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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阌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隶属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成立于 1978 年，

拥有徐汇、闵行两个校区，为国家级重点中专，2018、2019、2020“亚太职业院校

影响力 50 强”、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合作发展联席会常务理事单位、教育部 PASCH

项目示范校、上海市文明校园、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校、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特色示范学校、第十一届上海市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上海市家庭

教育示范校、上海市“龙文化”——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傅清泉杨氏太极拳”

非遗传承基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和上海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理事单位、上海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留学生基地、CEAIE-AFS 国际文化交流

项目铜牌学校，建有上海市经信系统首个劳模工作站，也是沪上唯一一所以外国

语命名、唯一有招收外国留学生资质、获得 ISO 国际教育组织管理体系认证的中

等职业学校。

该校在办学过程中锐意改革、数次转型、励精图治，形成了以商务外语、

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专业共同发展的综合性办学格局。为适应上海“五个中心”

建设，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该校积极践行“立人立业 知行合一”的校训，

坚持外国语办学特色，牢牢把握国际化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内涵发展，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为学生提供多元升学和就业途径，升学率在上海市中职学校名列前茅，

为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复合型、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该校坚持“开放创新、匠心精技、多元发展、成就精彩”的办学理念，围绕“提

供高质量的教学、实施高水平的管理、培养高品质的学生”的战略部署，主动适

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盘实职业发展基础，以学生发展为根本，以教师成

长为基石，深入推进办学模式、管理体制、育人模式、保障机制改革，为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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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职业本科和应用型大学输送优秀人才，加快探索特色中等职业学校发展之路，

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该校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工作，专门成立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

作小组，制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方案，向各相关部门征集质量年度报告相关案例

和支撑材料，由校领导亲自指导把关，撰写形成《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质量年

度报告（2023）》，如实反映学校 2022 年人才培养工作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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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㳔气㺥鯵ꓪ
1.1 党建引领

������帿⻊佟屛椚雿㷖⛴瘰暖椚䟝⥌䙁呏㛇
以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题主线，广泛开展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宣传宣

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不断深化改革，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评判标准，坚持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

提高教育公平为核心，让教育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增智添力。组织全校党员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盛况，开展党的

二十大精神学习讲座，夯实思想政治理论根基。加强全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全年开展学习 16 次，巩固拓

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 ����吿뀖㸍겐✅間澚◝ⶥ㝕䐷䋜⚷

����� ⸈䔂礵牟俒僈䒊霃䕥儑餓⟣⢪ㄐ䬐䔲
深化文明校园建设，全面开启 2021-2023 年第三届上海市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改版学校文明校园网站，顺

利完成文明校园中期评估。2022 年 3 月上海疫情发生后，全校 134 名在职党员第一时间在“先锋上海”小程序

上 100% 完成“双报到双报告”，全体党员就地就近转为社区志愿者，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收到

各社区广泛肯定和表扬。9 月开学后，该校 100 余名教职工参与到学校师生核酸检测志愿者工作中，全力守护

校园安全稳定。深化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激发向上、向善、向美能量。

㎽ ����⪋⽄䗅䡇脢㐃呦ꐧ啃嵱楓㐙缰䭦璭䍈 ㎽ ����⪋⽄䗅䡇脢侒朮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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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㣝㹊㛇㽻絆絉㛇炄䩧鸣㗏䔂䧶修㜃㘠
开展支部“亮牌工程”，推进“一部一品”特色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商外一部党支部创建市经信系统党支

部建设示范点。党建工作与部门工作紧密融合，线上教学期间各支部开展特色鲜明主题党日活动，落实“抢抓

三季度，喜迎二十大”专题活动实施项目。开展 2022 年度学校“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树立先进，推动广大

党员立足本职岗位、争当模范先锋。开展支部书记培训、青年干部党性培训、党员轮训，进行全面的理论学习、

党性教育。全年发展党员 1 名，1 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呩⢾ ���
❀䗱翫⸓�帿罭翟侅痦♧絁

商外一部党支部秉持“五心”践初心的党建理念，用精心、细心、暖心、匠心和恒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践行培育合格技能人才的职教初心。

“数字贸易”、“跨境电商”、“跨境直播”……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崛起都意味着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商

外一部从 2019 年起着力申报“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团队在两年中走访企业、同类院校近 20 家，撰写文件十

余万字，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7 稿。

2022 年 3 月开始，支部党员教师一边居家上网课，一边下沉社区从事志愿者工作，党员志愿者参与率达到

100%。范丽迪老师针对学校外籍教师较多的情况，给外籍教师们当起了“美食博主”。将“美食视频”带入课堂，

带领学生用外语讲中华美食，传播抗疫正能量。

商外一部党支部通过政治学习课表化，提升所

有教师的师德师风素养，提高党员教师们的政治站

位，通过规范化的三会一课，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武器，促进党员教师的持续发展。支部创新开展

多样化的主题党日活动，不但增强对党员的教育性，

也同时提升党员教师的业务能力。

㎽ �����⪋⽄䗅䡇脢溫駘⟥䛉 �㎽ �����⪋⽄䗅䡇脢䊜ⲙ句䪨呦ꐧ焺�

㎽ ����ガ㜾┞ꌄ⪋佻ꌄ⪋䐮嵛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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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䫋䠑霋䕎䙖䊨⡲䔂⻊䋗欰䙼䟝䒸곭
该校党委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加强组织领导，制订 2022 年度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清单，细化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抓好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制定《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及网络工作群管理

实施细则》，充分利用校园网、文明网、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途径，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宣传，

发布各类新闻 300 余篇。该校文明网开辟疫情防控专栏，传播凝聚正能量。持续开展业余党校和青马团校学习，

不断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党爱国热情。

����� 帿⻊㔋餓⼸ず劼ⵖ䲀鵳Ⰼ➢⚚屛⯳
围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制定 2022 年度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重

点任务清单，签订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书，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坚持走群众路线，党委开展大调研大

走访，将问题解决贯彻工作始终。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查，做好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情况自查。开

展“清廉修身 勇担使命”教职工廉洁从教读书活动，通过纪检干部办案安全学习培训和知识自测、新教师集

体廉政谈话等，积极开展警示教育。

1.2 立德树人
该校以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促进学生良好行为规范养成和综合素质提升为核心，

探索形成理念融和、载体创新、资源共享的“融和育人”工作特色。

����� ⟄欰⚹劥䒊用䗞肫䊨⡲緸絞
该校建立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党委书记和校长为组长，分管校领导为副组长的德育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职责、定期研讨、指导德育工作开展。形成“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学生科—教学部—年级组—班主任”的

教师管理工作机制和“校学生会—部学生会—各班级”的学生自我管理教育网络。

����� 䙼䟝䒸곭烁用䊨⡲湡叻
在提倡“五育并举”、“三全育人”的背景下，该校积极搭建“大德育”框架，明确目标导向，确立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全面发展的总目标。一年级开展适应教育，二年级开展发展教育，三年级开展理想教育，

分步实施、层层推进。

����� 崞⸓肫➃䬪㾝㹊騨鲿⡤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安全教育、

法治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注重各类仪式活动的教育效应，开展好升旗仪式、开学典礼、入团仪式、十八岁成

