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2, 11(5), 506-51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5079  

文章引用: 李婷, 陈厚余.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评述[J]. 职业教育, 2022, 11(5): 506-516.  
DOI: 10.12677/ve.2022.115079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评述 

李  婷1，陈厚余2 
1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2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2年8月10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22日 

 
 

 
摘  要 

集团化办学是近年来促进城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也是近年来基础教育的重要研究

议题。但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现状，我们仍不清晰。因此，本研究综述了2005-2020年以来国内中文核心期

刊中集团化办学的研究，综述这些研究的主题、视角以及研究方法，发现：集团化办学主题丰富，中观理

论视角日益清晰，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研究问题难深入、理论视角单一、经验性研究较多等。以此

为基础，本研究认为当前集团化办学研究应多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研究问题、拓宽理论视角。在集团化

办学政策实践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力量，规范集团内各要素的作用发挥，制定集团化办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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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is an important policy measur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basic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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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topic of basic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current state of this research field is 
still unclear. Therefor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n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in 
domestic Chinese core journals from 2005 to 2020, summarizes the themes, perspectives and re-
search methods of these studies, and finds that the themes of running schools in groups are rich, 
and the meso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s increasingly clear,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cluding: difficult to deepen research problems, sing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ore empirical re-
search, etc.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should us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depth research, and broade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erms of the practice of group-based school-running policies, there is a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o standardize the role of various elements 
within the group, and formulate group-based school-running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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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集团化办学是近年来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2012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1]，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通过“集团化办学”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

发展。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教育部分别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

学工作的实施意见》[2]、《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3]、《关于

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4]、《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5]等，进一步明

确集团化办学的模式和机制“完善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体制机制”。2020 年，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完善集团化办学机制”，以“帮

扶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提高办学水平”[6]。 
政策兴起，学界的议论也逐渐丰富。与集团化办学相关的政策文本逐步增多同步，集团化办学研究

也逐步兴起，文献增多。但在文献资料日益增长的同时，作为一个领域的“集团化办学”研究的面目却

仍然不清晰。已有的集团化办学文献综述多数从数据统计角度出发，分析了集团化办学领域的发展阶段、

主题演进分布[7]及主要研究力量[8]，缺乏对更为深层次的如理论、研究方法的呈现。因此，本研究拟对

2005~2020 年间 1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以“集团化办学”为主题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文献回顾，并试图

回答以下问题：第一，集团化办学研究的主题为何？第二，集团化办学研究的视角为何？第三，集团化

办学研究的方法为何？在澄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了集团化办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为

集团化办学政策更好的实施提供了建议。 

2. 研究方法 

为回答本研究提出的问题，笔者首先基于集团化办学的概念框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搜集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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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相关搜索发现关于基础教育集团化的研究主要从 2005 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上提出后逐渐兴起，为了解基础教育集团

化办学的整体发展脉络，因此本文选择的研究时间跨度为 2005~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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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所挑选的文献进行分类和整理，包括三部分，分别是：文献的搜集和筛选、文献的分类和整理以及

数据分析。 

2.1. 文献的搜集与筛选 

为避免文献的疏漏，本研究以“集团化办学”为主题，以“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等为关键

词，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采用高级检索方式进行筛选，剔除了非基础教育类(主要为职

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文献，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时间跨度为 2005 年至 2020 年，本研究仅选择最能代表

该领域研究水平的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

刊登载的研究进入综述，最终获得文献 165 篇。为了保证所选取的文献是学术研究而不是简单的议论，

本研究剔除了没有摘要和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最终保留 101 篇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围绕这些文献展

开综述。 

2.2. 文献的整理与分析过程 

本研究工作分为整理和分类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献的整理阶段，根据文献的发表年份、作者、

主题、关键词、发表期刊、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分析框架、作者工作单位等对文献进行梳理，第二阶

