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镇（场）中心学校、县直各学校：

为促进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均衡发展，缩小校际之间差距，全面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随县成立“教育联合体”，实现教育联合体学校之间资

源共享、交流互补、共同进步。现将《随县推动教育联合体发展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按文件要求，抓好落实。

随县教育局

2022年 12月 14日

随县推动教育联合体发展实施方案

教育联合体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平台，实施教育联合体

改革是缩小校际之间差距，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

县在随南、随北和随中分别成立了三个教育协作区，在促进学校同步发

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

进，协作区办学在活动组织、活动内容、活动数量、活动方式、活动成

效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合我县当前教育现状，为进一步深化

教育改革，建立校际合作共生机制，创新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保障教育

资源的充分利用和高效共享，促进各级学校办学条件及内涵发展的高位

均衡，特制定此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指导，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

域组建教育联合体，以“共同缔造”理念为引领，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目标。

二、建设模式

结合随县实际，教育联合体（以下简称教联体）建设形式分融合型

和共建型两种类型。

（一）融合型教联体

融合型教联体是以 1所核心学校牵头，与 1所或若干所学校组合，

实行以总负责人（或单一法人）制为主的办学形式，教联体内人事、经

费、教学教研、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实行一体化管理。随县第一批设

立 1个融合型教联体试点，为殷店镇小学教育联合体。以殷店镇中心小

学为核心学校，统一管理镇域内其他小学；第二批融合型教联体根据情

况组建（具体情况见附表）。

（二）共建型教联体

共建型教联体是有 1所牵头学校，与 1所或若干所学校采取集团化、

联盟校等形式联合办学，各学校法人不变，教联体内管理干部和教师队

伍有序流动，教育教学资源常态共享，办学质量实行捆绑考核。随县第

一批共建型教联体共 2个，第二批共 7个（具体情况见附表）。



共建型教联体教育管理做到六个联片：

一是联片开展培训。充分利用成员校的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

手等名优教师资源，结合成员校教师队伍的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师

培训活动，发挥名优教师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各教育联

合体组建自己的名师工作室，培养带动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根据教联体

教师的短板、弱项，有选择地邀请专家进行专题培训，提高教师培训工

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是联片举办活动。认真梳理教联体成员学校在教学、教研、教师

专业成长、课堂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集中优势资源加以攻关；开展

有利于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思想道德建设的德育主题活动；通过共同举

办师德报告会、主题班（队）会、演讲比赛、歌咏比赛、科技制作比赛、

体育竞技比赛、艺术节等形式增进成员学校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广泛

交流。

三是联片组织教研。制定教联体教研计划，按各成员学校的学科教

学实际和师资状况分配教研任务，定期组织成员学校跨校开展教研教改

活动，实行同研共商，努力实现优势互补；教联体内每学期至少开展一

次联合教学质量检测，做到“时间、命题、阅卷、评价、分析”的统一；

创新教研方式，通过网络视频进行研讨，为不同学校的同年级、同科目

教师搭建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教研平台。



四是联片互动交流。按照省市关于教师交流文件精神，按照“合理

流动、优势互补、城乡互助、校际联动、共同进步”的原则，通过对口

支教、下乡送教、蹲点帮扶、示范指导跟岗锻炼等方式将成员学校之间

的领导、教师进行交流；要建立教师交流档案和奖励机制，在评优评模

和职称晋升中向交流教师倾斜；教联体要建立完善城乡、校际师资交流

信息平台，促进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传播和推广，提高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

五是联片共享资源。强化各成员学校之间在管理制度、课程资源、

教研培训、文化建设、评价体系等“软实力”方面的融合和共享；学校

要将本校的实验室、图书室、艺术教室、电子备课室、多功能报告厅等

功能室、活动场馆和现代化技术装备向其他成员学校全面开放，满足兄

弟学校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中小学教育联合体是一个共同组织，各

成员校要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思想，在管理模式、教育方法，

名优教师培养等方面，要实现全面共享。

六是联片同步教学。教联体统筹管理教育教学活动，构建“五同步”

