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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视点

后普及时代的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

张汉林

摘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部

署，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是该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中教育普及之

后，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历经十余年的实践与探索，我国普通高

中多样化特色发展正在形成三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

式。三种模式虽然有别，但都在特色课程群上发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代表

着高中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向，在本质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教育公平发展的需

要。只有运用历史意识来理解高中阶段的学校多样化发展，我们才能明了其方向与

意义，干好我们当下正在做和即将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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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

教育，促进教育公平。”［１］具体到高中教育阶段，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部署是 “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

样化发展”。［１］相较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它表明，

我国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上。

一、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我国，高中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普

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是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

这个概念可拆开来解：“多样化”是从区域角度

而言的特征，“特色发展”是从学校角度而言的

特征。普通高中的多样化体现为办学体制多样

化、管理模式多样化、课程体系多样化和评价方

式多样化。其中，办学体制多样化和评价方式多

样化，主导权在政府；管理模式多样化和课程体

系多样化，主导权在学校。政府和学校应各司其

职，使普通高中从分层发展转向分类发展。普通

高中的特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特色项目、

特色学校。特色项目指的是学校拥有一个或若干

个特色项目，如篮球、美术、机器人等。特色项

目的特点是学校少数学科和教师参与，少数学生

受益。特色学校指的是学校以特色课程群为依

托，其办学理念、育人目标、管理模式、课程体

系、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教师专业支持体系等形

成了富有特色的有机整体。特色学校的特点是全

体 （或大多数）学科和教师参与，全体学生受

益。特色学校是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最终指向。

多样化与特色发展密切相关，每所普通高中富有

特色的发展，才能构成区域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的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

展”这个提法的深刻背景是我国高中教育正处在

后普及时代。２０２２年７月５日，教育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指出：２０２０年，全国及各省 （自治

区、直辖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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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以上，如期完成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提出的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历史使命。该纲要提出

的另一个历史使命是 “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

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外延式发展，相对容

易；高中多样化发展是内涵式发展，相对困难。

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是我国新时代在教育领域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如何进

一步提高高中教育质量，推动高中多样化发展格

局与生态的全面形成，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

发展的需要，提高人民对教育的获得感与幸福

感，就成为当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建设的重中之

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的战略部署。

二、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的三种模式

我国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并非零起点。

从２０１０年起，教育部就开始在若干省 （自治区、

直辖市）开展了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的试

点。历经十余年的实践与探索，我国普通高中多

样化特色发展正在形成三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北

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

北京模式彰显了鲜明的公平性和自主性，强

调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有机结合。北京普通高

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学校的创建面向全市１８个区

域的所有普通高中学校开放，力图为每所有基

础、有潜力、有需求的学校提供必要的政策支

持，这就体现了机会公平。同时，在公平竞争中

侧重扶弱、扶需、扶新、扶特，支持更多新晋学

校获得发展机遇，这就体现了结果公平。北京模

式还突出强调了学校的自主性。政府部门提供的

是体制机制创新、一体化培养、协同培养、特色

培育、新型综合高中、国际化教育六种创建途径

（学校亦可经严格论证后提出新的创建途径），并

不为普通高中设定多样化特色发展的结果。同样

的创建途径，可建成不同类型的特色学校。不同

的创建路径，亦可建成同类型的特色学校。这就

为激发学校的内涵发展动力和自主办学活力提供

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上海模式的特点是分层发展与分类发展相结

合。全市５６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维持原有政策

不变，非示范性高中可申报上海市市级特色普通

高中。上海市先后颁布了两个推进特色普通高中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７年评定出第一所市级

