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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有研究述评

（一）关于教育集团的研究现状

教育集团是 20 世纪末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办学形式，尤其近十年逐

渐成为热门教育话题，广受关注，课题组查中国知网里包含“教育集团”的标题文章共有 112

篇，其中吴支奎、黄丽丽老师的文章《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内卷化”困境及其纾解》、谢辰

老师的《由新建走向成熟:影响基础教育集团效能的核心要素——基于 60 个优质基础教育集团

文本的质性分析》、倪娟老师的《集团化办学:推进区域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就集团化办学的

理念、制度、机制方面，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出具有引导和借鉴的建议。但就某一学科

如何实施跨校联组教研机制研究并不多见。

（二）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现状

关于教育集团校本课程开发，坚持教育集团集体编写与个人编写相结合，但集团教师外出

参加教研、培训活动常常“脱不开身”，规模化教研活动校本课程开发开展有困难。关于校本课

程实施的策略，大多是从教育行政管理者角度提出，立足一线教师视角的研究较少，缺少具体

的实施策略，忽视教学方法的渗透和核心素养的培育。但也有一些研究值得借鉴，如徐玉珍老

师提出课程开发的五种方式；安波老师提出的立足核心素养、融汇多元特色的课程校本化实施

理念；李继、邓勇攀老师以《人物性格分析》课程为例，探索一套以学生发展为基点的校本化

实施方案。

（三）关于国外教育集团校本课程的研究现状

关于国外的教育集团校本课程研究不多，20 世纪 70 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国家课程

校本化实施，柴改改老师通过对英国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轨迹的总结，得出英国开发校本课

程的经验，要重视制度权利保障、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平衡发展、校本课程开发的伙伴协作

等方面。

二、对课题的认识与理解

含核心概念界定、研究的价值与主要观点等。

（一）核心概念界定

1.基础教育集团化

基础教育明确集团化教育对象的群体范畴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特殊教育，

基础教育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教育集团是校际间动态的网络关系，不等于“集

权化”和“同质化”，通常指的是一种由多家教育机构组成的联合体或集合体，通过优化要素实

现管理共建、师资共配、研训共联、文化共育、资源共享、质量共升、发展共赢、知识互动等

样式，实行多校协同、抱团发展，建立扁平化管理体制和采取项目化管理方式，推动各校优势

互补和互促发展，建成具有品牌效应的规模优势的现代化一流高级组织形式。



2.校本共契课程

“共契课程”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以教育集团共生之存在为前提，实行学校与学校、

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共契通达，即教育集团成员学校之间

践行目标共识、人文共润、培训共育、资源共享、课程共建、项目共研、反馈共评，以优质的

教育资源和敞开的数据信息为展开的生生不息的互通有无，实施教与学学科管理、质量管理、

课程教学、教师培育、考核评价一体化，通过跨校区学科研修和共契，来共创美好的教育大家

庭。

3.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背景下校本共契课程建设研究

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背景下校本共契课程建设研究，是教研共同体以课程开发与实施为途

径，聚焦学科特质与思维素养，采用集团教研、网络教研、综合教研、主题教研以及教学展示、

现场指导、项目研究等多种方式，实施校际联动、教师互动、学科共建、资源共享的跨校区特

色校本教研，来帮助学生提升思维、拓宽视野、增强实践创新能力，以提升跨校教研针对性、

实效性，促进校本共契课程教研的学科共同体建设。

（二）研究的价值

1.集团层面

以“基地示范、板块融合、强弱搭配、地域临近”为原则，强化集团化办学在课程开发中

的伙伴协作力，建立核心素养与课程标准的内在共契联系，力图帮助集团内部各校从需求论证、

整体规划、目标设计、学术引领、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升课程教研品质，使得校本课程的开发和

实施从无序低效走向有序高效。

2.教师层面

成立集团教研共契工作中心组，由集团内业务精、能力强、负责任的优质学校教研组长担

任中心总组长，中心教研实行总组长负责制、基地分校教研组长联系制，采取校际师徒结对、

共研科研课题，有助于发挥教师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教师的专业成长从“一枝独秀”到

“校校精彩”。

3.学生层面

成立集团化学生发展中心，开展“以点串整式共契联动集团教研活动”，集团内部各学校

轮流坐庄，盘活教学资源，让更多的学生参与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等领域，提高

学生的核心素养，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意识，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三）主要观点

集团化办学要提升教师对集团核心价值的认同程度，提高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和教育服

务能力，找到适合本土的成功教育样本，就需要在实践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和给出应策。教

育集团要根据自身特色和学生需求实行跨校联盟教研，精准把握学情动态数据，转变教育教学

方式，激发师生主体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优化学科教育资源和育人实践范式。基于对基础教



育阶段教育集团共契发展问题和现有“双新”校本课程共契开发问题的思考，提出以下几点设

想：

1.集团学科跨校区主题教研，更新校本课程共契开发理念

专业驱动是园区高中共同体跨校教研的基础。集团教研工作中心组以“合作、联动、共享”

的方式，聚焦教育教学问题，激活学生探究思维，立足教学方法的提升推进课程改革，实现课

程观、教学观、知识观的转变，促进教师专业提升。

2.集团推动学校层面项目合作，更新校本课程共契实施策略

集团层面推动校际层面教研项目合作，认真落实主题式学、项目式学、混合式学、协作式

学、自主式学、全链式学，加强发现教育育人模式的案例实施研究；掌握网络教育资源的搜集、

跨学科融合方法的实施策略，构建有意义的生活情境引领学生发现、探究、解决问题。

3.集团层面的基地校联动辐射，更新校本课程共契评价方式

校本课程评价导向是集团跨校教研的关键。通过集团教研工作中心组的研究，使教师评价

更关注学生在人文情怀、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过程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要有机结合学生的思维素养发展水平，这样才有助于集团教师联动辐射形成独有的教