段是文献的分类阶段，根据文献主题类别根据层次分为宏观、中观、微观，宏观层面的主题有教育均衡、

模式与路径、政策过程、社区参与；在中观层面主题包括学校管理、学校治理、学校改进、办学体制的

改进、学校品牌、制度变迁等；在微观层面的主题有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流动、办学经验等 2。 
经过文献的频次分析，本研究整理了这 101 篇文献在研究主题、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

方面的数据信息，将这些数据制成图表以供清晰呈现，并于下文逐一报告。 

3.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的议题 

通过对研究主题的梳理，将101篇集团化办学研究的主题数量级百分比以表格形式呈现(如图1所示)，
研究主题可依次排序为学校治理(27 篇，26.73%)、模式与路径(17 篇，16.83%)、区域治理(11 篇，10.89%)、
教育均衡(9 篇，8.91%)、办学经验(8 篇，7.92%)、师资队伍(8 篇，7.92%)。由此可知，当前研究者们关

注的焦点是集团化办学过程中“治理”问题，尤其是学校治理、区域治理等等，强调学校治理模式的科

学化、现代化；此外，集团化办学的模式与路径的多样化也颇受关注。与之相比，作为实现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教育均衡、办学经验和师资队伍建设等议题受到关注不多，集团化办学的成效

等关键问题仍然缺乏实证研究。然而实证证据是对研究结果的不同解释进行正确排除的基础，也是得出

合理推论从而积累新知识的基础[9]，没有证据的理论研究只能是一种主观构想[10]，因此，在现有研究

基础上加强对集团化办学问题的实证研究，推进集团化办学走向科学。 
文献主题的统计显示，集团化办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从集团发展模式走向具体发展实践。2005 年，教

育均衡与教育优质的张力，催生了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11]。2012 年，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理念已为政府

和社会各界认同，各地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些促进区域城乡教育资源均

衡配置的发展模式，如城乡捆绑发展模式、学校委托管理模式、集团化办学模式等[12]。2016 年至 2020
年，研究倾向于集团学校个性发展，集团学校多样性，且逐渐将视角转向集团化学校的治理实践。集团

化办学逐渐拓展学校治理的命题。如 2016 年，学校治理的分析主要从外部治理、内部治理、治理机制、

制度环境四个方面进行[13]。2017 年，学校管理职能的改进要从组织结构和人员协作方式上体现[14]。2020
年，重构组织和制度体系，建立有效运行机制[15]。 

 

 

2在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的综合性较强，主题涉及较多内容，因此此处主题分类仅指每篇文献所主要涉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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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iled area map of the number of research topics on China’s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of basic education 
图 1. 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主题数量堆积面积图 

4.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的理论视角 

4.1. 研究理论层次统计 

表 1 汇总了 2005 到 2020 年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视角和主题类别。其中宏观视角有 16 篇

(15.84%)，中观视角有 65 篇(64.26%)，微观视角有 20 篇(19.80%)。由此可见，学者对基础教育集团化办

学中观视角的关注最多，对宏观和微观视角的关注较少。其中，在宏观视角层面，学者对区域的教育均

衡问题关注最多；在中观视角层面，学者对学校治理的关注最多，其次是对模式或路径的关注；在微观

视角层面，学者对办学经验和师资队伍的关注最多。 
 

Table 1. 2005~2020 summary table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mes of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of basic education 
表 1. 2005~2020 年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视角与主题汇总 

理论视角层次 主题类别 

宏观 

主题 N % 

政策 2 1.98% 

教育均衡 9 8.91% 

其他 5 4.95% 

总计 16 15.84% 

中观 

学校治理 27 26.73% 

模式或路径 17 16.83% 

区域治理 11 10.89% 

督导评价 6 5.94% 

组织制度 4 3.96% 

总计 65 6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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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微观 

办学经验 8 7.92% 

师资队伍 8 7.92% 

其他 4 3.96% 

总计 20 19.80% 

总计  101 100% 

 
在 101 篇文献中，有 79 篇(78.22%)文献的理论分析框架不明确 3，仅有 22 篇文献的分析框架较为明

确，显然绝大部分的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缺乏分析框架。本研究对 22 篇的分析框架进行编码，分为

