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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本贯通”班的学生其学习经历、学习背景、学习氛围、学习基础等与普通高考生的不同，本文根据

这些特点，以风景园林专业为例，对“中本贯通”班教改要求、教改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创新实践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今后此类教学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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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ents of connection be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undergraduate higher 
educ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students about study experience, study background, study 
atmosphere, study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he class teaching requirement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this kind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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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14 年起，上海市教委基于“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30 年)”文件的要求，开

始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简称“中本贯通”。这种中本贯通即“中职校 + 应
用本科”，中职校学生学业完成合格后经过转段考试直升应用本科专业的一种贯通培养模式。这种模式

直接打通了中职学校学生向上深造的通道，让初中阶段选择就读职业教育的孩子及其家长们看到更多的

提升学历的机会[1]。 
2016 年 9 月上海市园林学校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达成协议正式开设了中本贯通班，由上海市园林学

校正式开设了园林技术专业，在中专学习三年后，进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进行 4 年的本科

教育。 
目前已经有 2019 级、2020 级二届“中本贯通”在校学习，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统一的教改方案指

导下，在二级学院具体的措施落实下，现在学生学习平稳，大部分课程与高考班比较没有显著差异，教

学效果良好。在此对“中本贯通”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2. “中本贯通”班的特点 

由于学习经历、学习背景、学习氛围、学习基础等的不同，高中高考和职高入学学生各方面差异不

小。中本贯通学生没有经过高考而是在中考时期选段进入职业中专学习三年，在中职已经经历和学习了

相关专业，是一群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学生；虽然专业学习内容、学习深度和广度等都有局限，但与高中

阶段高考直升本科的学生有很大不同[2]，高考学生强化了三年的基础教育课程，相对而言，中本贯通学

生在理论课程学习方面的能力稍弱，而动手操作能力显示则要强一些；另外，以风景园林专业为例，“中

本贯通”班在中职阶段即上海园林学校学的专业叫“园林技术”，而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对应的专业叫

“风景园林”；虽然由本科院校和中职学校共同或相似设计课程，但“中本贯通”班仅基于“理论够用”

进行课堂理论教学，在教师带教下，更强调园林技术基础实践操作层面的训练。 
所以，对于这些学过一些初步基础专业知识的“中本贯通”班学生，进入大学后需要改变传统本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20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清俊 等 
 

 

DOI: 10.12677/ae.2021.114200 1310 教育进展 
 

教学仅对书本理论知识简单验证的模式，增加与新时期行业发展阶段相衔接新知识、新技术。  

3. “中本贯通”班教改内涵 

上海市教委“中本贯通”试点方案中提到“试点专业以技术技能为主”，因而教改要求应该在强调

技术、技能上有所改变。根据我校风景园林专业定位，即立足园林植物应用和园林工程技术能力的培养，

教改主要在教材的创新、教学内容研究整合、教学方法的完善、教学实践以及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方面

进行。因此，教师在专业教学上无论理论知识层面或实际操作层面，都必须有较大改变以适应新的教学

群体[3]。 
就我校而言，2019 年“中本贯通”班进入大学前后，“中本贯通”班的教改已经开始，主要从教学

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组织形式、实践教学等方面开展。具体如下： 

3.1. 教材的创新 

教材是教与学的基础，既是授课老师讲课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中本贯通”班在中职阶段

已经有了初步的专业学习课程。比如“中本贯通”班在中职阶段没有专门系统的学习《植物学》，其在

中职阶段学习的《植物学基础》涉及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等内容，所以了解“中本贯通”班在中职的

课程设置，同时对相关课程的内容进行分析、整合。只有加强教材的创新，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要求。目前不少教材都在逐门进行讨论，部分教材已经开始重新编写，就植物学而言，教材定为《应用

植物学》。教材讲授植物学理论与实验方法，增加案例分析和应用场景；教材基于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培养的导向，对“中本贯通”班教材内容整合势在必行。大学教材编写按照“理论与实践并行，强理论、

重实践”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核心作用。 

3.2. 教学内容研究整合 

在明确“应用型本科”培养目标下，在正视学生群体的差异的同时，对教学内容要进行研究：“中

本贯通”班在中职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专业学习课程，了解和分析中职阶段的学习内容，对本科期间的