人礼、毕业典礼等；组织好校园文化艺术节、技能节、运动会等，设计好荣誉奖券激励、特色班集体和星级班

级评选、教学部之星评选等活动；多渠道拓展学生社团展示、交流活动，拓展视野，提升学生社团参与度，着

力建设学生合唱、舞蹈、创新创业、人工智能等社团；加强学生自主参与校园管理；注重志愿者服务及劳动教

育；参与“爱心暑托班”、上海植物园、上海航宇中心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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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䌑獘㎑낊ꓠ㺥獏嵛Ⲙ ㎽ �����睘◩ⶥ◩劻귱뎢㎑吿䐷⪿獔
呩⢾ �

䒓㾝⸣垷鵳吥㔩禹崞⸓
2021 年 12 月 2 日上午，该校劳模工作站首批入驻劳模、上海江南造船厂钳工班组长胡传硕来到学校，开

展劳模进校园系列活动。

 禹崞⸓⛓♧㹊㖑錜կ胡传硕来到该校数控实训中心，观摩机电一体化专业 2013 班的钳工实训课，

就加工姿势、力度掌握、尺寸测量等进行现场示范和技术指导。

禹崞⸓⛓✳⚺곿雷䏠կ胡传硕不仅分析钳工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和职业发展前景，还和同学们分享自

己如何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一名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心路历程。

禹崞⸓⛓♲皊雧⼸雳կ胡传硕和该校两位青年教师——肖波、刘晓云老师签订《师徒结对协议书》， 

有力推进了该校教师双师型队伍建设，有利于提高该校实践教师的教学效果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促进学生综合职业素质，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技双馨”专业技能人才。

禹崞⸓⛓㔋ꫬ䎃䏠靍⠔կ胡传硕和该校青年教师座谈，介绍江南造船厂的相关情况，回答青年教师

提出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倦怠等问题。

����� 俒⻊⠛䪬⳼儑䗞肫暵蒀
该校“融和”礼仪教育体系获得上海职教系统校园文化建设优秀项目荣誉称号；“构建中职校‘两个层面，

三个环节’礼仪教育体系” 课题获得中华职教社《职业院校中华文明礼仪教育研究与实践》子课题立项并获

课题评审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创新礼乐融和，激发学生对于礼仪音乐的感知与表达，将传统深沉的礼仪训练

与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体舞蹈音乐相融合。“龙文化”是该校传统文化育人名片，该校在龙文化全能赛、文明

风采大赛等获奖；开展中华艺术宫主题讲座和龙文化系列讲座；傅清泉杨氏太极非遗传承工作室在该校的挂牌，

成为龙文化传承教育工作的一大突破；该校获得上海职教系统校园文化建设优秀项目荣誉称号。

呩⢾ ��
巑Ⱞ濼腊䗞䚍ꥧ륫傞佟爢

该校“隐龙”时政社聚焦国内外时事，激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发展、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积极

促进了学生全面而生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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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ծ濼霋崞⻊涸剣佪庈麤
该校时政社活动聚焦国内外重大时事，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国内外形势最新动向，学生在所听、所看、所

讲、所论中把握时政知识。“隐龙”时政社所开设的活动，同步贴合中职生思政课模块内容，如 : 时事讨论会、

一周看天下、时事评论大赛、时政知识竞赛等，让学生及时获取最新信息。

✳ծ腊⸂㛆Ⱞ涸ꅾ銳䎂〵
以“隐龙”时政社为平台，通过校内初赛、复赛和集训等方式，教学部和学生科联合管理、授课，选拔出

的种子已连续数次参加市级时政大赛并取得傲人的成绩：决赛团队取得 2 次金奖、1 次银奖和 1 次铜奖。

♲ծ䗞肫欰䧭涸ꅾ銳瑟ꢂ
“隐龙”时政社基于学生共同的兴趣爱好，学生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方式自由自愿开展

社团活动，集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实践性于一体，为学生构筑一个有所启迪和领悟的德育空间，每一次

活动都是一堂活生生的思政课，有利于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升华学生的道德境界。

1.3 在校体验
根据学生座谈会及学生反馈情况，学生对该校教育教学活动、教师业务水平、学生多元发展平台等均持满

意态度。对广大教师的课前准备、授课过程、作业布置、批改、课后辅导等各个环节，绝大多数学生均表示肯

定，尤其在教师的责任心、教学质量、师生关系等方面，学生们感到非常满意。

㎽ ������갬봅獘獘㎑嵛Ⲙ�

銩 ����㳔气㸉㳔吿侷㳔嵛Ⲙ⾕獘㎑嵛Ⲙ溸怮䟩䍳

�㎽ ������갬봅獘䧯⽄

序号 项目 学生满意度

1 思想政治课 98%

2 公共基础课 98%

3 专业课教学 97%

4 社团活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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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该校在线教学秩序平稳有序，学生对学校的在线教学工作整体满意度较高。根据问卷调查

结果，对学校在线学习组织工作的表示满意的学生占比：55.17%，比较满意占比 34.61%，一般占比 9.4%，不

满意占比 0.1%，很不满意占比 0.72%。学生对线上学习的整体感受，选择满意的占比 37.91%，比较满意的占比

42.87%，选择一般的占比 17.05%，不满意的占比 0.93%，很不满意占比 1.24%。

学生对在线学习活动的表示满意的占比 50.41%，比较满意占比 37.71%，一般占比 10.43%，不满意占比 0.62%，

很不满意占比 0.83%。

1.4 就业质量
素养教育是该校德育“三纵三横”整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校从一年级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到连续

十多年举办的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系统培养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职业礼仪、职业意识、职业道德等，使

学生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前，具备相当水平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水准。

与 2020 年、2021 年相比，该校毕业生在综合就业率方面继续保持高比例。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就业

率均超过 99%，升学率均超过 98%。 

㎽ �����㳔气㸉㐃绻㳔▣缀缃䈰✑溸怮䟩䍳

㎽ ������㳔气㸉绻┪㳔▣俠✅䠋⺇溸怮䟩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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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毕业学生总数 661 543 525

贯通学生数 167 250 316

中本贯通学生数 30 57 93

中高职贯通学生数 137 193 223

升学率 99.09% 98.9% 99.43%

就业率 99.85% 99.45% 99.43%

直接就业率 0.15% 0.18% 0

年份项目

銩 �����ꂀ � 䌑㳔吿嬢╃气䝠⬔嬠鿲

銩 ���ꂀ � 䌑╚┺嬢╃㳔气⻄┺╃㝕稝㐃ⶬ㳔յ㹧╃瞏做긖溸䝠⬔嬠鿲

普通中专专业
就业率（%） 升入高校比例（%）

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装备制造大类 数控技术应用 100 90 91.7 100 100 91.7

电子与信息大类 软件与信息服务 95.8 100 100 100 100 100

财经商贸大类 国际商务 100 100 100 100 95.45 100

教育与体育大类

商务韩语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务日语 100 97.67 100 100 95.35 100

商务西班牙语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务德语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务英语 100 100 98.2 98 100 98.2

商务俄语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务法语 100 100 94.1 100 100 94.1