一级编码和二级编码。如表 2 所示，在一级编码中，属于中观视角的有 14 篇(63.64%)，属于宏观视角的

有 6 篇(27.27%)，属于微观视角的有 2 篇(9.09%)。在中观视角的二级编码中，主要提到了组织相关理论

和管理相关理论。 
 

Table 2. 2005~2020 summary table of researc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of basic education 
表 2. 2005~2020 年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理论视角汇总 

理论层次(N = 23, % = 21.78%) N % 具体理论 N % 

中观 14 63.64% 

学校组织改进 3 18.75% 

组织关系 3 18.75% 

组织边界 2 12.50% 

学校集群 1 6.25% 

管理职能理论 1 6.25% 

分类管理视角 1 6.25% 

战略管理视角 1 6.25% 

品牌理论 1 6.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1 6.25% 

宏观 6 27.27% 

制度变迁理论 2 50.00% 

政策精英理性主导理论 1 25.00% 

教育生态理论 1 25.00% 

集体行动 2 12.50% 

微观 2 9.09% 场域理论 2 100.00% 

注：1. 有 79 篇文献因分析框架不明确而未计算在内；2. 以文献最主要的研究理论或视角进行统计。 

4.2. 理论指导的集团化办学研究及其发现 

宏观层次 
从宏观层面来看，多数学者致力于勾勒集团化办学整体的生成逻辑，主要是从政策精英理性主导理

论、教育生态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以及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等几个理论视角来论述集团化办学，在这些

理论指导下，研究发现集团化办学是科学理性的，顺应民意的政策决策，同时这项政策本身带有巨大的

 

 

3多数文献致力于陈述单个集团的办学经验或模式，未将集团化办学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关系概念化，这也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缺乏理

论对话，研究不够深入完善，还处于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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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与风险，需要在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过程中树立成本与风险意识，进行制度改进形成良好的办

学环境。 
贺武华[16]从政策精英理论的角度侧重解释了“由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这部分。政策精英理

论是指一群有共同责任、基本认识和共同利益取向的政策精英，将社会问题提升为政策问题，采取一系

列科学措施为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学者发现名校集团化办学就是各级党委、政府、教育系统的领导、

校长、教师等一群政策精英将“上好学难”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进行科学理性的政策决策，

并持续采取措施保障其实施。 
安富海[17]和范小梅、戴晖[18]则用集体行动 4 理论侧重解释了“由两所或两所以上学校组成的共同

体”的路径。他们认为名校集团化办学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动，因此，容易面临“搭便车”、边界意识、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等集体行动的困境。由此，他们认为在组建教育集团时要在满足学校和教师合

理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规约减少搭便车现象；重构组织边界，增强集团内部合法性；关注教育集团

的发展机制和评价标准，鼓励“要素–功能取向”发展观，规避“数据–规模取向”评价观。 
针对集体行动存在的“搭便车”现象，贾建国[19]、范勇和田汉族[20]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分析集团

化办学，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由

政府和法律引入实现的、具有激进、存量革命性质的制度变换过程。他们认为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是强

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容易引起制度供给过剩、互补性制度改革时滞现象、增加办

学的实施成本、摩擦成本和交易成本、学校同质化风险、品牌稀释风险、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现象、利益

冲突现象等一系列阻碍和风险，针对这一系列风险，学者们提出要做好顶层设计，渐进式推进制度变迁，

构建利益激励和补偿机制，加快外部支撑型互补性制度改革，完善内部结构性互补性制度改革。 
对于“促进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周培植[21]利用教育生态理论说明“高位均衡、轻负高质”的

区域教育现代化路径，所谓教育生态，指的是教育生态理论是指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

形成区域教育发展的共同价值[20]。他总结出杭州下城区根据区域特点结合再生性教育生态理论发展的四

种再生性集团化办学模式，包括嫁接模式、联盟模式、移植模式、优特模式，得出推进区域教育现代的

经验是在核心理念上，立大教育观；在价值取向上，以学为主；在教育功能上，发挥多重功能；在理念

引领上，注重理论创新；在战略选择上，追求质量、结构、效益并举的内涵提升；在教育形态上，实行

多元化办学；在发展动力上，学校向社会开放，区域向国际开放；在评价机制上，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

