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两个板块，活动内容包括竞赛活动和展示活动两个系

列。竞赛活动包括小学生科技创新成果竞赛、中学生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竞赛；

展示活动包括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比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比赛及青少年科技创意竞赛。 
西安市创新大赛以各区县组织的基层竞赛活动为基础，参赛者要首先参加基层的竞赛活动。区、县

的竞赛由各区县科协牵头会同教育局组织专家评委进行评审，严格按市上分配名额上报项目。在每年举

行的科技创新大赛中，许多科技项目都是在西安市相关师范类高校的教师指导下，在师范类高校实验室

或者中小学实验室完成的，充分发挥了师范类高校与中小学的科技互动。 

4.3. 西安市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的新途径——“五大学科竞赛” 

五大学科竞赛指的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这五大学科。学科竞赛的内容一般涉及大

学的内容，竞赛题目复杂且灵活。因此，完全依靠普通高中的师资力量，很难对参赛学生做出高水平的

辅导。根据我国现行的情况，一些 985 和 211 高校自主招生总是会对五大学科竞赛的获奖者抛出橄榄枝，

所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加学科竞赛还是有必要的。 
在参加五大学科竞赛的学生辅导过程中，往往是高中教师担负基础培训任务，师范类高校教师担负

提高培训的任务，在师范类高校与普通高中的良性互动下，最近几年，西安市的普通高中的学科成绩得

到了极大的提高。 

5. 结论 

总之，服务西安市基础教育，既是对师范类高校的挑战，也是师范类高校发展的机遇。师范类高校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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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树立主动为西安市基础教育服务的意识，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信息、设备资源，为基础教育输出

优秀的教育资源。在西安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把相关师范类高校发展与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有

效联系起来，三方共同参与，共建平台的有效途径，形成师范类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与学前教育、师范类

高校师范本科专业与义务教育、师范类高校师范研究生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三个有效联动机制，以提

高西安市师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学校协同发展质量，实现西安市相关师范类高校与基础教育学校参与 
“校–官–校”合作共赢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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