1.5 创新创业
该校持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组织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

业能力，积极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整合各类双创教育资源，结合各教学部特点，设立大数据应用

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室、双创实训教室、活动室、路演中心等，逐步形成集宣传教育、指导培训、学习实践、

交流展示等服务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学生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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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㝕鰨┺뀨㕇駕⚷

㎽ ���㳔吿侷䉞Ⲏ┪嶯䉗氲㲳ガⲏ䉞膷╃䪫茤㝕鰨䌔衇裯✲缥

同时，该校将创新创业教育建设纳入新一轮三年发展规划、德育规划，将指导站建设列入学期重点工作。

2022 年申报并获批上海市院校创业指导站；同时，获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5 个优

胜奖、第二届上海市中职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种子赛道 2 个银奖 1 个铜奖 1 个优胜奖。

1.6 技能大赛
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突出职业技能训练，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教

育主管部门规定或学校认定的职业技能证书考试，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各专业学生在国家级、市级竞赛中

屡获佳绩。2022 年，在上海市第九届“星光计划”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该校学生获得 6 个一等奖、12 个二等奖、

7 个三等奖、3 个团体一等奖、2 个团体二等奖；在外研社举办的多语种手抄报大赛中，该校荣获 1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3 个优秀奖；在第十届全国德语奥林匹克竞赛中，该校推选的 2 位同学荣获 A2 级别二等奖；在第

五届全国职业院校跨境电商技能大赛中，荣获 4 个一等奖、1 个三等奖；在上海市第 35 届作文大赛中，获得一

等奖 5 人，二等奖 10 人，三等奖 11 人；在第 26 届全国高中生日语作文竞赛中，获得 2 个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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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芍侷㳔鯵ꓪ
2.1 专业建设质量
该校现有 5 个中本贯通专业，8 个中高职贯通专业，12 个中专专业，其中，中本贯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及跨境电商、大数据应用中专专业为新申报专业，2022 年 9 月完成首批招生。

该校与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合作的中高职贯通培养应用德语专业为上海市首批贯通高水平专业。深入

推进机电一体化与大数据中高贯通专业的教学实施，完善并形成贯通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

业和国际商务专业本年度参加中职校专业质量监测，在同类该校和专业中取得较好成绩。针对国家和上海市对

公共基础课、专业技能课程、实习实践等工作的新要求，结合该校人才培养目标，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完成 24 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修订。同时，深化产教融合，积极推进“1+X”证书试点工作。

呩⢾ �
㛇✵翟⚌腊⸂㛆Ⱞ涸⚁⚌侅㷖叻ⲥ䒊霃

该校应用德语专业成功申报《上海市第二批中高职教育贯通专业教学标准开发项目》，该专业教学标准的

建立主要通过以下几步：

�� ⚁⚌➃䩞宠靈灇
以在线软件、面谈和在线访谈形式，对高职院校、企业、毕业生（涵盖中高职贯通专业毕业生）进行调研。

分析毕业生应掌握所需的专业技能，包括全面的综合职业能力、较高的德语应用能力、丰富的职业素养及基本

的计算机应用技能。

�� 䊨⡲⟣⸉♸翟⚌腊⸂ⴔ區
根据调研结果，邀请 12 位来自四个不同行业（商贸、外服、科技及培训）专家，采用头脑风暴法，最终

形成应用德语专业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包括六个工作领域、26 个工作任务及 105 个职业能力，反映

了对应行业的新领域，突出主要的、典型的职业能力，分析特定职业情境、典型职业活动中的能力要求。

�� 靃玐絕匬ⴔ區
以工作任务为线索，把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的结果转化为专业课程设置，形成专业课程体系，实现工

作体系到课程体系的转换。捋顺课程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课程体系内容的组织关系，确定应用德语专业的课程结

构。

�� ⚁⚌侅㷖叻ⲥ靃玐叻ⲥ俒劥ⵖ㹁
基于职业能力的课程标准要充分注重方法的科学应用，突出学生的职业能力，将学生的工作任务作为中心

知识和技能实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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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䖎騕┺╃吙⬮䐮駦㎑ꭶ

㎽ �����㳔气騕倁յ俚㳔յ蝠騕┩璇瞏绣脞駽"յ#瞏绣ⷑ嬠䝠⬔

㎽ �����䖎騕┺╃吙⬮䐮駦煝駐⚷

2.2 课程建设质量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深入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 䲿捃侅㷖礵⼶
该校《基础德语（二）》课程 2022 年 8 月通过验收，并在上海市职业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上线；《日

语视听说》课程经市级立项后，正在积极建设过程中。思政、历史、艺术、体育与健康等课程不断调整授课计

划和教案，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挖劳动教育的内涵，将其纳入大思政框架，全

面提升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意识、劳动习惯，并着手开发劳动教育校本教材和教学资源。举办 2022 年在线

教学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共评选出获奖作品 32 篇，提炼教学实践精华，形成可供借鉴和推广的成果。

����� ぐ碫罌霚ⱄ⢕絫
加强语文、数学、英语等公共基础课程质量建设，组织对国家中等职业该校公共基础课程标准的学习和研

究，不断推进课程标准的落实。在 2021 年上海市中等职业该校学业水平考试中，该校 777 名学生，语文、数学、

英语三科合格考合格率达 100%，再创历史新高。287 名学生参加等级考试，三科的等级考 A、B 等级占比均超

80%，分别为 82.3%、81.3% 和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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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本贯通转段全市统一文化考试中该校 93 名同学参加考试，语文平均 71.6 分，数学平均 79.6 分，英语

平均 83.1 分，总分平均 234.2 分，学生的总分全部达到转段要求的分数线。

2022 年，该校 2019 级中专学生中共有 212 人报名参加高考，其中报考秋季普通高考 2 人，录取 1 人；报

名参加三校生高考 210 人，在三月自主招生考试中，被录取 106 人，其余 104 位学生在开展实习实践的同时，

认真进行高考复习，七月份三校生高考录取率 100%，其中 58 人被本科院校录取。

����� 䵨䒊絁♳侅㷖涸㛇劥呥卹ㄤ錞ⴭ⡤禹
2022 年疫情期间，该校教师主要采用“腾讯会议”、“QQ 群课堂”、“超星学习通”、“清华优慕课”

等平台进行线上教学，辅以“腾讯 QQ 群”和“微信”等通讯工具，开展课后辅导及答疑。及时调整评价方式，

采用弹性化方式顺利完成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及 2019 级学生第二次毕业补考，兼顾学习评价和师生感受。搭

建立体教学监控网络，每周教务科均会从日常巡查、教师自检、学生反馈三个角度搜集汇总数据，平均每周搜

集信息 3200 多条，全面了解一周的线上教学开展情况。

㎽ �����泯䝠劻ꭊ侷䉞㺈㵶羱騦

㎽ �����㎼ꮪꌄ侷䉞绻┪侷㳔

㎽ �����泯䝠劻ꭊ侷䉞㺈㵶羱騦

㎽ �����泯䝠劻ꭊ侷䉞绻┪侷㳔
2.3 教学方法改革
根据课程和学生特点，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

