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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本贯通指职业教育中中专教育、大学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之间的贯通。它是高等职

业教育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这项工作中，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具有主体多元化、培养周

期长、关键环节多等特点，构建此机制对提升中本贯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此类研

究较为缺乏。通过分析上海某高校近年来的探索经验，提出以整体设计、反向设计和多维设计的

原则构建统一主体的民主决策机制、全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和教学质量预警机制等内部质量保障机

制，为提升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质量和中高职贯通、高本贯通等各类贯通教育试点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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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a seamless connection.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is

consisted of various complicate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versified subjects, long training period and

many key sec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Unfortunately, few attentions had been paid to this

area. This paper carefully analyzed the exploration experience of a certai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in

recent years. We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system, the whole process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early warning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overall

design, reverse design and multi-dimensional design. We believe that our work could offer new insight

to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higher vocational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ilot reforms.

Keywords：Secondary vocational to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onitoring; Quality early warning system

*基金项目：2018年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中本贯通教育质量保障研究”（B1805）。

收稿日期：2020-07-23，修回日期：2020-08-04

第6期
2020年12月

No. 6

Dec. 2020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Shangha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20年12月

为构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本科教育课程、培

养模式和学制贯通的“立交桥”，提升适应产业发展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各省市纷纷开展

了中本贯通培养模式试点工作（有的省份称为中本

衔接，为表述方便，统称为中本贯通教育）。中本贯

通教育在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其在培养质量方面逐渐

暴露出许多问题。

一、构建缘起：中本贯通教育实践过程中面临

的潜在风险

中本贯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体化的人

才培养方案设计，提供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路径，但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降低人才培养质量的

风险。

1. 两个培养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目标指向可能

会偏离

中本贯通教育是由中职院校和高等院校双主

体及多个中职院校和企业对应一个高等院校多主

体的培养模式，由于不同类型学校的定位与办学重

点不同，会有相应多元的价值观和质量观，高校作

为质量保障的主体还没有上升到中本贯通教育培

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没有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基

于命运共同体的质量保障机制，导致贯通学校之间

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

养理念、培养方法、教学安排、资源配置等方面尚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过程中目标

指向可能会偏离既定目标。鉴于各实施主体的培

养目标、价值取向、资源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在实施

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碰撞，亟需在本科院校

和职业院校中建立相应的联动机制。［1 ］

2. 分段式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一体化培养过

程不相适应

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遵循学生成长

规律和结果导向的教育理念，质量保障强调一致

性、持续改进和可发展性。通过调研发现当前的教

学质量评价是分段式的，分为中职阶段和本科阶

段，未根据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未

形成贯穿全程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这种分段式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长周期一体化的培养过程存

在不相适应的情形，不能有效支撑中本贯通人才培

养，没有形成协同共进的教育治理体系。［2 ］基于此，

亟需建立一体化的全面监控中职学校和本科院校

两个办学主体的质量保障机制。

3. 存在转段后学生无法达到接受高等教育学

习能力的风险

中本贯通转段考试与普通高考相比难度系数

较低，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减轻学生文化课

的学习负担，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复杂的技

术技能上来；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转段后学生达不到

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的能力。［3 ］这是因为，第一，在教

师层面上，中职院校的师资水平与高等院校教师水

平有差别。有的教师认为进入中职即可进入本科，

在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不积极，强调学生转段考试

的应试教育，而忽视学生的能力培养；第二，在学生

层面上，有的学生认为进入贯通专业后即进入了保

险箱，学习动力弱化，以至于进入本科阶段后，接受

高等教育的学习能力较弱。

二、设计原则：中本贯通教育内部质量保障

机制的设计遵循

根据中本贯通教育具有多元主体、培养周期

长、关键环节多等基本特点，提出从以下三个原则

设计构建内部质量保障机制。

1. 整体设计原则

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为价值引领，把中职阶段和本

科阶段的人才培养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整

体设计质量保障机制。用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中

本贯通教育的办学主体，围绕中本贯通人才培养的

出口质量，形成人才培养命运共同体，带动利益相

关者全员参与，使成员上下形成合力，统一中本贯

通教育培养目标，做到主体自主化、目标科学化，更

好地实现中本贯通教育培养效果。

2. 反向设计原则

遵循全面质量管理和教学发展观的理念，中本

贯通教育试点专业以人才培养质量的结果为导向，

反向设计七年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从调研行

业企业发展状况出发探知行业和企业人才需求确

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系统化设计设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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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并由此反作用于各个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的形

