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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推进重大民生工程高

中园建设，其意义非同寻常。这是深圳市基础教育

领域的首创壮举，在深圳市、广东省乃至全国都难寻

先例。首批四大高中园由深圳市实力最强的四大名

校高配置、高起点办学，是市委、市政府为实现优质

教育资源广覆盖，积极发挥名校辐射效应而设置的

市属公办高中园区，以“园区式”的办学样态为深圳

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带来新突破。

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中园是深圳市四大高中园之

一，主要是依托深圳市高级中学集团的优质办学资

源建立起来的。该高中园位于深圳市东部的生态高

地龙岗坪地，紧邻国际低碳城，坐山拥水，拥有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被誉为“最美森林高中”。园

区用地面积约 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0.7万平方

米，园区内有四所新办高中，即创新高中、理慧高中、

文博高中、有为高中，总共有 192个教学班，能提供

9600个学位。

一、一以贯之的理念传承

在短短 26年的办学历程中，深圳市高级中学实

现了从“深高速度”到“深高质量”的飞跃，从“深高质

量”到“深高品牌”的沉淀。2016年，学校乘势而上，

成立“深高集团”。2022年，经过6年的探索，集团化

办学正式迈入崭新的2.0时代，实现了又一次跨越。

如今，“深高集团”规模达到七大校区、十所学

校，跨越福田、龙华、坪山、龙岗、盐田五个行政区，涵

盖小学、初中、高中三种办学样态，是深圳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中体量最大的教育集团。

“深高集团”充分发挥“名校+”效益，在较短时

间内改造和创办了多所学校，可以说办一所成一

所，办一所优一所，集团化办学的成效有目共睹。

但不可否认，在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深

高集团”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一是集团内部协作

上时间损耗的问题，跨区域、远距离等因素，制约着

各校区间的深度合作；二是集团决策针对性不强的

问题，各校区间存在客观差异，高度集中的集团决

策难以做到精准适用；三是集团优质资源的稀释问

题，需通过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促进优质资源的

整合、生成与交互，走出一条避免优质资源过度稀

释的新路。

对此，“深高集团”立足多年的基础教育集团化

办学实践经验，系统性探索集团化办学的治理体系

和治理方式，构建“集团化智慧生态体系”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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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集团内资源共享、文化共建、特色融合、管理一

