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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牌专业建设和评估是上海职业院校内涵建设的重点。历经多年打造，品牌专业呈现

出专业带头人高水平、师资队伍高规格、课程建设高水平、实训资源高品质、校企合作高深度、学生

培养高质量和社会服务高效益等典型特征。但也存在知己不够知彼，亮点不够亮，国际化水平不

够高等问题。后续要进一步提高职业院校品牌专业的发展站位和视野，体现前瞻性和开放性；进

一步加大打造力度，形成品牌效应，提高品牌专业示范引领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品牌专业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增强专业发展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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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rand major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is the focus of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vocational colleges. After many years of practice, the brand major presen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evel professional leaders, high-level teaching staff, high-leve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high-quality training resources, high-dept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igh-quality

student training and social service efficiency.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full-

understanding, excellent and international brand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osition and vision of brand major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at reflect the foresight and

openness, further increase the efforts to create brand effect and improve the demonstration and radiation

role of brand major,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brand major,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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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专业建设和评估是“十二五”以来上海职

业院校内涵建设的重中之重。多年来，上海一直紧

扣专业发展脉搏，在专业布局结构优化调整的基础

上，经市重点专业、市精品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的

建设和评估，专业品牌逐渐显现。当前，上海职业

院校品牌专业呈现出专业带头人高水平、师资队伍

高规格、课程建设高水平、实训资源高品质、校企合

作高深度、学生培养高质量和社会服务高效益等典

第3期
2021年6月

No. 3

Ju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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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教 育 评 估 研 究 2021年6月

型特征。但也存在知己不够知彼，亮点不够亮，国

际化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后续要进一步提高职业

院校品牌专业的发展站位和视野，体现前瞻性和开

放性；进一步加大打造力度，形成品牌效应，提高品

牌专业示范引领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品牌专业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增强专业发展生命

力。

一、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建设的历史发展

近年来，上海职业院校从规范专业设置和管

理，到加强专业建设过程的监控，再到加强优质品

牌的专业建设和质量保障，呈现出清晰的专业建设

发展脉络。

“九五”至“十一五”期间，上海职业院校首先进

行了重点专业建设和评估工作，之后便注重专业规

范化管理，并根据产业发展对专业布局和结构做了

优化调整。1995到 2005年间，上海进行了市级重

点专业建设和评估。2005年秋季学期开始，为加强

对专业的规范管理，上海率先实施专业备案制。同

时，与专业备案制配套，同步开展新专业设置可行

性和必要性论证评估，并于 2007年开始对新设专

业进行中期教学检查评估，加强了对专业质量的过

程监控。2009年，《关于推进上海职业教育专业布

局和结构调整优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职

〔2009〕40号）颁发，目标是根据上海城市功能定位、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科技进步的特

点，紧密结合重点产业、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

展需要，建立职业教育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鲜

明、品牌纷呈的专业体系，逐步形成学校之间定位

准确、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各有所长、有序发展的

专业建设新格局。重点工作包括优化布局、调整结

构、促进改革、打造品牌、完善机制五个方面。其

中，打造品牌方面提出要激励和扶持有条件的学校

创建专业品牌，形成多个能适应上海重点产业发展

的、重大项目建设的、有标杆作用的、高质量的技能

型人才培养基地，为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和内涵发展

提供示范。这项工作提出的专业建设目标和任务，

为上海职业院校新时期专业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和道路。

“十二五”以来，上海职业院校更加注重专业的

培优增质、打造专业建设新高地。主要开展了精品

特色专业建设和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示范性品

牌和品牌专业建设与评估。2010年，在专业结构和

布局调整和优化的基础上，立项 156个重点建设专

业，通过政策和经费支持院校进行重点建设。2013
至 2015年，分三批完成了对立项专业的精品特色专

业认定评估工作，初步建成了 148个市级精品特色

专业。［1 ］“十三五”期间，为了进一步推进职业院校

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上海进行了品牌

专业建设，2016年立项，2018年前完成建设，2019
至 2020年完成验收评估。项目提出建设一批在全

国职业教育中起示范引领作用的示范性品牌专业，

以及一批在上海职业教育中起示范引领作用的品

牌专业；还有配套的四大任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校企深度合作；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形成丰硕