授课学习十分必要。首先从学习内容的起点不同，到学习内容的广度、再到学习内容的深度等都有明显

的不同，对相应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梳理[4]，具体而言，根据中职校原在校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在进

入本科后，首先在内容上进行分级，避免重复。举例《植物学》，他们对各类植物的形态特征、内部结

构，尤其是特征结构的变化规律等掌握的还是比较薄弱，针对这类问题摒弃不常见的植物类型，重点结

合身边触手可及的植物材料进行刨析，利用多媒体技术，多维展示植物结构；而“中本贯通”对植物识

别内容有初步认识，尤其对常见植物的识别他们先走了一步，而本科阶段关于植物识别的课程涉及植物

学、花卉学、观赏树木学，为此要求学生在学习这三门课程后对植物的识别数量具体要求分别为 150 种、

350、500 种，对学习内容的分级识别让学生目标更加清晰。在实践学习内容上，针对园林特点，进行分

块处理，以此改造学校校内的教学基地，包括温室大棚和园林实训基地，让学生实战模拟园林工程项目，

强化教学效果。 
同时也要注意，教学内容中适当强化理论基础对“中本贯通”班仍然十分必要，只是在教学内容上

要结合上海本地植物对专业内容进行调整，使之满足中本贯通专业课程的需要[5]。 

3.3. 教学方法的完善 

教学方法体现特定的教育和教学的价值观念，因为它指向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要求，所以教学方法

要受到具体的教学组织形式的影响和制约。实行个性化、多样化教学，并不断积累经验，发扬长处，找

出不足，借鉴外校乃至外国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在新大纲指导下，灵活设置教学形式，让教学形式上多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200


黄清俊 等 
 

 

DOI: 10.12677/ae.2021.114200 1311 教育进展 
 

样化。 
“中本贯通”班学生在中职阶段学习过基础的专业知识，如果按通常无专业基础的学生一样对待上

课，学生会觉得重复、无新意；虽然目前学校理论课教学仍多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即讲授法，但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可以实时增加讨论法、谈话法、读书指导法等，学生更乐意接受；大学阶段以引导

探究为主的方法如探究法，课后布置探讨性作业，活跃教学气氛；实验实践课时，课程演示法、参观法，

尤其以接近实际岗位的训练、练习、大作业，非常能激起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方法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从深层面进行学生培养模式的完善。学校每年也是通过课题立项，

鼓励教师总结和凝练教学成果和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如何组织有效的、适合“中本贯通”应

用本科学生的教学组织形式是改革的重要一环，也体现在对新形势新情况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6]。 

3.4. 加强教学实践，注重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从教学实践案例选材入手，体现实践能力培养的层次性。第一阶段：从现有的问题分析、描述入手，

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第二阶段：提出解决方案；第三阶段：回归问题，引发思考，让

学生触类旁通，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对植物的识别：第一阶段要求仅仅要求掌握

100~150 种常见植物，不出校园就可以完成；第二阶段：根据识别的植物，编写常见植物的检索表；第

三阶段：走出校门，去专类植物园识别更多的植物。 
同时加大创新和创业的实践练习，尽可能参加各类创新和创业比赛，以赛促学。这二年让学生参与

到“世界花园大会暨淘宝花园节”、“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园艺微景观创作国际竞赛”、“上海(国际)
花展(未来园艺师景点展示)等众多活动中；并将其作为考核教师教学质量、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指标。

在创新创业的教学实践中，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如问题背景的深究，解决方案的探讨，这些更加能考查

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 

4. 结语 

教改要服务于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需要师生双方按目的要求共同完成教学活

动内容。通过创新教材、优化教学内容、调整知识结构，构建培养“中本贯通”学生应用创新型的能力

课程体系；同时更新教学方法，活化教学手段，构建以提高中本贯通学生教学效果为目标的教学模式；

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极大地提高“中本贯通”学生学习专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尤其是对

学生的兴趣培养。通过以上各自措施，探索适合“中本贯通”在大学教学阶段的因材施教的新方法、新

模式，最终目的是使得教育功能向以培养“中本贯通”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主的方向转变。 
“中本贯通”是个新鲜事物，目前在我校风景园林专业也是一边改革探索，一边完善前行。希望研

究成果不仅可在将来风景园林专业的“中本贯通”得到参考和应用推广，而且也希望可供其它学校“中

本贯通”专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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