指标及评价主体多元化；在队伍培养上加强名师培养的同时，关注一线教师的成长；在办学条件，加大

教育财政投入。 

4.2.2. 中观层次 
中观层面是集团化办学研究的焦点，聚焦于组织，区别于宏观的政策和个体行动者，学者们讲述了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逻辑。可将此一层次研究的理论路径分为两类，一是“和”的问题，讨论的

是一体化架构下，集团的组织改进、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框架的构建以及集团品牌的打造等校间融合问

题；二是“异”的问题，从集团学校的差异性出发，讨论差异化格局下集团内成员校间的合作与管理。 
学者们运用组织改进、组织关系和管理职能、战略管理、营销管理理论，分析了集团作为一个组织

整体“和”的问题。首先，孟繁华和吕杰昕两位学者利用组织改进理论给予了回答，组织改进理论是指

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相互协作形成了一个组织，而组织是随着实践向前发展而不断演变和深化的。

孟繁华认为目前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可以分为补差模式、嫁接模式和共生模式，通过资源补给帮扶弱势

学校、通过嫁接实现结构调整促进学校共同体发展，通过提升协同作用内驱力，形成共生状态[22]。而吕

杰昕[23]则将集团化办学与英国“自我改进的学校系统”对接；提出从专业发展维度、伙伴关系能力维度

 

 

4关于集体行动，赵鼎新教授认为就是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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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合作资本维度，提升教师专业共同实践性发展、建设分布式系统领导、提升成员学校的社会资本，

促进成员校资本扩散。二者都强调了集团化办学的复杂性，提出了集团共生性发展。 
其次，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组织，会形成相对持久的交易、流动与联结的组织关系，这种组织间的互

动关系会形成各种互动模式[24]。张爽依据组织互动关系总结出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八种互动模式[25]。
通过模式分类发展让人们认识基础教育集团化的问题指向是体制创新和促进优质均衡，提出要不忘集团

化办学初心，在外部合法性的基础上促进内部合法性，重新进行权力的让渡和分配。段恒耀[26]则进一步

从组织关系模式的三大要件：关系联动、资源共享和价值创生着手，探索教育集团的治理机制，提出集

团要形成“合作互助、联动协同、创生共进”的学校发展共同体。 
最后，从管理理论的角度，陈文娇和湛卫清[14]指出目前教育集团的管理实践多是经验摸索，缺乏理

论指导，提出集团管理系统要结合管理职能的基本内容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方面制定集团管理框

架。同样，刘艳萍[15]从学校战略管理角度提出要制定战略目标、进行战略分析、重构组织体系、制定评

估指标，以此增强薄弱学校的内生动能，提高集团化办学效益。所谓学校战略管理就是学校管理者为谋

求学校到可持续发展，在对学校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

制定学校战略目标，拟定、优选战略方案，并组织实施和控制的动态过程[27]。任青华和张建[28]则借鉴

营销学中的品牌理论提出集团化办学要塑造“集团新品牌”，而所谓“品牌”是符合特定消费者的需求，

得到其认同的特点、利益或服务，能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无形资产[29]。学者提出要想塑造集

团新品牌，起到集团资本增值的效果，需要各成员校提供优质高效的教育教学服务、塑造进取的内外形

象、维持稳定持久的内外关系。 
学者们除了在集体层面提出集团的“和”的问题之外，也关注到集团成员校作为一个有边界组织存

在“异”的问题，即一所学校与其他学校有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分界线，在制度规章、成员的行为标

准、文化观念方面都存在差异，对此研究分化为强调分类和协同治理两种路径。一方面学者强调学校之

间的差异，提倡对集团成员校进行分类，如周兴平[30]从分类管理理论视角即将管理对象根据一定的从属

关系、层次或等级特征归入特定的分类系统，以便有重点有针对的管理，提出集团化办学要因地制宜、

因校而异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学者在认识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加速成员校的融合，如张建和程凤春从组织边界理论角