课改成果；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①形成一流教学

团队；提高专业服务水平，拥有优质社会声誉。

二、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建设实践

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建设和评估具有院校

自定建设目标和方案、政府分年投入经费、专业评

估机构全程指导的特点。院校根据自身专业建设

和发展实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寻建设期对照

标杆，自定建设目标和方案，专业评估机构组织各

方专家与院校共同对方案进行修订完善并最终确

定，同时将最终方案在专业评估机构进行备案。政

府根据学校建设方案中的经费投入需求，根据建设

任务分年度拨付经费，一般文商、艺术类专业可申

报 100万至 400万元建设经费，理工类专业可申报

200万至 500万元建设经费。在专业建设过程中，

按照项目的总体设计，专业评估机构对院校进行全

程跟踪指导，形式包括调研、评估、咨询会等，并根

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

个别化指导，帮助学校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达

成建设目标。

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评估坚持研究与实践

①“双师型”教师指具有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并持有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双高型”教师指具有教师系列高级及以上职称并持

有高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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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推进，在严谨研究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

有序的实践推进。品牌专业评估程序包括学校自

评、专家网上材料评审、现场集中汇报答辩交流、实

地抽查、综合评议等环节。在评估实施过程中，精

心遴选了职业教育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的专家组，

包括参评专业带头人、行业企业专家、高校专家、市

内职业院校专家、外省市职教专家等，专家类型多

元，特别是行业企业专家参与度高，确保了评估效

度和信度。品牌专业评估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和

宁缺毋滥、优胜劣汰的原则。专家组在评选过程中

既注重专业建设目标达成度，同时重点关注专业形

成的品牌特征。评选出来的专业符合上海产业发

展方向，符合上海构建新兴战略产业、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符合上海打造“上海购物、

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建设的需

求。最终遴选出 42个全国一流专业和 68个上海市

一流专业，一、二、三产类专业占比分别为 1.82%，

35.45%，62.72%。其中，加工制造类、财经商贸类、

信息技术类、交通运输类、文化艺术类 5个大类专业

的数量排名前五，与上海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人

才的需求吻合。

三、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建设成效

通过对品牌专业相关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上

海市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呈现出专业带头人高层次、

师资队伍高规格、课程建设高水平、实训资源高品

质、校企合作高深度、学生培养高质量和社会服务高

效益的良好局面，较好地支撑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专业带头人高层次。品牌专业的专任教师中

具有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分别占专职教师总数的

70.84％和 53.01%。专业带头人任职时间 3年及以

下的，4-5年的，6-10年的，11-15年的以及 15年以

上的比例分别为 10.36%，35.96%，31.65%，15.06%
和 13.93%。专业带头人所学专业和所从教专业匹

配度高达 84.31%。专业带头人具备教师系列高级

职称比例达 92.48%，具备“双师型”教师资质的比例

达 95.42%，具备“双高型”教师资质的比例达

80.18%。专业带头人整体学历高，多为教育的科班

出身，专业素养好，在本专业领域耕耘多年，熟悉精

通本专业教学业务和专业核心技能，在全市乃至全

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师资队伍高规格。品牌专业的专任教师中具

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96.03％。专

任教师高级、中级、初级职称占比分别为 27.83%、

47.04%、17.42%，具有相关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教

师占比 22.97%，兼职教师中行业企业专业人才和能

工巧匠占比为 64.09%。2016-2018年教师参加各

级各类重大竞赛的成绩显著，品牌专业教师获得省

市级、国家级、国际级奖项的平均数分别为 12.28
项、3.18项、0.28项。可见，师资队伍整体学历层次

高，职称比例合理、有梯队性，兼职教师比例及结构

恰当，教师获奖多，整体能力和素养良好。

课程建设高水平。品牌专业建有专业教学资

源库的比例高达 97.80%，数字化教学资源总容量均

值为 3.33TB，2016-2018年新增容量均值为 1.58TB。
建有专业网络教学平台比例高达 87.89%，市级精品

课程均值 0.16门，市级以下精品课程均值 1.76门，

市级网络课程均值 0.22门，市级以下网络课程均值

4.77门。2016-2018年，品牌专业开发统编和规划

教材均值 9.62本，其中主编 8.47本，参编 1.15本；主

编校本教材平均值为 7.42本。可见，品牌专业教学

资源丰富，教学手段灵活多样，能紧跟行业发展，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实训资源高品质。品牌专业建有市级开放实

