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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
高质量转变。据介绍，在上海市教委
的政策指导下，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正在进一步酝酿五年一贯制
人才培养模式。实际上，目前上海职
业教育正不断探索中高贯通、中本贯
通和高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010年，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成为上海市首
批中高职贯通培养试点专业。此外，
学院联合了体制外12所中等职业学
校共同试点15个专业的中高职贯通
人才培养模式。2016年，该校与上
海电机学院实现了中本贯通。2017
年、2018年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电
机学院实现了高本贯通。在经过中
高、中本、高本贯通探索后，校方发现
学生整体综合素质有所提高，职业发

展的后劲更强。在此背景下，学校也
试图探索五年一贯制，参加中考的初
中毕业生，达到录取成绩后，直接进
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进行一贯制的
培养。

此外，人才培养过程中，技能竞
赛也会逐渐深化教学影响。被誉为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
在近年来逐渐走入上海市民的视野
中。因世界技能大赛绝大多数参赛
项目要求比赛者年龄小于22周岁，
这一比赛也成为面向青年技术技能
人才应用能力的“试金石”。作为人
才培养方，上海高职类学校选择“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
改、以赛促优”。从技术技能应用型
人才出发，培养一批企业用得上、技
术技能用得强的青年技术技能小将。

在技术技能青年培养之路上，如何围绕社会变化发展
与青年人自身能力特色打造多元化、应用型技术技能人
才？日前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2019年开始启动实施特色高水
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和“学历证书+专业能力证书
（1+X）”制度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职业教育
办学模式开始，将摆在教学源头的难题进行实践型改革。
在新方案下，上海职业院校中又会优化哪些新的教育模
式？记者了解到，部分学校将落实“学历+能力”制度改
革，并围绕产业定位建设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新发布的《实施方案》提出，2019
年推进专业建设计划和“学历证书+
专业能力证书（1+X）”制度改革。记
者在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了
解到，学校将针对《实施方案》落实学
历加能力制度的建设。具体说来，上
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规定，学生
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与选
修课程，取得毕业要求总学分数，且
至少取得一种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职
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方能准
予毕业。院长杨秀英介绍说，在“育
训结合、书证结合”过程中，教师会探
索让学生获得引领行业发展、具备世
界影响力的企业的单项技能证书，并
将继续拓展证书领域和类型。

在职业能力教育中，教、学、练三
环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涉及到动手

类专业人才培养。记者在上海城建
职业学院校了解到，近几年，学校积
极探索现代学徒制、“工地行走课堂”
等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目
前建有BIM技术、装配式建造、养老服
务、智能管理等4个产教研协同发展
中心，智能化楼宇、钢结构安装、人机
工程、文物分析与保护等91个集教
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于一体的校
内实训室，还有12个技能大师工作
室，371个校外实训基地，学生的专业
技术技能可以得到充分训练。同时，
校园内的教室和实训室的边界已经
在教学环节中逐渐“打通”。具体说
来，学生理论课可以直接在专业实训
室中上，实现教学理实一体化，学生
在强化动手操作能力的同时对专业
理论知识也有更具象的理解。

“我校将围绕城市建设、城市管
理和城市服务三大领域，进一步优
化专业布局，打造优质专业群。城
市建设类专业要体现实力，在巩固
传统优势基础上朝着智慧城市、智能
建造、绿色建设方向交叉复合；城市
管理类专业要打造特色，适应超大城
市和长三角城市群智能化与精细化
管理的发展，融合创新；城市服务类
专业要创出品牌，紧扣经济社会需
求，错位发展，努力达到同类专业前
列。”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院长叶银
忠看来，应用型技术技能类人才培养
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步。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技术技能人
才不可或缺。叶银忠表示，在学校专
业建设中，特别要瞄准产业链和岗

位群的发展态势，确立专业群与产
业链和岗位群紧密对应的建设逻
辑；按照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
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的
原则，找准各专业群特色发展、内涵
发展的建设路径。

在改革后，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将
立足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课程集群
建设，强化双师型师资队伍和高水平
教学团队建设。具体说来，包括适应
建筑行业产业升级和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的发展态势，学校在建筑工程
技术、工程造价、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等专业构造BIM技术的课程群；对接
上海市政府推进养老服务建设的需
求，在护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中开设
健康照护、老年社会工作等课程。

学历+能力：

打破实训室与教室边界

人才培养模式再优化：

五年一贯制培养模式

建设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

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专业建设

2019年实行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技能人才培养采用“1+X”模式

“企业需要专业人才。在校学生
也更需要进入企业了解如今展陈行
业的新需求。”在上海励展展览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凯看来，与上
海城建职业学院等职业学校合作对
企业和校方来说是双赢的选择。上
海城建职业学院院长叶银忠介绍说，
学校与上海建工集团、临港集团、励
展博览集团等大型企业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与漕河泾产业园区合作共
建科技园区运营管理学院，作为上海
建筑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单位促进校
企协资源实质性共享，“2019年，上
海城建职业学院将加快促进联合学
院、产教研平台建设，加大项目引进，
联合开发标准，建设课程资源，持续
增强技术技能积累和成果转化。推
进校企深度合作，打造人才培养共同
体，促进技术和人员、课程资源、设施
设备、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共享。
培养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服务的知
识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

《实施方案》出台后，校企共同创
办研究所，企业人员与教师共同进行
技术开发，实现成果转化，同时为学
生成长成才提供必要的支撑，实现校
企双赢。2019年，上海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将成立产教研合作中心，
增强校企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的深度
合作关系；探索建设高水平专业化产
教融合基地，持续建设大师工作室，
推进行业领军人物进校园活动；规范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流程，深入开展校
企合作订单人才培养。在上海电子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的途径
始终在探索。

据介绍，自2012年上海电子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豌豆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上海景格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思萌特物联网有限公司等企
业合作，先后创建了“学生网络信息
安全工作室”等多个学生工作室。校
企共建工作室运行机制，包括工作室
组织架构，运行管理、日常管理、安全
管理、项目管理、保密协议、学分置换
和考核评价等制度，完全实行企业化
管理。此外，工作室引进了企业文化
和真实工作环境，学生采取轮岗制
进入行政部、开发部、培训部等部
门。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开发企业项
目，开展专项培训。学生在工作室
用真实技术开发真实项目，学习实
际管理经验、体验真实企业文化，逐
步养成企业员工具备的行为规范。
工作室学分置换。工作室在学期初
根据本学期学生开发项目与课程的
知识能力匹配度进行分析后，确定
学生在工作室开发的项目与相关课
程置换学分，严格按流程办事，学生
填写学分置换申请表，报工作室、二
级学院审核后，经学校教务处审批同
意后纳入教学计划并实施，工作室根
据学生日常表现和项目完成质量给
予评价。

1+1形成合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人才

更多学生
通过学、练结合
的方式提升技
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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