努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数字化工厂建设中。本年度，完成 12 位青

年教师校级公开展示课，完成 2 门市教委“匠心匠艺”优质课展示，4 位教师参加闵行区职教集团教学类获奖

竞赛，中国电子劳动学会 2021 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改革发展课题顺利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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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基础课程与专业内容相结合，注重学科教学内容在职业场景下应用能力的培养。组建各学科混合

式教学团队，积极探索基于信息技术支持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以及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文化基础课程中的运用、

示范、引领和带动。线上教学阶段混合式教学模式得到广泛采用。

在线教学期间，全校 22 个教研室每周开展线上教研活动，累计共·开展 9 期共 196 场次教研活动。线上

教研活动聚焦于在线教学的方法和理论、发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措施、课堂设计要素、课程思政与各学科的融

合等方面，有效促进了在线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教师之间的互助协作。同时，开展全校统一教研活动，精心设

置主题，聚焦课堂教学设计和课程思政，引导学期教研活动的方向和氛围。

2.4 教材建设质量
根据国家和市教委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该校教材管理制度，改进教材选用、审批流程，对现有教材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及时向上级部门和出版方反馈。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文化课程在全面贯彻实施

中职公共基础课程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启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规划教材。加强对教师进行新教材使用的全

员培训。

启动劳动教育读本的校本教材建设，结合该校专业特色，围绕劳动的本质和意义、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劳动安全和劳动法规、多途径多渠道劳动实践等方面进行架构和设计，以培育学生积极向上的劳动

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增强专业兴趣和职业责任感，提高职业劳动技能水平。

建设一大批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开发信

㎽ �����ガ㜾┞ꌄ臅⻉侷煝嵛Ⲙ

㎽ �����✅芍侷煝㵎侷煝嵛Ⲙ ㎽ �����锟朓騕侷煝㵎侷煝嵛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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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资源。《1+X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配套活页式教材》获得内涵建设市级立项教材；《数

控铣削编程与加工（AHK）活页式教材》获得校级校本教材立项。

2.5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该校建设完成数字融合应用平台（一期），整合教学资源管理、课程建设、专业文本管理等多项功能，为

广大教师进一步拓展教学思路、改善教学环境、提升信息化水平打下良好基础。

呩⢾ �
侨㶶輑ざ餻腊㷖吥侅肫侅㷖侨㶶⻊鲮㘗

为推进该校数字化转型，体现信息化与教育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该校建设数字融合应用平台，解决了该校

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如下问题：1. 教育教学资源无统一的校级管理和整合平台；2. 无校级专业性统一

管理及数据归置的课程建设、管理、实施平台；3. 教学管理过程中纸质版填报表格较多，，数据无法进入统一

系统平台。

在该校信息化“天地人”体系的大框架下，以数据为核心，以应用为导向，规范数据结构，统一管理平台，

成为推动该校数字校园建设，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

2.6 师资队伍建设
����� 侅䋗ꢭ⠀絕匬ざ椚
该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以师德建设为主线，以教师专业发展为重点，造就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

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该校现在编在岗教职工 254 人，专任教师 153 人，其中正高级讲师 3 人，

高级职称教师 41 人，占比 26.8%；中级职称教师 76 人，占比 50%，专任教师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

41.2%。兼职教师 51 人，专业课教师 89 人，“双师型”教师 73 人，占专业课教师 82%。

㎽ �����㳔吿俚㲼鄌⾕䍎氠䌐⺬

㎽ �����┺⚈侷䉞膷璼缏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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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霪吥ぜ䋗虷蟋
拥有全国模范教师 1 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1 人，拥有上海市艺术名师培育工作室和上海市日语名师培育

工作室2个市级名师工作室和9个校级名师工作室。常年聘请10余名外籍教师、30余名国内外相关行业企业专家、

技术能手组成兼职教师队伍。该校通过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教师企业实践基地，重点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能够担当重任、在上海职业教育有影响力的专业（学科）带头人。

㎽ �����侷䉞ꭶ⚦䝠⬔

銩 ����⻐䉞䈰✑㵎⻐
类别 工作室主持人专业 / 学科 工作室负责人

市级名师工作室
公共艺术 周婕

商务日语 王佳

校级名师工作室

名师孵化工作室 谢永业

机电一体化专业 吕冬梅

计算机专业 桂颖

商贸专业 何莉娜

商务德语专业 孙文莉

礼仪与文化 董曦丹

英语学科 范丽迪

语文学科 甘敏

数学学科 张卫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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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侅䋗㛆雲Ⰼ銻渷
2022 年度，该校从国家级、区级、校级三个层面开展关于课程思政、师德师风、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素养

等教师培训，涉及教职工 196 人。该校教师 100% 报名参加“十四五”教师培训项目，其中专任教师参加国家

级培训 4 人，参加省市级、区级以及校级培训 189 人。该校开展骨干教师（课程思政）专题研修培训，着力于

学习如何挖掘专业课程和教学方式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助力教师将课程思政落实于教学之中，全面提高教

师综合素质能力。

銩 �����吿绣侷䉞㕇駕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课时 学习人数 授课方式

师德素养

家庭教育艺术与方法 10 185 线上授课

“融 • 和”大讲堂师
德师风培训 20 185 线下授课

太极拳培训中职教师
体育与健康 20 50

校内专业培训 骨干教师（课程思政）
专题研修 36 100

师德素养 茶艺培训二 20 65

信息技术 “学评用”一体化教
学模式研修项目 15 196 线上授课

呩⢾ �
ꫬ覰湱絩礵䪮⠛䪬

为帮助新教师更快成长，学该校每年开展新老教师带教活动。2022 年 1 月 7 日，该校召开 2021 学年第一

学期带教工作总结座谈会。

十二对带教“师徒”分别发言，交流本学期带教过程中收获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同时，师傅们也分享他

们带教过程中的感受。

分管教学副校长杨菁谈到：今天的座谈会和谐、进取，充满感动、温馨的气氛，她被在座老教师、年轻教

师的浓情厚谊深深打动。她对一个学期以来各位老师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新教师们迅速、稳定、

有效的提升表示赞许！杨校长希望新教师不断总结经验，承前启后，学习正确的教学方法和技巧，多学习、多

吸收、多采纳老教师们的优秀经验；同时，老教师们也要认真履行带教职责，悉心传授，从工作上、生活上、

情感上全面关心新教师，让他们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和教学要求，尽快成长为学校骨干。

带教工作对于该校教学质量提升、教师团队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价值。带教工作可以将我校教师多年积累的

教学方法和优良习惯传承下去，也能促进带教双方的互相学习、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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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䊎侷䈰✑䙰缏⚷

㎽ �����☋侷鄌⻉矸绢♭䑑凥䌑䍳駢㑐�

㎽ �����䊎侷䉞䕊

�㎽ �����☋侷鄌⻉矸绢♭䑑

2.7 校企“双元”育人
����� 吥⟱ぢ㤕饬Ⱏ⤛❡侅輑ざ倝〄㾝
该校始终着眼上海产业发展，聚焦行业新趋势，精准定位人才培养规格，注重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创新思

维和国际视野的“技术与服务”跨界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该校紧紧围绕“开放创新、匠心精校、多元发展、

