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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4年9月起，上海市开始实施中职—应用本科联合培养初中毕业生的中本贯通人

才培养模式，三所中等职业学校对接两所应用型本科院校，就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工程（数控技

术）两个专业展开试点。至2021年夏季，首批试点学生完成本科阶段4年的学习，走向工作岗位。

文章基于对两所首批试点本科院校的追踪调查，结合学生相关成绩分析，总结课程设置及学生培

养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为中本贯通模式下学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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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September 2014, Shanghai has begun to implement the model of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o jointly cultivate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s. Thre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have connected with two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carried out pilot majors: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Process Specialty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NC technology) Specialty. Until the summer of 2021,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students have completed 4 years of study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and began to work. Based on the

tracking investigation of two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combi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relevant resul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liminary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iculum

and student training,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training under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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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

主线，围绕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探索科学化、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2014
年 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国发〔2014〕19号）提出了“加强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沟通，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

‘立交桥’”的发展原则”。同年 6月，教育部等六部

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教发〔2014〕6号），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体

系内部“在确有需要的职业领域，可以实行中职、专

科、本科贯通培养”。在国家政策引领下，上海市结

合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升级需求，积极探索多样化

贯通人才培养，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2014年，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应

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沪教

委职〔2014〕29 号），中本贯通模式率先在上海市的

三所中职学校、两所本科院校展开试点工作（表1）。

表1 首批中本贯通试点学校及相关专业［1］

学校

专业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本）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中）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中）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本）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中）

机械工程（数控技术）专业

目前，首批中本贯通试点班学生已经毕业，在

众多关注与投入下，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下人才培养

成效如何等问题值得探究。为此，本研究采集了这

批学生本科阶段所有课程的学业成绩，与同专业非

贯通培养模式下的平行班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比

较分析，并借鉴中本贯通学生培养质量评价等指标

分类的相关研究，［2 ］对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简称应

技大）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简称二工大）两所试点

院校的各类课程设置及学生成绩表现进行分析比

较。总体上看，首批中本贯通模式下的学生培养质

量基本达标，试点已取得初步成效，包括科学设置

德育课程、差异化配置基础课程、知技并举开设专

业课程、以生为本重视综合素质培养等。同时，中

本贯通模式作为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其在课程

设置及学生培养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本

研究提出相应对策以供决策参考。

一、取得的初步成效

总结试点班的成绩，中本贯通的成效显著。

1.重视立德树人，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德育和身心课程建设等是

贯通培养模式的必要遵循。应技大和二工大的德

育课程涵盖思想理论、时事政治、身心素质等各个

方面，以职业素养提升为重点，科学安排开设德育

课程，全方位、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一方

面，两校重视学生的思政理论和思想觉悟提升。组

织学生在前两学年持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势与政策

等相关课程；另一方面，两校充分考虑中职毕业生

身心素质亟待提升的实际情况，在第一学年设置军

训、体育和军事理论，并将体育课程贯穿于本科阶

段全过程，重视身体素质培育和安全教育，帮助学

生提高身心素质、更好地适应本科环境，增进本科

生的身份认同。同时，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

要时期，两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和学习

态度，为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课程成绩上看，贯通班的德育等课程成绩与

平行班持平，如：应技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和“形势与政策”、二工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Ⅰ”等课程，贯通班平均分均在 80分
以上，和平行班成绩大体相当，在总分上与平行班

也无较大差距，表现优异。贯通班的身心、就业课

程平均分都在 75分以上，表现良好，如两校的贯通

班学生在体育课程上的表现均好于平行班。两校

坚持以学生为本，能较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学生德育、身心素质培育上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2.依据专业发展趋势，有侧重地设置课程

两所学校的培养目标根据各自专业的具体情

况和发展趋势而有所不同，在文科、理科等基础课

程上，对贯通班学生也设置了更具针对性的课程安

排，课程设置注重为专业服务。［3 ］

以英语课程设置为例，二工大分析了机械工程

Keywords：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and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Training quality; Curriculum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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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专业的发展前景，认识到智能化程度的