训中心的比例高达 64.57%，2016-2018年间新增设

备总值平均数为 368.26万元、386.52万元、332.78万
元，新增实训项目平均值分别为 1.82项、1.89项、

1.93项。可见，品牌专业有充足的理实一体化实训

资源，实训设施设备先进，具备实践教学、职业资格

鉴定、技能竞赛、社会服务等功能，进行项目课程教

学的实训条件保障有力。

校企合作高深度。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教育

教学的重要特征和主要途径，评估数据显示品牌专

业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良好。以校外实习基地

建设为例，品牌专业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均值达

19.43个，2016-2018年品牌专业校外实习基地接纳

本专业学生实习实训人次均值达到了 5 439.50人
次，接纳本专业教师实践人次均值达到了 268人次。

校外实习基地形成了集顶岗实习与学生就业工作

于一体、学历教育与岗前培训有机结合、教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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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双师型”师资培训结合的综合性功能场所。

学生培养高质量。2016-2018年品牌专业招生

平均数分别为 145.50人、134.50人、132.50人，年均

招生人数明显高于普通专业学生数，在上海近年来

生源整体下降的大趋势下体现出了较强的社会认

可度和吸引力。2018年，品牌专业毕业生三、四、五

级职业资格证书获证率均值为 2.65%、46.41%、

21.59%。2016-2018年品牌专业学生参加各级各类

技能大赛获得省市级、国家级、国际级奖项均值分

别为 28.27项、4.61项、2.03项，2018年品牌专业毕

业生总就业率均值为 94.39%，直接就业对口率均值

为 91.30%。可见，品牌专业整体呈现出进口畅、出

口旺的良好局面，学生综合素养高，显示出了较强

的社会吸引力。

社会服务高效益。品牌专业积极拓展社会服

务功能，开展行业企业职后培训、职业资格鉴定、咨

询服务等，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与经济效益，提升了专业的社会影响力。2016-
2018年，品牌专业开展鉴定均值为 2 321人次，开

展社会培训均值分别为 8 616.50人次，建有市级师

资培训基地比例均值为 20.91%，开展对外援教人次

均值为 216人次，承担外单位参观学习均值为

2 907人次，建有市级及以上技能大赛集训基地比

例均值分别为 3.40%。品牌专业承担社会服务的积

极性高，能力强，效益好，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学历

教育与社会服务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四、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存在的

问题与改进策略

历经多年打造，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建设成

效显著，但是通过评估也发现了品牌专业在建设过

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品牌建设具有长期性，在找

准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将为

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下一阶段持续提质培优，进

一步打响品牌提供借鉴。

1.上海市职业院校品牌专业仍存在的主要问

题

一是知己不够知彼。上海市职业院校品牌专

业建设和评估工作的定位是建设一批在全国职业

教育和上海市职业教育中起示范引领作用的品牌

专业，院校在品牌专业建设过程中应立足上海，放

眼全国，将品牌专业的建设放在全国同类专业发展

的大背景下。但从品牌专业评估中发现，学校在自

评阶段以及专业最终呈现出来的建设成果方面，更

多的是将关注点放在自身建设情况上，就自己谈自

己的情况较多，从全市和全国范围内进行专业优劣

势的比较、剖析不够，对上海市和全国同类专业的

建设情况和发展趋势调研、了解和认识不够，不利

于院校找准在全国的定位，不利于品牌专业进一步

做精做强。

二是亮点不够亮。如同品牌商品一样，职业院

校的品牌专业应该在全方位高位均衡发展的基础

上，还有区别于非品牌专业的独特亮点。从上海职

业院校品牌专业评估过程来看，这些品牌专业在师

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训教学、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和