成就精彩”的办学理念，主动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积极探索深化产教融合、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打通该校培养人才与企业用工的“瓶颈”方法，召开 2022 年产教融合签约仪式暨年度论坛，

希望通过校企齐心，同频共进，携手构建产教融合新格局，实现专业标准和岗位标准对接、学生实习实训和生

产实践对接、教学环境和生产环境对接，真正形成产教融合机制。

����� 䒓㾝侅䋗♴⟱⚌ㄤ⟱⚌⚁㹻鵳吥㔩崞⸓
强化校企合作，深化产教研融合，深入推进专业教师下企业实践，培育“双师”型教师队伍，本年度该校

共派遣 8 名专业教师下企业实践。开展“企业专家进校园”系列活动，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在新生入学

专业教育过程中，邀请相应行业、企业专家进学校，为家长和学生描绘专业发展蓝图，激励学生积极开展专业

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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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侷䉞㐃⚕╃㵄鴬

㎽ �����侷䉞㐃⚕╃㵄鴬

㎽ �����ガ㜾┞ꌄ䉞气完㳔⚕╃閒▣

㎽ �����侷䉞㐃⚕╃㵄鴬

㎽ �����侷䉞㐃⚕╃㵄鴬�

㎽ �����ガ㜾┞ꌄガⲏ侷䉞⚕╃間嵛Ⲙ

����� 䒓㾝⟱⚌㹊⛴崞⸓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企业认知实习和顶岗实习活动。商务外语、机电一体化等专业根据专业需要，组织相应

班级学生到企业开展认知实习；中高职贯通国际商务专业组织学生开展为期九周的顶岗实习，体验真实职业环

境，感受企业文化和氛围，树立职业理想，培养职业技能。

����� 吥⟱Ⱏ䒊Ⱏ❧㹊雲㛇㖑⨞㹊梡➿㷖䖝ⵖ
集中资源、优化布局，建设示范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依托数控中等职业教育开放实训中心，联合上海航

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共建共享数控实训基地，2022 年招收航天定向培养班级数控专业

2227 班。依托现有的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订单班”，拓宽企业对培养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评价，完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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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贯通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111 班四方协议及其企业认知实践。

��� ㎼ꮪ⻉✑鯵ꓪ
3.1 留学生培养质量
加强留学生培养质量，融合线上线下，持续远程课程输出。2022 年，该校为来自韩国和澳大利亚 5 所学校

的 16 名国际生提供网课服务。通过优化授课前的需求调查、授课过程中的反馈、授课后的网上回访形式，做

好海外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与总结。教学注入更多有利跨文化交际思政建设的内容，推动中国学生参与外籍学

生语言文化学习过程，增强中国学生民族文化自信和国际传播能力，同时也培养外籍学生的中国视野。  

提升课程和项目开发标准质量，发挥国际教育部团队的创新优势，积极开展学历教育新课程的研究与探讨，

将商务汉语教学数字化资源库的建设和使用与国际化项目宣传与开发相结合，加快我校 “中文 + 职业技能”

课程的建设与推广步伐。

呩⢾ �
殆㷖欰侅肫侅㷖倰岁佖ꬠ

该校国际教育部多次开展教研会议，筹备线上网课，确定课程内容及授课形式。考虑到各国留学生的时差

问题，教师们克服自身困难，协调时间，有效保证线上授课有序开展。此外，组织教师试讲试用，提前测试和

使用相关授课平台，并由团队集体磨课。

㎽ �����╚둛膷鯼ꄽ楓♣㳔䕊⯜駽掾⼅Ⲙ♭䑑

㎽ �����汧㳔气實騕㐃绻侷㳔騦㕔

㎽ �����楓♣㳔䕊⯜駽掾뀉潨䳺曵

㎽ �����汧㳔气實騕㐃绻侷㳔騦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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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隔空进行汉语对话，信息量丰富的汉语课程，让汉语的教与学在线上再次深度融合。线上汉语学习，

让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打破了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课件清晰易懂，课程资料和作业能够及时下载，学生自主学习

无压力。线上实时互动中，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自主预习、复习课程内容，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学生上课积

极性高，对提供的线上课程都感到十分欣喜。

㎽ �����汧㳔气實騕㐃绻侷㳔騦㕔 ㎽ �����汧㳔气實騕㐃绻侷㳔騦㕔
教师还定期组织教研活动，及时总结授课情况。未来一段时间，教师团队将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及反馈意

见，继续摸索、尝试、调整教学方法，确保线上教学质量，并以此为契机，做好课程资源库积累，加快该校商

务汉语和中国文化跨境课程输出的探索与实践步伐。

3.2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质量
努力争取更多有利于国际教育和国际交流合作的校外资源，共同积累疫情和后疫情期国际培训工作经验。

联合友好机构、友好院校、行业企业、非遗基地等国际和国内友好单位，形成稳固、互通而又具有活力的“五

星联合教育”关系，既保持该校与各相关单位积极互动，又充分发挥该校海外学生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高地特

色，牵线搭桥，推动友好单位之间寻求合作。通过国际教育和国际交流合作主题调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培训需求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析和选择，邀请国际理解教育专家和行业企业代表来校，探讨跨文化品鉴

能力、丝路遗产课程、国际理解课程与国际教育部商务汉语、中国文化课程的最佳融合。支持上海市教委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友城夏令营工作，选拔韩语、西语、俄语共 16 名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队伍。参加韩国教育部、

法国驻沪领事馆等机构组织的研讨或教研活动。

3.3 提升学生国际化素养质量
借助第十一届姐妹校国际夏令营平台，加强与敦煌、西安、海外姐妹校和友好机构的合作。继续开展和参

与各类线上中外交流项目，如中外学生笔友活动、东亚青少年和平营地、青年领袖项目、中韩学生跨文化主题

英语辩论、中澳“全球青年倡导论坛”、模拟联合国论坛等。与韩、日、德、澳等多所学校开展线上主题学习，

囊括尽可能多的中外学生参与到国际交流中，为该校提升中国学生跨文化鉴别能力和中外学生面向未来国际化

职场的胜任力提供支持。依托北外滩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新平台，将对海外学生的汉语文化培训与对中国学生跨

文化品鉴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推动中外学生共同成长，培养学生从跨文化理解能力到跨文化品鉴能力的升级，

提升学生国际化素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教育支持。每项活动结束后，均发出线上或线下调查问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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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外学生的反馈，及时了解活动对学生的各方面影响，保证未来此类项目继续开展的质量。

呩⢾ �
✻畮湱紨Ⱏ㉁ざ⡲

疫情阻住脚步但没有挡住该校商外一部各专业与海外姐妹学校、海外合作伙伴的共建共联。2021 年 9 月 -2022

年 6 年，分别与韩国首尔女商、德国不莱梅欧洲中心学校、马来西亚北斯达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开展专业交

流，成果显著。

从 2022 年 2 月开始，2006 班 39 名学生参与商务模拟公司项目，创办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上海天鹤川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6 月 1 日、8 日中午，全体模拟公司成员与来自马来西亚北斯达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师