提高是必然趋势，而英语水平也将成为就业的核心

能力之一，因此开设了通用英语和通用学术英语课

程，培养学生的英语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而应技

大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作为传统化工专业，对学

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要求不高，依据人才培养

目标的不同，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为贯通班安排基

础性和实用性较强的英语课程，而平行班则重视通

用性和学术性英语的学习。此外，在课程进度上贯

通班的学习进度也慢于平行班。

以数学、物理及计算机课程设置为例，由于专

业及对口岗位对贯通班、平行班学生的数理知识及

计算机水平要求不同，两校均开设了侧重点不同的

课程。应技大为平行班和贯通班同时开设了高等

数学系列课程和“大学物理A1”“计算机与信息技

术”的课程，以满足学生对数理及计算机等通识性

知识的需求，并为需要进一步深化学习的平行班增

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物理A2”课程。二工

大的贯通专业为机械工程（数控技术）专业，相比于

平行班，贯通班学生需要在系统学习机械方面专业

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掌握利用计算机进行数字

程序控制及维护相关数控设备的技能，因而二工大

为平行班、贯通班共同开设数学、物理课程的同时，

为贯通班单独开设“程序设计基础”课程。

3.专业课设置注重理实兼修，强调知技并举

为实现高级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贯通人才培

养目标，两校在专业课程开设上均坚持知识学习与

技能培养并重的培养要求、理论课程与实践实习兼

备的育人方法。借鉴中本贯通学生培养质量评价

指标中的分类、［2 ］对专业课设置的分类，两校的专

业课程设置均涵盖了专业知识学习与专业能力培

养两类课程，同时遵循专业要求和学生学习特点，

对专业知识课程和专业能力课程作了合理安排。

二工大重视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并利用夏季

学期的办学传统对应开设实践实习，帮助学生深化

理解上一学年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巩固提升专业能

力。具体表现为该校贯通班本科阶段专业知识课

程达到 18门，占专业课程总数的 55%，其中专业基

础知识课程和专业核心知识课程分别开设 10门、6
门。其中，二工大在夏季学期为贯通班开设了“互

换性及测量技术实践”“机械制造课程实践”等 6门
培养专业能力的实践课程，以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技大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学习与专业技能训

练的相辅相成，专业知识课程与专业能力课程各占

专业课程总数的 50%。具体表现为该校贯通班本

科阶段均在设置专业知识课程的同时，对应设置多

门实验课，充分给予学生内化知识、训练技能的机

会。例如：第三学期在设置“分析化学”“无机化学

理论”课的同时，开设“化学实验 A”“化学实验 B”
“综合化学实验A1”3门实践课；第四学期学生在学

习“物理化学B”知识课的同时，通过“物理化学实验

B”的课程实践所学知识，提高专业技能。

4.重视综合素质培养，实习实践活动丰富

为迎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兴技术快速迭代

和高端制造业飞速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两校重视学生文体、实践、科研等综合素质的发展，

开展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实习实践活动，以提升

人才的“软实力”。一方面，两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文体比赛，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社团等实践

活动，参加学术讲座、学科竞赛等学术科研活动。

通过一系列综合活动，锻炼学生的文体、实践、科研

等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两校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

资源优势，安排学生进行课程实践和企业实习。通

过接触真实的工作情景，鼓励学生在尝试解决问题

的同时掌握独立思考、判断决策、信息处理等职业

方法和能力；通过体验实际工作学会处理不同的社

会关系，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语

言表达能力，增进团结协作意识，提高适应环境和

经受挫折等社会职业能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这次实证研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课程的铺垫性、衔接性有待增强

连贯、系统的课程设置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

迁移、应用知识，提高实践技能水平，而两校贯通班

的部分课程在前期知识铺垫和课程的连贯安排上还

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应技大贯通班在第一学期

开设了“工程实训”和“岗位实践”课程，给学生提供

了较好的实践平台以巩固中职所学内容，但刚升入

陈 嵩等：上海市中本贯通模式下学生培养质量的实证研究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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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的学生理论知识积淀不够充足，对所学专业的

