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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育改革工作的深入影响，我国基础教育

的办学模式也逐渐向多样化发展，中小学与高校实施联合办学即是现阶段常见的

基础教育办学模式中的一种。本文即对联合办学从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意义和现

阶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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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与高等院校联合办学模式是指，由中小学依照和平、自愿等原则进行

协商，以协议作为基础与另一个高等院校及其院系在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教育科

研及学校经营方面建立的合作关系[1]。在这种办学模式下，尽管各类合作关系中

的合作领域、合作背景与合作情况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即通过合

作办学提升双方的办学效益、办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的双赢目标。

一、中小学与高校合作办学的常见模式

    （1）准附属办学模式。此种办学模式之所以称之为“准附属办学”，是由

于此类学校较传统附属学校的模式不同，不属于高等院校的下属教育机构，学校

拥有自身的独立产权，资产不归高校所有，与高校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是合作

关系。在此种合作办学模式中，高等院校不负担保障合作院校额教育经费，相对

应的也无权干涉其人事变动。“准附属”办学与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学校的共同点

是可以在协议规定范围内使用高等院校的校名并接受高校指导，可以说，此类学

校即是传统意义上的“挂名学校”[2]。

    （2）作为高校所属院系实验学校模式。此类模式是传统意义上的附属学校

模式，也是中小学与高等学校合作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办学模式之一。在此类模式

中，中小学与高等院校的下属院系合作，以协议方式作为高等院校的实验学校或

实验基地办学。以目前的合作案例作为参考，在此类模式下的中小学选择高等院

校，主要是依照是否具备得出科研成果的实力与是否可以促进其形成办学特色作

为选择标准的。与准附属办学模式的不同点在于，准附属中小学在选择高等院校

是往往看重的是高校的形象，但在实验学校模式中中小学更看重的是高校的科研

能力和师资力量等可以提升自身教学能力的条件。



    （3）联办非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模式。此类模式通常在中学与高校合作中应

用，依照两所学校的自身优势进行非基础教育阶段的联办教育。通常而言，是由

中学依照自身生源优势与地理条件优势成为高校的合作对象，在提升本校师资学

历的同时为高校提供闲置学校资源（如校舍与教学设备等），是一类可以联合提

升经济效益的合作模式[3]。

二、中小学与高校联合办学的意义

    （1）中小学可以通过与高等院校合作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做到对学校整

体面貌的改变，有助于学校对外树立新形象。由于中小学间存在的竞争关系较为

严峻，学校形象在竞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通常而言，学校树立并完善

一个优秀的整体形象所需要耗费的时间较长，通过与知名度较高的高等院校合

作，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到提升高校外在形象的效果，有效提升学校竞争力。

    （2）通过与高校的合作，中小学校可以获得相较自身办学更为丰富的教学

资源。由于地区经济与历史发展等原因，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学资源分配不

均的问题，中小学的教学资源往往容易更偏向“重点”中小学，这使得在地区中

的其他中小学在教学资源上就处于竞争劣势，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与师

资力量，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中小学依靠高校拥有了获得更多教学资源的可

能性。

    （3）中小学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可以为中小学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常规而言，中小学与高校合作办学的目的往往是提升学校自身的外在

形象、师资水平与教学质量等学校实力以达到提升学校办学效益的目的。在这样

的目标基础下，希望与高校达成合作关系的多是自身在地方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学

校[4]。此类学校对合作办学具有较高期望，又由于高校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中往往

更为谨慎，在双方都重视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合作对于双方的效益与影响也就更

为显著。

    （4）通常而言，在办学合作中，中小学得到的合作利益是较为显著的，但

这不意味着高校在这段合作关系中没有获利。对于高校而言，想要提升自身的发

展空间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潜在教育资源，通过扩发教育服务的范围与内容，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高校自身的潜在教学资源，通过与中小学校的合作，也可以起

到利用自身的无形资产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途径。



三、现阶段中小学与高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小学与高校合作的办学模式现阶段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仍处于教

学模式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一些问题。就目前发展情况而言，两方的合作仍停留

于以教育服务与相应报酬形成协议的合作层面，仍未发展为更高阶层——即股

份制合作的合作模式。这样的情况下，高校仅仅是“出售”自身的教学资源，而

对中小学的发展情况没有实质性参与和风险的承担，不利于高校提升自身的社会

责任感与合作积极性，易造成在合作后期对于合作的懈怠。除此之外，中小学在

合作中往往易陷入只注重高校的形象，忽视了在教学资源与科研能力方面高校做

能提供的力量，导致合作结构较为脆弱，中小学校也无法做到对自身实力的有效

提升。

四、结论

    在实际合作中，中小学校与高校间如果可以达成深入合作的模式。可以对中

小学校综合实力的提升起到直接性的作用，帮助中小学校提升在当地教育资源竞

争中的地位与机会。对于高校而言，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可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

位与隐性教育资源的目的[5]。总结而言，中小学与高校间的合作对于双方而言都

具有一定效益，通过深入合作交流，可以起到对双方综合实力提升的双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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