生顺利举办两场国际模拟商务合作交流活动。北斯达利大学位于马来西亚登嘉楼州班斯里，是马来西亚的一所

私立大学。活动伊始，双方学子用英语介绍各自学校、公司及产品。通过马来西亚北斯达利学院三名学生及老

师的介绍，该校学生了解到对方健康和美容领域产品的特点；七名学生代表通过展示他们精心制作的 PPT 和

清晰的语言表达，使马来西亚学生对该校模拟公司的运作方式有了进一步了解。

之后，中马两校学生进行自由交流。简单愉快的问答环节让双方更直观了解彼此学校的概况、公司产品特

点以及学生疫情之下的生活等，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一系列贴近生活的问题拉近了两国孩子间的距离，一个个

细致用心的回答让交流会充满温言与笑语。

不同项目组虽然实施内容各有侧重、开展方式各有不同，但都获得了交流的快乐，得到了专业技能提升。

���劚ⲏ鯮桬鯵ꓪ
4.1 服务行业企业
����� 㼆叻⟱⚌宠⨞㥩㼆䱹䊨⡲
该校积极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响应“技能强国”号召，推进该校与行业企业形成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召开专业实习校企合作研讨会，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作为校企合作的延伸，企

业积极为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培养提供支持，共同参与该校的专业建设；学生到企业实习，为职业发展积

累更多实战经验；该校通过了解企业实际需求，不断优化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社会和企业需要的人才，回

报企业对学校和学生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 䌑☋侷鄌⻉嵛Ⲙ��� ㎽ ���������� 䌑☋侷鄌⻉嵛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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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ꅾ㣐罌霚䪬䬐爢⠔餓⟣
近年来，该校多次承担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阅卷工作。2022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化学）阅

卷工作 7 月 18—23 日在该校进行，此次评卷工作全程闭环管理，共有 400 名教师、70 多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

闭环阅卷工作。该校成立阅卷领导小组和阅卷工作小组，各部门各司其职，认真落实疫情防控、阅卷环境技术

支持、阅卷保密等各方面工作，井然有序，圆满完成物理、化学科目阅卷工作。

4.2 服务地方发展
该校深化区域党建，依托教育帮扶，加强与所在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地区医院、养老院和该校周边单位、

街道、居委等共建活动，主动融入区域化党建联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 ⣜䩯⯳䒊ㅷ晥剪⸉䖛宨咕
该校徐汇校区深入推进长桥街道党群服务站“家长汇”党建品牌建设，11 月 18 日，该校到长桥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社区家长积极参加，讲座气氛热烈，家长们受益匪浅。该校也将继续做好社

区服务，为广大家长不断推出专业的讲座、科学的教育手段，加强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示范辐射作用。

����� ⣜䩯鲰⧩고湡剪⸉ꢃ遤゠峃
该校闵行校区积极参与吴泾镇党群服务中心的“联动第一湾”区域单位轮值项目，制定了包含系列讲座、

学生志愿者、龙文化体验、家庭教育指导互动以及职业体验日在内的多项服务清单。

呩⢾ �
用駈荈魧⠏⸷剪⸉爢⠔

该校工会主席庞佳波老师的《做智慧家长、为孩子赋能——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指导讲座以及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谢永业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全国模范教师谢永业老师的《影响学习能力提升的

因素》讲座，作为该校轮值品牌项目，将服务延伸、辐射服务镇域内各个家庭、各个角落。组建学生志愿者团

队，定期在吴泾镇社区参加服务站志愿者活动，主要包括在该镇小学组织开展作业辅导和伴读活动等。不仅提

高了该校在闵行的知名度，而且切切实实助力家庭教育。

该校利用自身优势回馈服务社会，为吴泾镇社区和人民办实事，同时利用工业园区和优质高校资源，助力

该校数控和大数据专业发展，推进该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未来，该校将继续发挥吴泾区域教育行业联盟轮

值单位的作用，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和区域特色，融入区域化党建大局，以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中心点位，辐

射周边社区、园区、企业，提高该校的知名度，也为吴泾镇的“泾彩党建”品牌添砖加瓦。

㎽ �����䍣✲峒脚䉞䐷㺥駚䍵 ㎽ ������驊寏╃脚䉞䐷㺥駚䍵 ㎽ �����Ⲏ䗅䡇脢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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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服务乡村振兴
2022 年，该校党委与崇明区鼎丰村党支部举行新一轮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共建签约仪式，服务乡村振兴，

持续推动区域化党建高质量发展。该校党委书记王晋，崇明区鼎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文代表双方党

组织进行签约。党委委员、校长冯梅代表该校向鼎丰村党支部赠送学习书籍。通过党组织结对帮扶共建，该校

与鼎丰村在教育支援、信息支持、技术支撑等方面有效对接。校党委坚持把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作为重要工作

平台，立足实际和特点，进一步整合双方不同方面的资源优势，全方位、有组织、有重点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持续深化城乡党组织之间的互帮互助、党建联建，实现党组织共建共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构建城乡融合发展

新格局，切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推动城乡发展的生动实践。

������㎽ ������㳔吿┱뮿╝匆⪋佻ꌄ矸绢��������������������������������������㎽ ������㳔吿┱뮿╝匆⪋佻ꌄ矸绢����

㎽ �����吿뀖㸍┱뮿╝匆⪋佻ꌄ⻉䔕
呩⢾ ��

㷖吥⯳㨼饬䃩僈렳⚪勠䒓㾝䌐䪜崞⸓
为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我校党委与崇明鼎丰村党支部的共建交流，2022 年 1 月 7 日，该校

党委班子成员赴崇明鼎丰村开展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

在鼎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文的陪同下，该校党委班子成员走访看望村里两户大病困难村民，向

他们送去棉被等慰问品，详细察看困难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取暖设施、住房情况等，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

勉励困难村民积极面对生活，并送上新春祝福。随后，校党委班子成员和鼎丰村村委会班子成员进行座谈交流。

党委委员、校长冯梅代表该校党委班子介绍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 2021 年该校各项工作的进展，同时

详细了解鼎丰村目前的发展情况，就帮扶结对工作与鼎丰村的村委干部进行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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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吿뀖㸍澚労㝕洡㎧걾匆宑

㎽ �����ꪍ咪銏ꇔ╬㐃吿☭⽄啃嵱呦ꐧ

㎽ �����吿뀖㸍╬㎧걾匆宑ꃼ䢮ꭄ

该校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与鼎丰村党

支部结对共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4.4 服务地方社区
该校徐汇校区位于长桥街道平福社区，一直以来积极为社区发展尽心尽力、尽己所能。今年上半年疫情较

严重、防疫物资紧缺时，长桥街道各居委向附近学校租用相关防疫物资，该校第一时间与平福居委做好对接工

作，满足社区需求。疫情期间，该校还为外省市支援长桥地区居民的蔬菜运输车队解决生活难问题。该校实行

准封闭管理后，保安、物业部分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守住校，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为及时安全地解决住

校人员的核酸检测问题，该校多方联系相关街道医疗部门、区教育局，得到了长桥街道疾控部门的积极响应，

派人到该校为住校人员解决核酸检测的实际困难，充分展现了社区和学校之间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