认知尚不够清晰，岗位实践课程安排较早，不利于学

生的知识巩固和能力转化，实训实践课程发挥的作

用比较有限；二工大利用学校夏季办学的传统，为贯

通班学生在大二的夏季学期安排了 3门实践实习

课，其中“机械制造课程实践”“电工学技能实习”2门
实践课能较好复习大二春季学期已学过的“机械制

造工艺学”“机械设计”“电工与电子学”等知识，进一

步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形成专业能力的进阶，但大

二夏季学期学生的专业课程尚未学习完毕，专业知

识掌握不全面，较早安排“企业生产实习（企业）”实

践课，较难充分发挥企业实习的效用。

2.考、评差异化设置不够明显

贯通班与平行班在考核评价学生具体的课程表

现和最终的培养质量时不适于用“同一把尺子”来衡

量，考评差异化设置的不足容易导致贯通班和平行班

学生培养的能力趋同，进而影响贯通人才培养目标的

实现。两校在平行班和贯通班共同开设的部分课程

中，存在考评较为相似、趋同的问题。例如：二工大基

于贯通班和平行班共同的专业课学习要求，共同开设

了“电工与电子学”“现代工程制图”等9门专业课程，

应技大贯通班和平行班均设置了“化工热力学”“化学

工艺测绘”等8门专业课程。但从考核、评价情况看，

两校在上述共同开设的部分课程中，对贯通班和平行

班的考核评价内容与标准上差异化设置不够明显，部

分课程在考核和评价上尚存在趋同化的倾向。

3.学生知识短板的针对性培养尚待完善

受转段考文化课压力、中职段基础课学习不到

位等因素影响，中职生升学至本科初期，存在基础知

识薄弱，甚至跟不上课程进度的问题，同时，学生的

专业知识掌握也亟需夯实。以应技大为例，贯通班

学生刚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时，高等数学系列课等基

础知识课程的平均成绩明显低于平行班，在英语、计

算机这些知识类课程的表现上也存在短板；以二工

大为例，据二工大招生就业处负责人介绍，贯通班学

生刚进入大学时，基础学科如语、数、外表现较弱。［4 ］

同时，贯通班在“程序设计基础”专业课程中有 14名
学生不及格，及格率仅为 65%，此外，分别有 6名、4
名学生在“大学化学”“大学物理A（模块 1）”课程上

不及格。针对贯通班学生的知识短板，两校对贯通

班学生的针对性培养有待进一步补足，知识课程的

内容选择和开设数量还需进一步进行对应调整。

4.适应性课程设置仍需充实

中本贯通班的学生要经历从初中生到中职生、

从中职生到本科生的两次角色转变，处于青春期的

学生思维活跃、创造力强，但也极易出现自我认识

不清、角色适应不良等问题，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和学习质量。根据首批中本贯通班学生的中职入

学成绩（表 2），2014 年上海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

线为 510分，学生成绩均明显高于上海普通高中最

低录取分数，普遍优于普通中职班，贯通班的生源

质量较好。但据中职段教师反映，部分学生因为入

学成绩优秀而存在骄傲自满的情绪，甚至产生“准

大学生”的错误定位，影响了良好学习态度、学习习

惯的养成。升入本科阶段后，部分本科教师认为部

分贯通班学生由于学习习惯未及时养成、学习态度

一般、自主学习能力缺乏等问题，可能无法及时适

应本科生的身份转变，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本科阶段

的学习。两校在帮助学生顺利进行角色转变和适

应大学生活的课程衔接设置上的重视程度有待进

一步提升，在认识自我、心理疏导等相关适应性课

程的安排上也需要进一步充实设置。

表2 上海首届中本贯通班学生中职入学成绩［1 ］

学校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最高分

589.0

557.5

575.0

最低分

538.0

520.5

549.0

当年普通高中

最低录取分数线

510.0

5.学生就业知识的培育课程需要完备

中本贯通班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的一个显著区别

是：前者毕业后应具备更加明确的职业定位。而充

分的就业意识形成和良好的就业知识准备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学习效果。结合

实际情况看，两校关于职业规划、职业生涯教育等就

业课程的总量不够充足、授课形式较为单一、与所学

专业联系的紧密性不强，无法充分满足学生对就业

知识的学习需求。例如：应技大只开设 1门“大学生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的就业课程，采取单一班级授

课的方式，而二工大目前暂未开设相应的职业生涯

教育课程。同时，应技大开设的就业课程虽然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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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树立了职业规划的意识，但课程

内容较为通用，与专业的关联性和结合程度不够，在

指导学生制订专业相关的职业生涯规划时发挥的作

用有限，课程的实效性有待提高。

三、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中本贯通模式下的学生

培养有如下的建议。

1.完善课程结构，强化课程衔接

学生对实践、实习课程缺乏充分、必要的知识

储备，是课程体系不完善的体现。实践和实习课程

知识上的衔接不足，不利于早期阶段专业知识的有

效转变和后期专业技能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学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为此，学校必须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改善课程结构。应技大贯通班存

