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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里“孵化”人才
“今年，我们五年一贯制专业的招生情况

很好，虽然只有240个招生计划，却有1200多

人报名。”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路喜

说，今年录取的最高分为629.5分，600分以上

有7人，部分学生达到了市、区重点高中录取

分数线；最低分数线为496分，比本市的市控

线高了96分。

闵职院的中高职五年贯通专业之所以吸

引很多初中毕业生报考，一是因为学校地处

闵行南部先进制造业聚集区，临近莘庄工业

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与上海交通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航天研究院等著名

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众多世界五百强企业毗

邻，学生的实习实训资源丰富、就业优势突

出；二是因为学院立足服务上海“五个中心”

建设和闵行“南制北服”产业布局与经济发

展，开设了智能机电技术、建筑室内设计、新

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跨境电子商务、婴

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等专业，都是以行业企

业用人需求为出发点，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社会急需，在传统专业基础上进行改造与

提升后打造的有特色、有就业优势的专业。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朱建柳介

绍，今年中高职贯通招生约有三分之一考生

的分数高于虹口区重点高中分数线。“学院组

建了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数字新媒体

产业学院、现代健康产业学院和东湖酒店产

业学院，与行业头部企业共建了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将行业的新技术和优秀

文化融入育人的全过程中。”她说，现在的学

生和家长很“现实”，获得文凭只是其一，最重

要的是要看所学专业与城市发展、未来社会

需求是否匹配。就拿南湖学院来说，新建的

元宇宙重点应用场景被教育部立项为全国职

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单位、全国示范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培育单位。校内还建有全国首

个“智能新能源汽车”“岗课赛证”融通示范基

地，以及上海市第47届世界职业技能竞赛汽

车技术、酒店管理主基地。这一切都是为了

抢占未来技术人才建设高地，让职业院校成

为国家紧缺蓝领的“孵化园”。

中本贯通成了“香饽饽”
960名学生报名，最终录取32名，其中最

高分690分、最低录取分为663.5分。上海市

杨浦职业技术学校与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共建

的学前教育中本贯通专业今年又成“香饽

饽”。手握可以进市重点高中的分数，却对职

业学校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孩子未来生

涯规划创设了新的路径和机遇。越来越多的

家长懂得尊重孩子的特点和兴趣。”杨浦职校

副校长沈小毓说，学前教育中本贯通专业去

年一推出就受到社会关注，这一专业通过7年

浸润式的专业认同教育和专业情怀构建，培

养乐教、适教、会教的卓越幼儿园教师。从两

年的报名情况来看，考生一方面对专业、职业

有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冲着贯通本科的上师

大品牌而来，毕竟踏进了这个专业就等于提

前迈入了大学。

据介绍，杨浦职校与上师大联手在培养

模式、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践资源、教学管

理、育人机制、考核评价、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等方面实施贯通培养。在“3+4”的长学制中，

学生前3年在杨浦职校侧重于专业技能和艺

术基础技能训练，后4年在上师大以学前教育

理论知识和技能培养为重点，实现教育教学

综合运用，特别是艺术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

沈小毓说，教育实践活动从中职一入校

就涉及，几乎贯穿整个学段，让学生在不同阶

段伴随专业认知的不断深入、专业技能的不

断储备，逐渐厚植对学前教育专业和职业的

认同和热爱。目前，两校与本溪路幼儿园等

50余家市级示范园深度合作，为学生教育见

习、教育实习和教育研习等提供实习实训基

地资源，增强学生职业认同感，拓宽学生未来

的发展通道。

“专升硕”打破学历偏见
“柏璠等22名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啦！”暑

假里，这则消息在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里

不胫而走。不过，师生们都知道，这也不是什

么新闻了，因为近年来该校已有100多名毕业

生拿到了硕士证书。一名高等职业类专科学

校培养的学生，怎么会拥有硕士“头衔”呢？

原来，学校在2012年就推出了与日本京都情

报大学院大学合作的项目“专升硕”，即高职

专科生照样能够通过选拔升入硕士学位段

深造。

据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党支

部书记胡雪介绍，以前总有学生和家长对报

考高职院校有偏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

高职毕业后学历就封顶了，如果铁了心想获

得高学位，就必须先经过专升本课程学习，再

通过考研进入研究生段学习，周期至少要7

年，长的可能要9—10年。现在，学校之间的

合作可以让高中毕业生进入高职后，用5年时

间就拿到一张硕士文凭。东海的“硕士连读”