4.5 具有地域特色的服务
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扶贫先扶智”的号召，该校一直以来通过多途径给予贵州省淮阳中学帮助。两年

来，两校已开展了梵净山旅游英语资源开发等项目。因受到疫情影响，面对面交流受到空间限制，但两校交流

的脚步没有停止。市级名师谢永业老师通过微信群等方式继续为淮阳中学的老师们提供培训，分享先进的教学

理论与实践成果，为老师们提供咨询、指导工作。淮阳中学的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英语教学理念的理解并

融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在课堂中有更明确的思路与教学方法，让学生们能够在课堂学习中成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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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具有本校特色的服务
����� 䒓㾝爢⠔㛆雲⸔⸂爢⼓〄㾝
该校坚持“为社会服务，为教学服务”的培训工作理念，精心组织外语、舞龙、茶艺、中国古礼、学生素

质提升、企事业人员职业能力等培训和各类社会考试。2022 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社会化考

试 10 次，17748 人次参加；组织社会培训人数 700 余人；三校生高考考取本科人数再创新高，达到 58 人，有 8

人考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占该校当年在全市三校生中招生人数的 27%；为企事业单位进行公益服务，进行行

业礼仪及社区市民素养提升培训 520 人次；为长桥街道居民开设音乐党课、市民礼仪素养提升、街道与妇联干

部培训 5 次。

����� 帿⻊翟䊨㷖㛔㔐䎾㹻宠
为进一步拓展该校示范性上海市“职工学堂”辐射带动作用，今年上半年该校推出“家庭教育艺术与方法”

主题系列课程，多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对家庭教育艺术与方法进行系统的专题探讨，为广大教职工更好地开展家

庭教育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家庭教育指导系列讲座参与的校内外职工、学生家长人数总计达 4024 人次，学生

家长表示从讲座中不仅了解了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而且学到了如何与孩子和谐相处的方法，学到了与青春期

孩子沟通的新途径、新方法，也进一步深刻体会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大家纷纷表示会将所学到的知识和

方法运用到今后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中，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努力做孩子生命中的守护者。

㎽ �����㳔吿膷䈰㳔㕔䐷㺥駚䍵

���侓瞬訒㵄鯵ꓪ
5.1 国家政策落实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实施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教师函〔2021〕6 号）》、《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

2023 年）》等文件要求，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十四五”发展规划精神，适应新

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需求，服务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转型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面把握“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职教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增强学校综合实力，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能力和国

际化办学水平，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

该校紧紧围绕“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实施高水平的管理、培养高品质的学生”的战略部署，编制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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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办学中坚持立人立业，主动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盘实职业发展基础，以学

生发展为根本，以教师成长为基石，深入推进办学模式、管理体制、育人模式、保障机制改革，为高职院校、

职业本科和应用型大学输送优秀人才，加快探索特色中等职业学校发展之路。

㎽ ������┪嶯䉗䈰ガ㜾㎼騕㳔吿䧹汻㐌㎽���������

㎽ ������ガⲏ㜾騕┺╃聁缀䐮ꆒꀀ㎽

呩⢾ ��
㉁⸉㢪露⚁⚌纈侅䋗侅㷖倝㔙ꢭ䒊霃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的通知》（教师函〔2019〕4 号），

该校积极对接上海“四大品牌”建设中的上海购物和上海服务，形成财经商贸、教育与体育专业大类的专业布

局。以上海市示范品牌商务英语专业和市级品牌商务德语专业为核心专业，本着“职业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

关、技术基础相通、专业资源高度共享”的组建逻辑，联动国际商务、跨境电商、商务日、韩、法、俄六大专业，

组建商务外语专业群。

该校团队建设以项目定制、以赛促教为一体，以中外共建、校企合作为两翼，以名师引领、数字赋能为两

驱动，形成“一体两翼两驱动”思路，力图打造“研究创新”、“综合高能”、“互补增益”、“双师多能”、

“精准教学”和“数字赋能”型教师团队。团队建设有三大创新。一是制度创新，通过党建引领，为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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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把舵定航，把师德师风建设放在首位。二是路径创新，开辟“驱动层 - 组织层 - 核心层”三层、六位一体

商务外语教师教学团队实施路径，一体化推进教师团队向纵深发展。三是结构创新，以项目为单位组建工作小

组，建设一支“多维并进，跨科融合，探索创新”的高水平教师教学实践共同体。

5.2 地方政策落实
根据《上海市“十四五”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实施方案》（沪教委人〔2021〕64 号）政策，该校始终把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教学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来抓。各部门重视，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助推工作室建设。

领导策源发起创立名师孵化工作室行动方略。明确方位、指引方向、创设条件、提供资源，为名师孵化工作室

高效运行保驾护航。发挥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劳模、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谢永业老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弘扬

高尚师德，锻造优秀教师队伍，培养领头雁、引领改革行，为该校提质增效赋能。

呩⢾ ��
䧭㽠侅䋗�䧭㽠劢勻

������������ぜ䋗㷱⻊䊨⡲㹔䒊霃
名师孵化工作室依据对标“四有”、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动态调整的创建思路通过三年一循环，秉持“数

智相融、协创共生”工作理念，开展以“问题导向—实践探索—创新引领”为主线的递进式三阶段系列活动，

打造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领导型教师团队。一阶注重夯实教师教学领

导力，促使理论内化、筑牢基础。二阶着重提升教师科研领导力，促

进科研增量、教学增质。三阶侧重培养教师协创领导力，力促开拓创新、

辐射推广。

该校谢永业名师孵化工作室担负着培育名师团队、带动教师成长、

助力该校发展的重要使命。今后，更加聚焦教师成长的全生命周期，

由专业学习共同体走向协同创新共生体，打造更具吸引力、竞争力的

高水平教师队伍，力争成为工商外的一张靓丽名片。

㎽ ������┞✅═脏═뎧Ⲙガⲏ㜾騕侷䉞侷㳔㎑ꭶ䐮駦鴤䔴㎽

㎽ ������뀖㸍㒘侷䉞㎑ꭶ㕇⫄鴤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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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学校治理
该校坚持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和行政负责人。该校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实现

体系建设与能力提升的融合，不断健全内部治理体系，完善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优化制度体系、标准体系、

评价体系等；强化监督机制的建设，使学校治理合理合法，全面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呩⢾ ��
錞薴䬸䫏叻崨玐�䔂⻊굥ꤗ䲃倶

为规范零星采购行为，从源头实施风险控制，保证采购质量 ,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学校建立了完善的零星

采购体系。全面落实“强化细节意识，明确采购需求；细化开标流程，确保过程合法；严格评标流程，确保公平、

公正；确立事后跟踪制度，提高采购工作满意度”四步走，规范采购全流程。制定《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零

星采购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视频拍摄和印刷项目供应商遴选及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制度，

同时，设计并制作学校采购系列表单。针对疫情，居家办公期间，适时调整零星采购工作方案，制订《关于学

校准封闭管理期间零星采购有关工作的管理办法》和线上评标录音录像等操作流程，有效保证了线上零星采购

工作的合法合规。成立零星采购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每周召开零星采购小组例会，对本周采购项目进行研讨，