在前期基础知识课程设置不足的问题，应相应调整

知识课程和练习课程的比重，对学生较薄弱的基础

知识及专业知识增加课程设置，因为只有学生掌握

扎实的理论基础，才可以充分发挥实践活动和实验

课程的作用，充分内化和掌握相应技能。二工大需

衡量整个课程体系的安排，增设职业生涯规划等相

关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培养的课程，贯穿学生学习

全过程，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企业生产实习

的时间安排，切实发挥企业实习的作用。

2.依据不同培养目标确定考核评价体系

由于平行班、贯通班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同，除

了课程开设的侧重点不同，考核标准更应差异化设

置。两校都有意识开设侧重点不同的课程，但也应

注意平行班、贯通班相同课程的学习与考核要采用

不同的办法，因此，在考核评价贯通班学生的课程

学习质量及培养质量时要在考核形式、考核内容、

评价方式上予以区分。一是考核形式多元化。考

核贯通班学生的能力表现不能仅局限在试卷作答

上，而是既要重视知识考核，也要注重实践考核，引

进企业评价检查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各项学习

目标的达成情况，全面考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和

实践操作技能。［5 ］二是考核内容有所侧重。贯通班

和平行班要立足培养目标确定考核内容的重点。

贯通班应注重考核学生的实践实操能力，要适度提

高贯通班实践性课程成绩的权重；平行班应重视考

核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理论性课程成绩的权重。

三是评价方式多样化。为了整体评价学生的课程

表现，在评估学生质量时应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

关注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并予以反馈和评价，

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纳入评价体系。［3 ］

3.补足知识短板，“量身定制”课程

学校要根据学生的弱项能力设计更具指向性、

目的性的课程内容，基于贯通班学生基础课能力表

现欠佳等情况，补足学生短板，弥补学生欠缺的能

力。例如：应技大第一学期对贯通班的基础知识和

专业知识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课程开设数量低于

平行班，因此，该校应该充分结合学生基础较弱的

实际情况，重视贯通班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

习，在前期课程设置上需合理增加贯通班学生基础

知识课程的学习时间；二工大也应在培养学生专业

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同时，弥补学生基础知识的短

板，针对学生在“程序设计基础”等课程表现一般的

情况合理调整课程结构和内容难度，增加课程的衔

接性，帮助学生夯实专业基础，为后期进一步提高

职业核心能力做好铺垫。

4.构建适应性课程及相应授课方式

为帮助学生尽快形成本科生的身份认同，适应

本科学习节奏，学校、教师等应依据贯通班学生的身

心规律构建适应性课程，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方式。

一是学校应借鉴先进的课程理念，结合贯通班学生

思维活跃、实践能力强等特点，联合课程专家优化专

业课程的内容选择与教学方法选择，打造更适合于

贯通班学生学习的专业课程。机械工程（数控技术）

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作为两校的老牌、优势专

业，行业企业对两专业的人才较为肯定和信赖，优化

专业课程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打响学校的专业品牌效

益，提高贯通人才的培养质量。二是各科教师应该注

重培养贯通班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习惯，采取多种教

学形式，在学校搭建的适应性课程基础上采取相应的

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协作学习与自主学习的能力，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贯通班学生尽快适应

本科阶段的学习特点，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5.就业知识培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

一是发挥专业课程的价值引领作用。专业课程

学习是学生了解本专业的直接方式，应结合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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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和课程内容，在发挥专业课程专业知识教学

作用的同时，让学生在了解“学什么”的同时明白“为

什么学”，发挥专业课程强化学生就业意识的隐性作

用。二是将就业知识培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结

合学生成长需求，丰富就业意识培养形式，通过开展

主题教育、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活动，深化学生对

专业、岗位的了解。例如：应技大开设的“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与规划”课程，应结合贯通班化学工程与

工艺专业的就业前景和方向，扩充适用于贯通班的

课程资源，借助丰富的校内外活动，帮助学生全面认

识对应职业发展动向、职业道德及职业精神，科学

性、针对性、个性化地搭建自己的职业规划。

四、结束语

贯通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新时代构建我国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长学制的一体化人才培养

可以满足信息技术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可以满足经

济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国际

化大都市，城市高速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需要大量既

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掌握高技术技能的人才，经济发

展需要促使了中本贯通的发展。中本贯通也使高校

得益，他们的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法更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截至目前，上海市已建成中高职贯通

专业点183个、中本贯通专业点61个、高本贯通专业

点17个、“五年一贯制”专业点14个，有效提升了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质量。［6 ］当前，贯通培养已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多种贯通模式的探索将成为今后几年上海

职业教育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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