成和质量评价的考量，做到方案一体化、质量标准

化，以此确定质量保障的关键环节。

3. 多维设计原则

构建贯穿七年全周期的质量监控机制和相应

的预警机制，精准对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分阶段进

行监控。多种评价主体、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将

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实施师资队伍和学生

发展预警，使监控立体化、预警多样化，考核培养效

果的达成度，持续改进人才培养质量。

三、构建机制：中本贯通教育内部质量保障

机制的核心要义

我们根据“PDCA循环”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基

本要素（质量决策、质量管理和质量监控）和质量目

标的实现关键（过程监控和事先预防）［4 ］构建中本

贯通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

1. 构建中本贯通教育质量运行组织架构，实施

统一民主决策机制

统筹中职院校、本科院校、企业等多个主体，发

挥各自教学特长、特色优势和创新智慧，在融通机

制建构的高度上，成立中本贯通教育人才培养命运

共同体，实施民主决策机制，确定中本贯通教育人

才培养命运共同体的工作目标，明晰各成员的职责

与建设任务，统筹解决中本贯通教育的瓶颈问题，

引导贯通培养试点工作向纵深发展。

以上海某高校为例，在各中高职学校独立的贯

通培养试点领导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以高等院校为

牵头单位，与参与贯通教育的多所中职院校、相关

企业共同组成“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联合体”，依托教

育培养联合体确保人才培养机制和质量保障的有

效运行。建立联合体领导小组、联合体工作小组、

课程联合教研组组成的联合体管理组织机构，制定

了《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联合体章程》，实施民主决策

制。联合体领导小组审议相关规章制度，统筹研

究、解决贯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工作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指导和监督贯通教育培养试点工

作；联合体工作小组定期协调解决培养过程中有关

的重大事项，审定培养教学管理相关文件，研究制

订一体化设计的教学改革方案；联合体课程教研组

定期开展统一课标、统一教材、统考数学与英语等

教研活动，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

2. 形成一体化培养方案质量标准，建立全过程

质量监控机制

以结果为导向贯通七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中本贯通教育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

结构形成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对接职业标准实

现教材内容一体化的建设，统一研制中本贯通的基

础课程（语文、数学、英语）和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

标准，共同规划出版教材。同时，针对目前教学内

容中仍然大多将基本概念、基础理论按照学科逻辑

进行编排和讲授的问题，研制符合贯通培养要求的

课程标准，探索能够将某一类应用技术原理与具体

解决某一类实际问题相结合的“问题导向法”教学，

构建及时更新行业和企业发展新知识、新标准和相

关新经验的机制。将一体化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

求分解细分为可考核的指标点，构建各门课程对毕

业要求的支撑，最终形成基于行业标准和职业标

准、由行业企业参与、贯穿七年全过程的质量考核

评价。一方面，加强日常教学监督与管理，完善中

本贯通培养质量监控一体化体系。通过合作院校

和联合体两个层面检查机制，点与面（日常教学检

查与全面教学检查）相结合，及时了解教学计划、课

程标准、授课计划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建立中本

贯通教学质量监控考试制度，为教学质量的持续改

进提供依据。对中本贯通的前三年学习阶段的学

生学业实施数学和英语分阶段监控考试，夯实基

础、确保中本贯通人才培养质量。

在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联合体的组织领导下，以

产出导向为目标，校内校外共同参与质量评价，保

障全过程监控，将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分段监督与

联合监督相结合，并结合双证融通、转段考试、企业

实习评价、教委督导检查等外部评价考核培养效

果，进一步完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形

成评价—反馈—改进闭环。以上海某高校为例，根

据图 1中本贯通教育培养七年一体化全过程质量监

控流程，构建相应的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质量监控机

制，持续改进人才培养质量。

3. 精准把握人才培养关键点，建立教学质量预

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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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高中毕业入学学生相比，中本贯通学生