学生培养质量等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但是在“面

面俱到”的同时，没有突出专业建设重点以及由此

逐步形成的体现专业“个性”的特色和亮点，整个专

业建设过程和成效都呈扁平化状态，没有完全建成

具有立体形象、进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响亮品牌。

三是国际化水平不够高。上海国际化都市的

发展有利于职业院校开展专业国际化项目，也对职

业院校专业建设国际化提出了较高要求。目前，上

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在国际化方面，主要以外语类

专业的国际化实践探索和交流互访居多，只有部分

专业能够与德国、澳大利亚等进行深度专业建设项

目合作，并形成一定本土经验。不少院校在品牌专

业评估的自评总结阶段也提出专业国际化水平不

够，需要在后续建设中加强。因此，如何将国际职

业教育专业建设和发展中的优秀经验，通过研究、

实践转化为具有本土适应性的方案，仍是今后上海

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建设国际化的重要内容。

2.上海市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建设的后续策略

职业院校的品牌专业建设已经成为当前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改革突破口。《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都提出了职业院校专业建

设的目标和要求。品牌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将是一

段时期内职业院校的重点。针对上述评估中发现

的一些问题，对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的后续建设

和发展提出以下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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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一步提高职业院校品牌专业的发展站

位和视野，体现前瞻性和开放性。江苏省在 2014年
颁发的《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含

高职高专）中，提出品牌专业要“坚持顶天立地”，既

要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具有领先地位，在世界同领域

中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又要能够支撑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提质增效。

上海职业院校品牌专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提高发

展站位和视野，以国际同类专业的发展引领本校专

业发展，将品牌专业的发展置于我国“一带一路”等

发展政策的大背景下，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服务上

海及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的需求。品牌专业建设的目标定位、师资队伍

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教育教学方法、学生成长

发展等都应体现前瞻性。同时，品牌专业作为职业

院校的响亮名片，更需要提升国际化水平。以上海

为代表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职业教育更应走出国门，

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相关标准制定等工作，为提

升我国职业教育水平贡献力量。［2 ］今后需要进一步

探索可实践、可推广的国际合作“本土化方案”，包

括具备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国际视野，建立

稳定的具有国际素养的师资团队，将“引进来”的课

程体系转化成因地制宜的课程资源，深入地“走出

去”，助力专业教师参与国际职业教育相关标准的

制定，助力学生参与国际化职业资格证书学习培训

和参与国际性专业赛事等，扩大专业辐射影响力。

其次，进一步加大打造力度，形成品牌效应，提

高品牌专业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品牌”一词本身就

具有大众对产品认知程度的内涵，品牌的打造也具

有长期性。因此，职业院校品牌专业的打造，需要

持续不断地进行重点建设，形成品牌效应，提高知

名度和影响力。在后续专业品牌打磨的过程中，职

业院校更应站在上海、全国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对

专业建设发展要求的高度，找准自身方位，继续聚

焦专业亮点，提高专业特色和品质，进一步扬优势、

补短板，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提供专业层面的

支撑。进一步加强总结、推广和应用，培质增优，增

值赋能，通过打造新的增长点更好地带动本市其他

专业建设，提升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服

务上海“五个中心”和“四大品牌”建设，培养一大批

高素质劳动者和知识型、发展型技术技能人才。同

时，进一步提升职业院校专业的社会服务效能，持续

走产学研发展之路，加深院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将

借力行业企业来更好地发展专业与专业积极主动为

行业企业发展助力相结合，形成职业教育专业建设

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局面。［3 ］

最后，进一步加强品牌专业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的建设和完善，增强专业发展生命力。专业的建设

和发展须不断完善专业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外部和

内部保障体系），才能保障专业发展生命力。当前，

上海市职业院校品牌专业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完

善，在质量保障方面需要进一步重心下移，加强院校

内部品牌专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职业院

校要树立自我诊断、自我保障的品牌专业质量保证

理念，建立和完善内部质量保证的体制和机制，将内

部质量保证的工作与专业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结合。

从组织机构、教学管理、资源配置、条件保障和日常

运行等方面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的体系，通过科学

有效的质量管理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保障专业的发展生命力和良好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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