体，成员校从“文化复制”走向“互动互生”，从“资源

稀释”走向“无限研创”。

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中园依托集团化发展优势，

以及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环境，提出“融合新生态，

共育新人才”的理念，突破传统的高中办学样态，尝

试多元联动、资源共建、泛在学习、群落共享、智慧

联通等多种方式，真正实现教育新生态。高中园四

校一体，上承深圳市高级中学优秀基因，又别开生

面、各创新风，四校错位发展，形成良性竞争、特色

互补和资源共享的良好格局。高中园各校区有单

独的管理区域，通过围墙予以分割，也有连通通道，

便于管理的同时保持校区间融合。打破四校之间

的特色实验室、功能室、科创中心、艺术中心、体育

场馆边界，所有场馆由四校共享。四校师资、课程

共享，学分互认，力争实现四校共创、共建、共享、共

赢的目的。

二、和谐共生的办学定位

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中园各校负责人，均来自深

圳市高级中学。继承了“团结协作、敢于成功”的精

神基因，以及“分布式治理”的管理经验。自开办以

来，高中园以教育园区为枢纽，打破封闭体系，倡导

群落化的自组织治理，构建集群式资源供给与管理，

形成基础教育资源的集聚高地。

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中园注重借鉴龙头教育集团

的办校经验，逐步明确园区各校面向未来的使命及

发展定位，发挥各校自身优势，促进校际、人际的最

优交集，搭建有温度的人文共生教育新生态，带动校

际协同成长，实现园区多元发展，充分发挥高中园办

学的整体优势。

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中园注重优势师资、特色资

源、校级课程分享，构建单个学校不易建设的空间场

域，建立全新的泛在学习体系，充分体现一园多校的

互学互助、共享共进的教育优势，打造一体化育人平

台，突破传统的高中办学样态。通过高中园的办学

平台，建立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学校与企业、学

校与高校联动的协同育人生态圈，促进学校资源和

社会资源的共享，充分体现集群化资源整合、一体联

动的资源共享优势，打造超越传统高中学校的升级

版教育场域、准高校的学习生态，构建面向未来的教

育集群。

这一生态圈包括：一是生态化的协同机制，打破

封闭体系，实现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共享，构建集

群化资源供给与管理机制。二是面向未来的育人模

式，旨在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具有批判性思

维与问题解决能力、主动进取的创新型人才。三是

集群化办学模式，建设具有跨界与融合特点的资源

协同、课程协同、师资共享、“大高衔接”、研创合一的

学校发展模式。四是园区化的学校集群建设，建构

高度接近于大学校园的“园区化”生存样态，“像上大

学一样读高中”，建立全新的泛在学习体系，基于数

字化工具重构师生互动关系，建立广泛多样的学习

共同体，重构教室、功能室布局等，以校园新样态迎

接未来新要求、新挑战。

目前，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中园已经初步确立四

所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

创新高中，高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旗帜，构建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眼界、创新思维、创新方法

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养成追求卓越、不

断突破的精神品质。

理慧高中，创新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路径，构建加

强学生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基础学科素养的课程体

系与教学模式，为学生融入高校教育，打下扎实的研

究性学习基础。

文博高中，探索文明先导人才培养理念，构建培

育学生文化素养、文明视野、人文底蕴、全球思维的

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为实现中国式现代生态文明，

培育“人文厚重、哲思深邃、洞见未来”的先行者、建

设者和传播者。

有为高中，建设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培育学生问题意识、研究习惯、工具素养、解决问题

能力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旨在为民族复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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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高素质建设者，为技术深刻变革培养卓越工

程师。

三、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合作”

“一体化”“集群化”“融合”等都是高频出现的词，反

映出一定的行动路径。“合作”强调具体的行为与手

段，“一体化”强调结果与目标，“集群化”重在资源整

合和竞争力提升，“融合”则突出命运共同体与互联

互通。[1]

在区域范围内实现资源、实践与制度等相关要

素的优势互补与区域整合[2]，在区域范围内建立更紧

密的合作和联盟关系，促使各教育主体有序分工、错

位竞争及全面协作，促进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

高中园集群化办学的目标和追求。[3]

集群的概念在《大辞海》里属于环境生物学范

畴，是指生物界中社会群体生活的现象，后被用于经

济学领域，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思维

和政策工具，并以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等概念被众人

熟知。[4]集群化概念启发教育管理者加强教育资源

的整合，通过各要素在区域范围的有效流动和优化

配置，实现区域教育的整体提高，促进区域内各学校

的共同繁荣。[5]

有鉴于此，可以将教育集群化视为区域一体化

战略下教育组织的创新形态，主要通过集聚学校资

源、融合教育要素、共享教育资源、推进合作互动、避

免无序竞争等，实现教育集群的累积效应、整体效应

和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相

较于联盟型、紧密型集团等概念，集群化办学除了共

有的区域相邻、资源共享、合作互动等一般性特征

外，需要强调的是，它不是若干所学校的简单聚合，

而是需要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机制创新，累

加放大学校的内在功能，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化学

反应”。

(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形成“和而不同”的集群

文化

高中园作为集群化办学模式，代表了园内学校

的共同利益。高中园的行政运行，是以优化配置教

育资源、推进存量优化、提升教育质量为目的的过

程。因此，高中园从底层逻辑上就需要根植目标共

识，汇聚“点—线—面—体”多维合力，形成“和而不

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集群发展文化。“和而

不同”的“和”，是指各成员能够和谐共处、合作共赢，

更是要强调在共同目标下学校之间的融合发展，因

而在统一目标下的单点创新或多点联合突破，均能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以集群共生的视角，培育教育大生态系统

