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中高贯通专业建设与优化规划

中高职贯通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实现中高职有效衔接提高中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质量、培养新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的有效模式。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精神，落实《上海

市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职业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等要求，

推动我校中高贯通专业向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规划，以进一步建设与优化专业

布局，全面提升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质量。

一、建设目标

“十四五”期间，学校将紧紧围绕“四大品牌”、“五个中心”和上海数字化

转型等重大战略发展需求，以十四五规划为依据，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

专业领域，在已有的贯通专业基础上，以中高贯通紧密联合体专业贯通为抓手，

调整我校中高贯通专业布局与规划，加强贯通专业建设，规范过程管理，形成“数

字智能技术、数字技术+金融及贸易服务、数字技术+艺术传媒、数字技术+商业

服务”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各服务类专业群高水平发展，初步形成“布局优化、

规模稳定、管理规范、质量提升、特色明显、就业突出”的中高贯通培养模式，

打造以“高素质、技能型、复合型、跨界式”培养为目标的高技术技能复合型应

用人才。

二、建设原则

（一）坚持服务需求

紧紧围绕上海数字产业发展，紧密对接产业结构转型和数字技术升级，聚焦

“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和现代城市服务业等新型产（行）业对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的需求，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为依据，结合学校“十四五”

发展定位和专业规划，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开展中高职贯通专

业的改建与新建，实现错位发展的贯通布局。

（二）保质培优



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对接企业岗位需求，牵头完善由贯通学校及合作企业共

同制订的专业课程贯通教学标准，强化过程管理，加强质量监控，推动课程、教

学、评价创新，提升贯通人才培养质量。

（三）强化考核评价

强化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逐步建立健全由学校、教师、学生、企

业四方主体的考核评价机制；推进“1+X”职业技能证书与课程的对接，逐步将

政府及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企业岗位对口实习的成绩纳入技能考核体系，开展学

分制试点，推动中高贯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四）平稳渐进

努力保证贯通专业申报的平稳有序开展，对已有的贯通专业保质提优，严格

过程化管理。2022 年先从数字媒体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贯通申报开始，

逐步向数字技术+商业/商务服务类专业、数字技术+艺术传媒类、数字技术+金融

及贸易类专业贯通延伸，做到贯彻申报循序渐进，培养规模稳中有进，培养模式

逐步创新，培养质量逐步提升。

三、贯通专业建设与优化规划主要任务

（一）优化贯通专业布局

1.合理规划贯通专业布局，助力校“十四五”专业建设与优化规划。

紧紧围绕“四大品牌”、“五个中心”和上海数字化转型重大战略发展需求，

依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我校《十四五专业建设与优化规划规

划》，推进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着力“数字+”专业群的布局，重点在应用技

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艺术学院打造数字智能技术、数字+金融贸易服务、数

字+艺术传媒、数字+商业服务等贯通专业群，论证开设贯通专业的必要性、可行

性，制订贯通专业发展规划，合理布局，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教学链、

人才链和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同时促进、助力学校十四五专业布局调整与优化的

实现。

2.建立中高贯通紧密联合体，落地中高贯通专业发展规划

为推动我校中高贯通专业向高质量发展，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将和曹杨职



业技术学校、上海现代流通学校、上海科技管理学校、上海外事服务学校、上海

鸿文国际职业高级中学等五所中职校，进一步紧密协同，形成以专业为纽带，高

职强牵引，中职强基础，中高职院校协同联动的紧密型联合体培养模式，实现中

高贯通专业布局。

在“十四五”期间，计划和曹杨职业技术学校在联合申报数字媒体技术贯通

专业的基础上，以其为支撑技术，继续、申报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烹饪工艺

与营养专业的商业服务类专业的贯通项目 2-3 个；和上海现代流通学校联合申报

基于数字技术、区块链技术的金融相关专业的贯通项目 2个；和上海科技管理学

校联合申报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含跨境）、应用英语（数字贸易）等数

字技术+商务服务类的专业贯通项目 2个；和上海外事服务学校联合申报动漫、

视觉传达等数字+艺术传媒服务类的专业贯通项目 1个；和上海鸿文联合申报计

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贯通项目 1个。

（二）加强贯通专业内涵建设

1.制定、优化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对接企业、产业，打破中职三年+高职两年分段式的培养模式，取而代之以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五年贯通的培养将贯通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深度

融合。有利于学生对贯通的两个专业的知识技能的提前获取和深度学习，也有利

于发挥贯通的两专业知识协同的创新效应，使之紧密衔接行业企业发展的最新动

态。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中高职贯通五年的一体化培养，能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从对专业的认知开始，到全面系统、深入地学

习专业理论和未来行业发展所需的新知识，逐步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与此同时，让“工匠精神”浸润于学生整个五年的学习中，全面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数字智能化技术+服务的高素质、技能型、复合

型、跨界式的五年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2.联合教研联动机制，保证专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联合教研联动机制，联合开展人培方案优化、专业课程标准、实习实训

标准、课、证、赛相融建设、就业工作推进、实训中心建设、重大项目等研讨，



开展专业相关的课程及资源建设、教材建设、教学观摩、创新创业等活动，共同

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发现、解决贯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协同推

进市级精品课程建设，实行资源共建共享、专业共建共享、过程共管、结果共评，

促进贯通专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规范贯通过程管理与控制

1.建立完善中高贯通相关制度

制定并逐步完善中高贯通培养的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及其他

相关制度并严格执行，主要包括《中高贯通培养招生选拔制度》《中高贯通培养

学生学籍管理制度》《中高贯通培养实践、实习制度》《中高贯通培养学业成绩考

核评价制度》《中高贯通培养教学管理制度》《中高贯通培养德育工作制度》《中

高贯通培养教育教学质量督导、监控制度》《毕业生跟踪调研机制》等。

2.完善质量评价机制

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对标市教委关于贯通专业检查的通知精神，定期组

织联合教研、互相听课、技能展示、规范文档、大赛观摩等不同方式，组织开展

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企业评价等多元评价，突出产教融合评价、育

训结合评价等多元形式，对已有贯通专业定期实施质量监控。

同时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定期形成毕业生就业质量分

析报告，对生源情况、就业率和去向、就业情况、就业创业工作举措、专业相关

度、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3.加强数据应用分析

注重贯通专业招生、入学、教学、大赛、实习、就业以及学生职业岗位发展

等过程数据的管理，落实已有烹饪工艺与营养、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现代物

流管理、应用英语等贯通专业的数据采集、监控、分析和共享，为新贯通专业申

报和专业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完善毕业生跟踪调查机制，通过用人单位反馈及满

意度调查等方式，形成长期的对比研究数据并加以科学应用。

（四）提升贯通人才培养适应性

1.专业建设对接岗位需求



主动调研新型产业与贯通专业的衔接融合，在贯通专业中加强产教融合，深

化校企合作，适应新岗位发展；灵活动态调整贯通课程，提升贯通人才培养适应

性，使之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上海城市功能转型、产业发展精准输送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人才培养对接证书标准

梳理各项职业技能考核、1+X 职业技能证书、人社局技能证书，课证相容，

形成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以及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职业

教育培养新体系。同时助力学生根据自身所长、未来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技能证书，铺就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