特色普通高中，至２０２２年共命名１７所。特色高

中在自主招生、特色师资队伍建设、设备配置和

经费投入等方面参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相应政

策。上海模式强调创建过程应自下而上。学校自

主决定是否申报市级特色普通高中，自主决定要

建成何种特色学校。上海市已建成的１７所特色

普通高中的特色分别是环境素养、跨文化素养、

尚法、航海文化教育、金融素养、艺术教育、理

工特色、融合人文的科技教育、科创素养、音乐

教育、工程素养、审美素养、美育、航空航天素

养、艺体科融合适性育人、艺术见长尚美成人、

生态科技教育。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千姿百态的

实践表明，基层学校具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

浙江模式则体现了结果导向和区域统筹的特

点。浙江省将特色高中分为科技高中 （含学术高

中、数理高中、工程技术高中）、人文高中 （含

文史高中、外语高中）、体艺高中 （含体育高中、

艺术高中、美术高中、音乐高中）和综合高中，

这就为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设定了结果，也

是浙江模式与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的最明显区

别。这种分类方式，与国际上对普通高中的分类

相似，也是国内大多数省份的通行做法。作为一

个省，浙江地域广、人口众、学校数量多，所以

在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工作时采用了区

域统筹的机制。具体来讲，就是由设区市来统筹

区域内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格局。浙江在全省

遴选设立６个改革试点区和３０所试点学校，探

索区域分类办学机制。设区市对区域内普通高中

学校分类办学和特色发展进行总体布局，确定本

区域普通高中学校所需的办学类型。

以上三种模式虽然有别，但都在特色课程群

上发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的关键，就在

于特色课程群的建设。特色课程群是基于共同的

课程目标，对具有内在联系的若干门国家课程和

校本课程加以整合，优化课程结构，以便发挥特

色课程群的整体育人功能，达到１＋１＞２的效

果。特色课程群的建设，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育

人目标和特色定位的具体表征，最能体现学校的

课程领导力、课程实施力和教育资源配置力。特

·５·



色课程群的上位概念是学校课程体系，下位概念

是课程。若干课程组成特色课程群，若干特色课

程群组成学校课程体系。在探讨课程问题时，以

学校课程体系为单位过于宏阔，以单门课程为单

位过于琐碎。特色课程群这个概念则较为适中，

它上可落实学校课程体系所蕴含的课程哲学，下

可指导某门课程找准自己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位

置。在特色课程群中，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先

修课程与后修课程、横贯课程与纵通课程、分科

课程与综合课程、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显性课

程与隐性课程、基础课程与拓展课程，通过某种

理念或主题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在特色课程群中，既可有浅表的多学科合作，亦

可有深度的课程统整。特色课程群具有整体性、

关联性、层次性，“特”在课程理念、课程主题、

课程结构、课程实施，是课程育人的集中体现，

是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历史意识下的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

所谓历史意识，并不是对历史的意识，而是

“在历史中”的意识。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讲：“历

史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２］也就是

说，我们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构成了当下的

底色。具备历史意识，我们才能正确把握当下，

采取 “历史主动”，赢在未来。对待普通高中多

样化特色发展，同样应作如是观。

溯及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教育资源的

匮乏，我国长期将高中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

１９５３年，鉴于当时我国教育资源紧缺的状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 “要办重点中学”［３］，以便

更快更好地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此后这一思

路基本得以延续。１９９５年，国家教委决定建设

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以取代重点中学，示范高中

要 “对其他一般普通高级中学起示范作用”，但

全国范围内限定１０００所
［４］，仍然可见 “精英教

育”的思路。重点中学和示范高中适应了所处时

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起

到了应有的作用。

如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

（包括高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资源

紧缺，而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显然，在这种

历史背景下，重点中学或示范高中的思路难以持

续，多样化特色发展则代表着高中教育发展的历

史趋向。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在本质上是

教育公平的需要，它要主动顺应学生发展的多样

化，尊重学生发展方式、发展节奏、发展样态的

多种可能，“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在牢牢把握教育公平本质的基础上，各地要因地

制宜，创造出适宜自己的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

展模式。

总之，运用历史意识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

所提出的 “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我

们方能明了其方向与意义，干好我们当下正在做

和即将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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