度发现，目前名校集团采用传统的“差距合作”理念，以正式制度规范行为，采用权威主导的校际合作

就会导致成员校间壁垒森严，相互协作困难[31]。因此提出要采用民主平等、双向互动、互利共生的理念

引导，促进集团化资源汇聚和动力激发、优化集团化办学制度环境、发挥协同治理价值。 

4.2.3. 微观层次 
在微观层面，学者多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实践逻辑解释基础教育集团办学，其中教育集团的场域

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社区、家长群体、大学、科研部门等“行动者”所构成的一个关系系统，因此，张

爽[32]认为对教育集团建设的场域行动者进行划分，是更好理解合作中权力实施、能力提升以及资源分配

的基本前提，并提出教育集团的制度安排要“名实合一”，文化建设要“和而不同”，树立集团公共目

标的“价值共识”。段恒耀[33]进一步提出教育实践逻辑是决定实践运行方向的隐形之手，也就是说教育

实践逻辑会影响教育集团的发展方向，而教育实践逻辑是教育场域、资本和惯习互动的结果。因此要求

行动者们在重塑教育场域、资本交换以及惯习影响时形成“共治、共生、理性选择”的实践逻辑。 

4.3. 研究述评 

通过上述理论总结可以看出，在宏观层面，学者们围绕集团化办学是一种集体行动，突出强调了政

策的强制性力量以及集团的模式选择对集团化办学的命运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学者们运用组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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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讨论了集团学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校际合作；在微观层面，学者们

关注到集团化办学内部各要素的作用。总的来说，对集团化办学的研究多聚集在中观层次，对于宏观及

微观的研究较少，因此集团化办学的政策成效如何？集团化办学的具体成效如何？目前的研究尚未清晰

的呈现。 

5.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方法 

5.1. 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统计 

本研究将文献研究范式分类为非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范式，其中属于非实证主义范式的有 81 篇

(80.20%)，属于实证主义范式的有 20 篇(19.80%)。由表 3 可得，遵循非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主要以

经验总结法(72 篇，71.29%)为主，其中有 59 篇(81.94%)为一般的经验总结而仅有 13 篇(18.06%)运用理论

框架进行了分析；其次是文献分析(5 篇，4.95%)和比较分析(2 篇，1.98%)；其他非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包

括了 1 篇概念分析和 1 篇行动研究。遵循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较多属于描述统计(8 篇，7.92%)、问

卷调查(6 篇，5.94%)、访谈法(5 篇，4.95%)和混合研究(5 篇，4.95%)，其次是文献分析(4 篇，3.96%)、
观察法(2 篇，1.98%)和个案分析法(2 篇，1.98%)；其他的研究方法则包括了中介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

分匹配法、可视化分析、回归分析、电话调查、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事后比较法。 
 

Table 3. 2005~2020 summary table of research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of basic 
education 
表 3. 2005~2020 年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汇总 

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 

 一级编码 N % 二级编码 N % N % 

非实证主义范式 经验总结法 72 71.29% 经验总结 59 81.94% 81 80.20% 

    理论分析 13 18.06%   

 文献分析 5 4.95%      

 比较分析 2 1.98%      

 其他 2 1.98%      

实证主义范式 描述统计 8 7.92%    20 19.80% 

 问卷调查 6 5.94%      

 访谈法 5 4.95%      

 混合研究 5 4.95%      

 文献分析 4 3.96%      

 观察法 2 1.98%      

 个案分析法 2 1.98%      

 其他 8 7.92%      

注：1. 本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分类主要参考周光礼和郭卉[28]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分类；2. 两位主要研究

者根据 101 篇文献总结出了经验总结法的两种二级编码；3. 实证主义范式中的文献分析主要作为混合研究的其中一

种方法；4.以文献主要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 

5.2. 研究方法的演变 

从纵向时间来看，由图 2 可见，首先，非实证研究在近十五年间都为主要的研究范式。其中，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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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者运用经验总结法对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进行分析和探索，运用经验总结法的文献数量逐年上升，