（教学计划同步，教学进度同步，师资培训同步，学业评价同步，学生

成长同步）工作机制，实施紧缺学科教师走教制，建设在线课堂，使“同

上一节课”成为常态教学模式。县教育局每学年对教育联合体进行捆绑

考核，重点考查联合体办学运行情况、各成员学校发展性评价、学生学

业综合评价，以及师生、家长的满意度测评情况。根据考核结果对优秀

教联体予以奖励。



三、实施步骤

（一）第一阶段（2022年 11月底）。教育局组织调研，拟订实施

方案，落实教联体试点申报工作。

（二）第二阶段（2022年 12月底）。组织各试点教联体启动建设，

完善学校章程，制定相关制度，并开展研训工作。

（三）第三阶段（2023年 12月底）。收集整理第一批教联体典型

经验，组织全县推广学习，开展第二批学校教联体建设工作。

（四）第四阶段（至 2024年底）全面推进。完成各级各类学校教

联体建设。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教育局成立教联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局其他

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股室及二级单位负责人、牵头学校党组织书记

（校长）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基础教育股，局分

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教联体各类建设问题。各包

片领导要积极参与教联体各项制度、计划、方案的审定，在教联体开展

活动期间要全程参与指导。

（二）明确管理职责



融合型教联体核心学校校长为本教联体的主要负责人，各成员学校

校长为成员，统筹本教联体工作各项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教联体活动的

组织与开展、安全与管理，负责成员学校工作的考核与评价；定期组织

召开由各成员学校校长参加的联席会议，共同审定工作计划，商议开展

联合活动的重大事项。共建型教联体由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召集各委员议

定联合体重大事项、推进共建。

（三）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共建型教联体日常活动经费从教联体各成员单位的公用经费中统筹

10％，由牵头学校按照公用经费规定的用途使用，年终据实结算，多退

少补；大型活动开支需报请教育局批准并予以经费支持。支持企业或个

人赞助教联体开展有关活动。共建型教联体成员单位对各自经费的管理

和使用权不变。融合型教联体的公用经费按成员学校分别预算，统一管

理使用。

（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教育局每学期对各教联体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核评价，每一个教

联体将作为一个整体列入考核对象，按照学期初下达的学校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逐校进行考评。

附件：随县融合型教联体和共建型教联体名单

附件



随县融合型教联体和共建型教联体名单

一、第一批融合型教联体（1个）

殷店镇小学教联体（殷店镇域内小学）

二、第一批共建型教联体（2个）

1．炎帝学校教联体：炎帝学校牵头，由炎帝学校、烈山湖学校、厉

山镇中心学校、厉山镇第三初级中学组成；

2．洪山镇中心学校教联体：洪山镇中心学校牵头，由洪山镇中心学

校、洪山镇第一中学、洪山镇双河学校。

三、第二批融合教联体（17＋）

除殷店镇外其他 17个镇（场）成立辖区内以中心小学或其他优质小

学为牵头学校，覆盖其他学校，成立 1－3个教联体（原则上每个教联

体不超过 5所学校）。

四、第二批共建型教联体（7个）

1．尚市镇中心学校教联体：尚市镇中心学校牵头，由尚市镇中心学

校、尚市镇第二初级中学、高城镇中心学校、神农学校组成；

2．澴潭镇中心学校教联体：澴潭镇中心学校牵头，由澴潭镇中心学

校、安居镇中心学校、新街镇中心学校组成。



3．殷店镇中心学校教联体：殷店镇中心学校牵头，由殷店镇中心学

校、殷店镇东坡中学、殷店镇天河口中学、草店镇中心学校组成；

4．万和镇中心学校教联体：万和镇中心学校牵头，由万和镇中心学

校、万和镇桃园中学组成；

5．小林镇中心学校教联体：小林镇中心学校牵头，由小林镇中心学

校、淮河镇中心学校组成；

6．均川镇中心学校教联体：均川镇中心学校牵头，由均川镇中心学

校、柳林镇中心学校、三里岗镇中心学校组成；

7．唐县镇中心学校教联体：唐县镇中心学校牵头，由唐县镇中心学

校、唐县镇第二中学、万福店农场中心学校、吴山镇中心学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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