如何在共同发展的目标共识下，构建自适应的、

良性发展的集群化办学模式，最重要的是培育能支

持多元集群共生共长的大教育生态系统。

回到集群的生态学本义，生物群落的生长和

延续需要生态环境的支持，整个森林体系的孕育

离不开参天大树之间的呼应和联系，以及阳光、水

源、动植物、菌群等方面的协作，以维持生态系统

的平衡和自洽状态。相对应地，集群化办学作为

教育学领域的概念，它的生长壮大也需要以跨领

域的视角进行集群生态的建构，包括学科集群、科

研集群、后勤集群、师生社群等各种群体的支持，

同时更需要政府、社会多方力量在大教育生态系

统建设中发挥作用。

(三)以协同化发展，构建“知识生产”新模式

集群化办学是一项主动作为的重大举措，需要

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生成学校内部的“由下而上”的

创新推力。事实上，科技研发、重大创新，往往不是

来自行政命令，而是源于教师、科研人员聚集在一

起，经历了交流讨论、分享启发、思维碰撞、反思体悟

的过程。当前，学校教育的根本属性正在从“知识传

播”定位转向“知识生产”定位，而知识的生产模式正

在从“以学科为基础”转变为“以问题为导向”和“以

知识集群为特征”的模式。协同研究正在成为知识

生产和创新的新样态，[6]从而成为教育集群化发展的

底层逻辑。

在建设过程中，高中园管理团队不断梳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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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校准工作角度，修订工作方案，初步形成高中

园“四大平台”的价值定位。

一是以联合党委会为领导，构建园区管理平台，

强化园区治理。成立高中园联合党委会，实行高中

园党委会议和行政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研究

决定高中园长远的或阶段性的重大事项，并建立相

应的决策程序与议事规则。建立“决策授权”机制，

为各校区赋予专门化的决策领域，形成以“分布式决

策”为基本逻辑的“智慧联动”体系。

二是以课程研发中心为主体，构建资源整合平

台。建立高中园课程研发中心，作为资源整合主体，

汇聚高端资源。以课程委员会为领导，集结多方智

慧，邀请著名高校教授、著名学者以及社会贤达，精

心汇聚高中园学术资源，协同建设育人共同体、教育

改革实验基地、科研探索实验室等，通过协同增效，

促进最优化发展。

三是以未来教育研究院为载体，构建科研平台，

促进教科研协同发展。成立高中园未来教育研究

院，聘请国内顶级教育学者担任研究院名誉院长、专

家委员会成员，打造顾问团队、智库团队、督学专家

团队等组成科研平台，开展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定

期研讨和科学化指导，为师生提供学科前沿、未来视

野等方面的科研引领。

四是规范数据管理，创建智能化评价平台。建

设高中园数据中心，规范数据采集和管理标准，汇聚

学校应用和信息系统的数据，打通数据孤岛，通过数

据中台统一数据管理，并为智能化评价系统的建立

提供支撑条件。

基于对“集群”概念的深入研究，深圳市高级中

学高中园作为集群化办学主体正在尝试推进以下

行动：

一是深入分析生源特征和资源特点，组建相契

合的学科集群和科研创新集群，发挥优势学科的示

范性作用，形成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整体匹配、相互

支撑的运行机制。

二是探索形成高中园教育集群的“群”特征、

“链”结构和“网络”形态。园区管理者主动调整学

科、课程管理机制，明晰教师专业化发展路径，深入

分析各工作链的上下游关系，以及与外部要素的协

同关系，把人力与资源融合于课程建设和教育创新

之中。

三是提升补短板、扬优势的意识，发挥高中园行

政机构对园区学校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高中园主动

对接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和区域教育需求目标，主动

衔接高校人才贯通培养路径，主动融入新时代教育

发展格局，集中力量构建高质量的教育场域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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