到 2019 年达到顶峰，到 2020 年开始减少；同时，运用文献分析方法的文献数量主要体现在 2009、2014、
2015 及 2018 这四年。其次，实证研究在 2016 年后锋芒毕露。其中，运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的文献主要

分布在 2016、2017、2019 和 2020 这四年；运用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收集的文献主要分布在 2018 和 2019
年；运用访谈法进行内容收集的文献主要分布在 2017 和 2019 年；运用研究方法的文献主要分布在 2017、
2019 和 2020 年。最后，整体而言，2019 年到 2020 年间的研究方法种类增加。 

 

 
Figure 2. Trend chart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group-based school running of basic education 
图 2.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方法变化趋势图 

6. 对策及建议 

6.1. 研究主题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具有研究主题丰富、研究内容广泛的特征。在中观、

微观、宏观三个层次中，按照相关研究的活跃程度，可将研究主题主要依次排列为：学校治理研究、模

式或路径研究、教育均衡、办学经验、师资队伍和督导评价等。其中，学校治理和模式与路径研究所占

比重较高。这两大主题也充分体现了中观研究一直是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的重点，是过去十五年我

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的主流。同时，由于集团化办学研究是旨在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学校组

织改进研究，未来学校治理、集团化模式的创新和教育均衡将有可能持续成为研究重点。其余四大主题

包含了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经验探索和集团化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评估体系建设。 
但是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时间较短，实践经验较少，无论在政策领域还是研究领域，其主题

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在研究议题上，注重对集团化办学组件的研究，如加大对集团化办学师资队

伍、课程设置以及集团制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继续挖掘更多集团化办学的具体办学经验。在研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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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集团化办学的研究主体多为集团学校内部及高校学者，政策制定者需要加强对政策的完善改进。

只有通过实践主体和研究主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内在机理和影响机

制，才有可能对集团化办学“是什么”、“应该怎么开展”等问题做出更合理充分的回答。 

6.2. 理论层次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集团化办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革新和组织改进，基于对集团化办学研究理论层次的发展趋势来看，

中观层次理论研究极有可能在之后的研究中占据很大一部分地位。对总体研究理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关注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中观层次理论的文献最多，对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关注较少。因此，在未

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多的运用宏观、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集团化办学问题。 
在对十五年间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中发现，组织关系相关理论视角被用来揭示集团化办学对

学校组织改进的重要性，组织治理视角、组织边界视角、集体行动理论等理论框架则被应用以分析集团

化办学面临的学校治理和校际合作困境。表明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的理论意识日渐清晰，开始凸显

理论研究的深邃魅力。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理论的相似性对拓宽理论视野的不良影响，拓宽研究思路和

研究框架。如在微观层面，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集团化办学师资队伍问题，包括集团成员学校教师发

展、教师交流等问题。 

6.3. 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日益兴盛，其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对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运用非实证主义范式研究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文献占绝大部分，其中以经验总结为主；运用实证主

义范式研究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文献较少，其中以描述统计为主。 
过去十五年的文献回顾表明，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研究存在四类不足：首先，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

的文献以非实证主义范式为主，缺乏实证主义研究。其次，经验总结研究占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的

绝大部分，运用其他研究方法的文献均未超过 10 篇，存在研究方法存在使用不均衡和事实证据不充分的

问题。最后，在实证主义范式中，以描述统计为研究分析方法的文献最多，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浮

于表面，深层次研究欠缺。因此，强化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方法、开发集团化办学研究相关量

表，建立区域集团化数据库，将集团化办学成效量化，获得对集团化办学特征和变化的“度”的把握是

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6.4. 政策实践路径讨论 

基于对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主题、理论视角、方法的梳理发现，研究者提出基础教育集团作为一

种集体行动，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在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是否

需要更加深入的发挥作用？在基于集团发展自由度的基础上，制定教育集团的基础办学标准，依靠行政

力量促进集团化办学优秀经验的复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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