学风格和教学特色。

三、研究的目标与内容

（一）研究目标

1.基于课程内容的集团化开发，解决学科思维素养如何在校本课程中设计的问题。

2.基于课堂教学的集团化实践，解决学科思维素养如何在校本课程中培育的问题。

3.基于评价方式的集团化创新，解决学科思维素养如何在校本课程中检测的问题。

（二）研究内容

1.基于学科思维的集团化校本课程的开发途径研究

集中集团化办学的优质资源，借集团之“长项”补成员学校之“短板”，以落实思维素养为

目标，以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为导向，从需求分析、目标设定、架构编排、内容选择、教学设计等

方面整体规划和设计教研活动，深入研究校本课程开发的途径与策略，形成科学合理的集团化校

本课程开发规范。

2.基于学科思维的集团化校本课程的教学策略研究

建立集团化网络学科教研平台，凸显教学的主体性，突出课程教学的实用性：在课前采取导

学单、云微课、云问卷、云讨论等形式实行自主学习，在课中采取前学反馈、进阶课程、协作探

究、展示评估等形式实行合作学习，课后采取分层作业、课后问卷、拓展资源、在线答疑形式实

行个性学习。

3.基于学科思维的集团化校本课程的评价方式研究

建立基于思维素养发展水平评估的校本课程评价标准，通过对集团化校本课程的评价主体、



评价指标、评价方式等加强研究，将校本课程过程管理落到实处，形成符合学业质量要求的多维

度评价以促进学生思维素养的发展。

4.立足课程集团化校本化实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通过研究校本课程开发实施过程中的教师活动，融合集团联盟多种教育优质资源，关注教师

通过课程校本化发展自身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教育理念、教学智慧等，跨校交流共推教师和

学生发展，形成走向“相忘于江湖”的共生教育理想境界。

四、研究计划

含研究阶段、研究任务、责任分工及阶段性研究成果等。

(一)研究阶段

1.第一阶段准备（2024.3—2024.7）

进行集团化课题方案的提出、分析与沟通；组织课题相关调查实施和论证；开展课题的申报

工作和文献研读；就集团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实施的内涵、意义、途径和保障进行课题组研讨。

2. 第二阶段实施（2024.7—2025.8）

配合集团化课程建设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开发并实施多样化和优质化的校本课程；定

期参加课题研究和专业培训，通过专家引领和学术研讨提升课程实施品质；及时总结校本课程开

发与实施的心得体悟，反思改进不足之处；撰写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

3. 第三阶段总结（2025.9—2026.12）

撰写课题研究结题报告，汇总校本课程的课件、教案、论文等成果；完成课题结题工作进行

成果推广。

(二)研究任务

1.适情研究

立足现实，注重将校本课程与社会需求、学校环境、办学理念、育人目标、文化特点等有机

结合，加强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学习态度、学习反馈等的研究，开发供学校自主选择、

学生自主选修的校本课程。

2. 适性研究

集团化校本研究在实践中融合“集团化+校本课程”的人、时、空等要素，尊重校本课程的

施教主体教师、学习主体学生，实施主体适应个性，以提升教研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

创造力。

3. 学术研究

筹建集团跨校教研中心，聚焦学科特质与思维素养的结合，建立长态化的教研模式，关注个

性化需求，线上线下跨校教研融合，深入分析课程结构优化整合教学资源，加强教学反思。



(三)责任分工

姓 名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专长 课题组内分工

夏月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

高级中学
高级教师 理论研究

副组长，集团语文召集

人，课程理论研究

王文杰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

高级中学
高级教师 实践研究

集团数学召集人，课程

开发研究

徐申叶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

高级中学
高级教师 实践研究

集团英语召集人，课程

开发研究

陈宏奎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

高级中学
高级教师 实践研究

集团物理召集人，课程

开发研究课程实施研究

唐忠才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

高级中学
一级教师 实践研究

集团体育召集人，课程

实施研究

李婧妍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

高级中学
二级教师 实践研究

集团音乐召集人，课程

实施研究

（四）阶段性研究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集团化校本课程实施现状与需求的调查 调查报告 2025 年 9 月

研究活动资料 活动记录 2026 年 11 月

集团化校本课程开发途径与策略研究案例 案例集 2026 年 11 月

集团化校本课程课堂教学案例研究 课件、视频 2026 年 9 月

基于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背景下校本共契课程建设研究 结题报告 2026 年 12 月



五、专家评议意见

侧重于对课题组汇报要点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意见和建议，限 1000 字左右。

课题具有四大亮点，可以支撑课题进行研究：一、研究背景清晰，研究问题明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二、研究方法合理可行，具有可操作性。三、预期

成果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对于理论和实践领域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四、研究计

划合理，时间安排得当，注重创新性和实用性的结合，既追求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

也关注实践中的需求和问题。

评议专家组组长签名：陈汉清

2024 年 6 月 18 日

六、重要变更

侧重说明对照课题申请书、根据评议专家意见所作的研究计划调整，限 1000 字左右（可加页）。若对课题

负责人、课题名称、成果形式、研究内容等有重大变更，需单独提交“变更申请审批表”。



七、鉴定组成员名单及签名（通讯鉴定无需专家在此签名）

八、组织论证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九、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科研处终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科研处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