在转段后表现出基础知识相对薄弱、自主学习能力

不足。上海某高校通过分析原因，从教师和学生层

面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在关键节点进行监测，在

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上开展预警，［5 ］持续改进，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

（1）建立师资队伍预警机制

中本贯通教育通过建立师资队伍遴选机制，固

定贯通教育教师队伍名单，并根据学生评教、教学

督导等评价结果进行动态调整。以上海某高校为

例，中职和本科教师参与学生七年培养全过程，定

期开展研讨活动和教师培训，交流专业教学方法，

主动衔接相关的课程教学。此外，中本贯通教育培

养联合体制定相关联席会议制度和课程建设制度，

对教师的思想动态和专业水平提出预警。思想上，

要求教师能主动适应贯通培养新要求，并关注不同

阶段的人才培养状态，具有一体化培养的思路和作

为；专业水平上，对教师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教学改

革等研讨活动，以项目驱动式激励其在中本贯通教

育上的投入，激发教师积极性，提升教师专业水平。

（2）建立学生发展预警机制

中本贯通教育培养质量的评价应针对学生在

七年内每一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预警机

制。例如，上海某高校制定了相应的学生学籍管理

规定，中本贯通班学生除了院系单独考核和中职阶

段三年级上海市统一的转段考试外，在中职阶段第

二学期、第四学期期末由联合体教研室对数学和英

语进行过程监控考试，决定学生是否留级或转入平

行专业、相近中职专业学习而不再进行贯通培养，

在中职阶段即开启学生预警；进入本科阶段后如果

学分达不到一定的要求，学校会对其进行学业警

告，并且监控本科阶段大学英语四级和学校自主组

织的英语考试，考核学生各方面是否达到毕业要

求，预警机制贯穿整个七年一体化培养过程。

四、反思与展望：进一步完善中本贯通教育

内部质量保障机制

1. 打造中本贯通教育培养信息管理平台，实现

信息资源的共享

目前中本贯通教育培养中校际之间的交流多

采取工作报告、领导小组会议、教学研讨会议等形

式，随着试点专业规模的扩大，工作效率和质量保

障需要借助信息化实现，［6 ］如建立中本贯通教育培

养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涵盖招生、培养、就业以及毕

业生跟踪全过程的信息共享，跟踪调研人才培养质

量，发现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不足，通过阶段性人才

培养方案的优化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因此，需进一步构建中本贯通教育培养信息管理机

制，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2. 创新中本贯通教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促进

育人资源的融合

创新中本贯通教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搭建中

本贯通教育教学实践平台，建设“能力累积式”的贯

通培养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将产教融合全程化，

实现三段式融合（基础、专业基础、专业与拓展相融

合）、两线融一线（理论体系线和实践体系线融一

线），通过认识实习、项目实训、工程实训、综合性实

训、课程设计到岗位实践，完成由实践上升到理论

再进行更高层次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促进全方位

育人资源的长效融合。

3.形成中本贯通教育质量保障文化自觉，实现

全方位育人目标

在统筹设计中本贯通培养课程体系和实践环

节中，建立具有区域经济发展特色的校际间的通识

教育课程和教学项目，进一步推进通识教育文化与

专业教育课程的结合，通过开展文化大讨论、建设

文化载体等方式，不断丰富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文

化内涵，将对质量的追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

值追求和行为自觉，［7 ］逐渐形成质量文化机制，进

图1 七年一体化全过程质量监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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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中本贯通教育培养内部质量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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