着重对采购难点要点进行分析讨论。试点供应商库采购模式，尝试建立供应商库，将合格的供应商列入到供应

商库当中，该校无需再审查供应商的资质，有效缩短采购周期，提升采购效率。

5.4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
������鵘遤 &0.4㷖吥剪⸉盗椚⡤禹
该校按照标准 ISO21001-2018 教育组织 - 教育组织管理体系建立了学校服务管理体系，该体系经过版本升

级正式更名为 EOMS 学校服务管理体系。本年度，管理体系总体运行有效，保持了较好的适宜性，通过内审

和外审有效指导管理过程的运作。

����� 絆䒊吥ⰻ㢪侅㷖漛㼋ꢭ⠀
该校组建了多层交错、优势互补的校内督导与校外督导两支教学督导队伍。校内督导主要由该校领导干部

和资深教师共 18 人组成，校外督导主要由兄弟院校专业管理干部和资深教师共 9 人组成，对在职在编 157 位

任课教师进行督导听课。教学督导的主要职能是聚焦课堂教学，通过听课、交流、查阅教案和授课计划等方式，

全面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同时，组织教师互评，157 位在编任课教师均安排互听互评任务；组织全校 66 个班级

学生对所有学科课程任课教师进行评价打分。

����� 䒓㾝⚁⚌餘ꆀ港崵罌霚
该校组织国际商务专业 2019 级 28 名学生参加上海中职校专业质量监测考试。监测分为理论考试和学业现

状调查两部分，理论考试方面，该校在 12 所参评学校中位于第 4 位，及格率达 89.29%，远远高于上海市平均

及格率（61.82%），平均分 75.54，高于上海市平均分（66.5 分）。 

5.5 经费投入
2021 年经费投入情况：2021 年总收入为 12,410.1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618.89 万元（占

比 77.51%）；事业收入 1,053.42 万元（占比 8.49%）；其他收入 1,737.83 万元（占比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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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经费支出情况：2021 年总支出合计 12,968.15 万元，按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出 8,079.66 万元（占比

62.30%）；商品和服务支出 2,976.09 万元（占比 22.9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13.10 万元（占比 4.73%）；

资本性支出 1,299.30 万元（占比 10.02%）。

�� 긖╤䮅䧹
挑战 1
近几年国际经贸规则出现新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积极鼓励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鼓励数字商务高水平发展，但该校商务外语类专业以服务于传统外贸企业为主，专业

面临转型和升级。疫情常态下，该校国际线下交流受阻，各专业原有的海外姊妹校交流停滞不前，国际交流与

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地国际化”成为该校发展所面临的又一挑战。

多年来，该校升学率稳居全市第一，在“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生规模”政策引导下，将有更多职业院

校加大贯通培养力度，该校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上海市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对该校信息化建设、教

师的信息化能力和信息化技术应用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对标上海市优质中职培育学校，该校在专业发展、教师

队伍、教学改革创新、治理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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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2
新冠疫情反复无常，持续散发，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学校作为人员密集场所，是疫情防控的重

点区域，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需做好线上线下随时切换的准备工作。

全国疫情整体形势有所好转但仍复杂严峻，存在反弹风险，既要保证校园精准防控，又要将疫情对教育教

学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该校将在上级部门领导下，精准施策、周密部署，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学校高质量发展。疫情防控方面：学校要继续在“把好门”、“管好人”、“控好物”、“备

好勤”方面下功夫，在做好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的同时，一定要及时做好应急预案，并经常演练。教育教

学方面，实验、实践课是中职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要充分挖掘各类在线实验实训和虚拟仿真平台资源，通过

慕课、现场直播、虚拟仿真等方式开展实验、实践教学，随时作好线上线下教学切换的准备。



32

ꮩ⚂ �
銩 ����╚瞏膷╃侷芍鯵ꓪ俚䰕銩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备注

1 思政课程教师数 人 7 19 引用

2 德育工作人员数 人 17 15 引用

3 班主任数 人 63 66 引用

4

德育活动学生参与数 人 1926 2002 引用

其中：国家级 人 60 58 引用

省级 人 20 25 引用

地市级 人 230 225 引用

5 体育课专任教师数 人 11 10 引用

6 美育课专任教师数 人 4 4 引用

7

升学总人数 人 508 526 引用

其中：通过贯通培养升学人数 人 250 313 引用

通过五年一贯制培养升学人数 人 0 0 引用

通过职教高考升学人数 人 245 198 引用

升入职业本科人数 人 37 63 引用

升入普通本科人数 人 0 1 引用

升入专科人数 人 208 135 引用

8 全日制在校生数 人 1926 2148 引用

9 专业数量 个 21 21 引用

10 课程总量 门 165 171 引用

11 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 人 1707 1942 学校填报

12 学生体质测评合格率 % 91.33 90.47 学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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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备注

1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获奖人数 人 0 0 引用

14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学生获奖人数 人 0 0 引用

15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含职业资格证书）
获取人数 人 20 0 引用

16 生均校园用地面积 平方米 17.91 18.45 引用

17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平方米 32.44 32.84 引用

18 生均教学、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 元 67300 67700 引用

19 年生均财政拨款 元 75200 63937 引用

20 纸质图书数 册 90202 90894 引用

21 电子图书资源数 册 106075 106075 引用

22 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Mbps 1024 1024 引用

23 教职员工额定编制数 人 300 295 引用

24 教职员工总数 人 252 254 引用

25
专任教师数 人 154 153 引用

其中：专业教师数 人 84 89 引用

26 生师比 ： 12.6 14.04 引用

27 “双师型”教师总数 人 57 56 引用

28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占比 % 25.3 24.18 引用

29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 % 35 41.18 引用

30 兼职教师总数 人 19 26 引用

31 毕业生总数 人 543 500 引用

32 就业人数 人 0 0 引用

33 毕业生专业对口就业（升学）人数 人 100 500 学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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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备注

34

毕业生服务三次产业人数 人 1 0 学校填报

其中：服务第一产业人数 人 0 0 学校填报

服务第二产业人数 人 0 0 学校填报

服务第三产业人数 人 1 0 学校填报

35 合作企业接收教师企业实践人数 人 13 5 引用

36 合作企业接收学生实习比例 % 5.12 5.25 引用

37 企业对学校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0 0 引用

38 接收国际学生人数 人 0 0 引用

39 开展分段培养中外合作专业数 个 0 0 引用

40 开发并被国 （境）外采用的课程数 门 0 0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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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单位 2022 年 调查人次 调查方式

1

在校生满意度 % 95 2440 问卷、访谈

其中：课堂育人满意度 % 95 2130 问卷、访谈

课外育人满意度 % 95 568 问卷、访谈

思想政治课教学满意度 % 98 511 问卷、访谈

公共基础课（不含思想政治课）教学满
意度 % 98 517 问卷、访谈

专业课教学满意度 % 97 516 问卷、访谈

2

毕业生满意度 —— —— 527 ——

其中：应届毕业生满意度 % 90.7 527 第三方问卷 -

毕业 3 年内毕业生满意度 % - - -

3 教职工满意度 % 100 41 教代会代表问卷

4 用人单位满意度 % - - -

5 家长满意度 % 95 2430 问卷、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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