课程设有计算机科学及网络安全、动漫及游

戏的制作、商务IT、旅游IT、海洋IT、医疗IT等

多个方向，由学生自由选择。胡雪说，原则上

符合三个条件就可以顺利进入硕士课程：一

是获得东海学院的毕业证书；二是通过日本

语能力测试2级；三是完成预科学习并通过升

学测试。目前，学校已经和20多所IT公司签

订了人才合作协议。

“我是2017年参加高考的，没过本科线，

进入了东海学院。说实在的，那时的我和家

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只用了5年时间，我就成

为了硕士毕业生。”彭伊吉在今年上半年进入

本市一家IT公司工作，负责网页设计。他说，

东海的“硕士连读”课程为同学们打开了一片

新天地，也把职业教育这张名牌擦得更亮了。

本报记者 王蔚 易蓉

申城职校报考热为何不断升温？
实训资源丰富、校际合作加强 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

30天时间、25场直播、341张订单、

9565.82元销售额……这个假期，上海工商信

息学校国际商务专业中高职贯通班三年级的

8名学生交出了一份特殊的“暑假作业”。凭

借这份成绩单，他们在2023年度上海市院校

电商直播大赛中获得一等奖。更让同学们觉

得有意义的是，“小炒鱼”“月亮粑”“脐橙糕”

等直播间热销品全部来自江西赣州红色老

区，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为乡村振兴助力。

在昨天举行的大赛颁奖典礼上，记者了

解到，这3个月内，共有来自本市高校和中职

学校的多支队伍同场竞技。尽管复赛中江西

赣州提供的选品零售价仅为几元到十几元，

但所有队伍30天的总销售额达到5.4万元，直

播间总流量超过120万人次。

“第一次在抖音平台上实战开播带货，对

几乎没经历过岗位历练的我们来说，是一次

精力、体力、能力、素养方面的大挑战。”上海

工商信息学校“帅哥美女成群结队”的领队、

指导教师蔡振元感叹。商品拍摄、脚本撰写、

前期调研、现场调控、技术支持、助播、数据复

盘、引流增量……同学们分工合作，头一回意

识到一场直播就是一场商业活动，并不只有

台前几个小时的辛劳。

能说会道的女生张蕾给直播间起名为

“张小妹吃吃吃”，与男生洪朱滨一起担任主

播。没想到，7月20日第一次直播就遭遇失

败——准备好的脚本10分钟就讲完了，大家

面面相觑，不知道怎样“尬聊”，草草结束了直

播。经过一次次反思、研讨，大家不断调整直

播的开启时间、时长和频次，并根据直播间访

客数、停留时间、商品点击、成交转化、主播状

态等数据来调整直播方案，提高成交量。

“已经有企业联系学生，很愿意让他们参

与‘带货’。”走下赛场，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主任郑玲对同学们的专业发展

很有信心。两名主播李敏均和牛煜笑容甜

美，人气很旺，但3个多月比赛结束后，两人对

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了新的考量——一个对幕

后技术岗位更感兴趣，另一个则对成为一名

知识分享或生活方式主播更感兴趣。“直播带

货，并不是说人人都去做主播，而是让不同学

生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郑玲介绍，学校电

子商务专业始于2004年，如今主要专注于新

媒体营销领域，分别从新媒体策划、新媒体运

营和新媒体技术三个方向作课程设置。“这

样，未来同学们就能适应社交媒体营销、网络

推广、数据分析、视频营销、电商运营等不同

岗位，增加就业机会，甚至可以去创业闯一

闯。”郑玲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多支队伍同场竞技“直播带货”
职教学子交出一份特殊“暑假作业”

开学前，沪上中职校、高职院
校纷纷传出“喜报”。首先是考生
报考热情不断上升，特别是中高
职、中本贯通专业的招生分数线，
甚至高过了不少市示范性高中的
录取线；其次是毕业生就业前景普
遍看好。记者追踪调查发现，上海
的职业教育不断对接城市发展，办
学“以需求为导向”，在培养应用
型、技术型人才方面闯出了新路。

■ 杨浦职校学前教育中本贯通专业的学生在幼儿园见习

■ 学生上钢琴课训练艺术技能

■ 学生合唱队参加艺术展演

■“小炒鱼”等成为直播间热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