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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支撑材料，电子版可在此提供网址链接，并确保能够

正常浏览。

附件 1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备案表（2020 新增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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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新增专业

备 案 表

学校名称（盖章）：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专 业 名 称 ：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 业 代 码 ： 7 9 0 1 0 1

联 系 人 ： 吴 酉 芝

联 系 电 话 ： 1 3 0 6 1 7 1 9 8 1 9

联 系 邮 箱 ： h e r o h u a t u o @ 1 6 3 . c o m

填 报 时 间 ： 2 0 2 0 - 0 4 - 2 6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20 年 4 月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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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每个新增专业填写一份申请表。申请表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

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确、简洁。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

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申请表须由负责人签名，经学校审核、签署意见后，加盖公章申

报。

3.已有基础条件、建设内容、年度工作计划及预期成果等内容的填

写，要简明、准确、扼要。

4.有关外文缩写，须注明完整词序和中文含义。

5.表中空格不够可另附页，并标注页码。

6.本表须用 A4纸，小四号字，双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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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专业简况

专业名称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代码 790101

所在院系或产业学院 食品学院 基本修业年限 4

招生对象

普通高级中学

毕业、中等职

业学校毕业或

同等学力者

现有专职专任教师数 22

2020 年本专业

拟招生人数
90

未来五年本专业

在校生规模
360

专业服务职业岗位（群）

农产品食品检验；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

食品品质控制；

食品安全管理；

质量和认证认可。

专业选用职业技能证书

（1+X 证书、国际通用

行业职业技能证书等）

1+X 证书：粮农食品安全评价

本校已设的相近本、专

科专业及开设年份

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专科专业（2012 年）、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科专业（2016 年）

办学地址（校区）

上海市金山区漕廊公路 38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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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学定位

2-1

落实

党的

教育

方针

情况

简要阐述相关举措

学校始终拥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以德为先、育人为本、德技双修”

的育人理念，推进思政教育改革，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构建“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教育格局，实现全员育人、全过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坚持公益办学，立足上海市，面向长三角，辐射全中国，积极为经济

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服务。

2-2

贯彻

职教

办学

方针

情况

简要阐述相关举措

学校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部署，坚持知识教授与

技术技能培养并重、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和高层次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规律，坚持职业教育属性，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遵循校训“做

人、做事、做学”的育人理念，通过组织实施“炎培行动”，在整个教学环节

体现“五个合”，贯穿“理论与实践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的职业教育思想，

培育“工匠精神”，实现“德技双修”的培养目标。

2-3

明确

本科

培养

目标

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突出工匠精神培育，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掌握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营养与食品卫生、食品

分析以及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技术和方法，

具备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在食品、农产品和餐饮的生产、流通

企业，食品农产品第三方检测机构，监督管理部门和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

和部门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分析检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质量认证

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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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职教

体系

建设

举措

简要阐述推进“中职-高职-职教本科”贯通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举

措

（1）在现有上海市贸易学校-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本科）食品加

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中高职贯通”培养试点基础上，逐步申报与过

渡到上海市贸易学校-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中职-职教

本科”贯通培养试点；

（2）拟在现有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高

职专业基础上，建立校内的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食品质量与

安全“高职-职教本科”贯通培养试点；

（3）稳步开展食品质量与安全“专升本”招生；

（4）探索“职教本科”向“工程硕士”或“职教硕士”晋升的可能实

现路径。

2-5

主要

服务

面向

简要阐述专业生源结构和毕业生就业服务去向

生源结构：

为了突出职教本科的培养优势，以招生中等职业学生、中本贯通学生

为主，在选拔学生时，突出学生职业资格证书的份量。同时招收一定量的

高中毕业生和全日制“专升本”学生。

就业服务去向：

主要就业企业：食品、农产品加工企业；食品流通、运输企业；餐饮

服务企业；食品农产品第三方检测与认证机构；监督管理部门；食品技术

服务企业与科研院所等；

主要就业岗位：初始岗位：生产管理、品控管理、分析检测、体系认

证、质量安全监督、原料采购、产品销售、技术开发等；发展岗位：高级

实验技术员、生产厂长、品控经理、研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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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基础

3-1

现有

专科

基础

简要阐述学校现有相近专科专业办学情况

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成立于 2012年。本专业特色：上海市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批准的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考点，成为全国少数几家具备食品检验技能

鉴定的高校；与英格尔检测认证集团、上海天祥集团、英格尔检测认证、谱尼测试、

上海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等近 10家大型检验检测机构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做到

了学校与企业“零差距”对接，实现订单式培养，学生入学即就业；该专业有 2个上海

市级教学改革，即“双证融通”和“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改革成果突出，教学水平高。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成立于 2016年。专业特色：专业师资力量强大，由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施春雷研究员担任学科带头人，有 3名教授和 4名博士；与益海

嘉里、正大集团、南侨集团、英格尔检测认证集团等近 20家大型食品生产与检测认证

机构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食品市场准入与认证》由我学院主编出版，将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纳入到本专业培养的一个特色方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被推选为本科

专申报的首批专业。

简要阐述专业服务职业岗位情况，对职业岗位能力进行分析
工作岗位 1：生产管理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对应课程

编制

工艺文件

1) 能根据产品工艺与配方，制定合理的工艺流程

图、生产作业指导书；

2) 能合理地安排食品生产，及时提出工艺改进建

议；

3) 能协助食品相关试验；

食品工艺学

食品安全

生产管理

1) 会生产车间的规范操作和卫生管理；

2) 能进行食品生产的现场管理和生产事故的分

析处理；

3) 良好生产规范（GMP）制度的实施；

4) 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的实施；

5)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的实

施；

食品质量与安

全控制、食品

安全学

组织设备维

护与管理

1) 能操作主要食品生产设备；

2) 能制定设备维护计划，定期组织设备维护；

3) 能根据设备问题组织内部或外部人员对设备

进行维修；

食品机械与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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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职业

能力

分析

工作岗位 2：分析与检测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对应课程

样品的采集

和制备

1) 会选择和使用采样工具；

2) 会使用离心机、搅拌机、研磨机、均质器

设备；

3) 会产地环境中大气、水质、土壤采样及样

品的制备；

4) 会样品干法灰化、湿法消化和微波消化

5) 能对样品无菌操作；

6) 会样品液提取、净化和浓缩；

分析化学

食品营养成分

检测

1) 能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测定农产

品、食品中的蛋白质、脂肪、糖类、水分、

灰分、维生素等食品营养成分；

食品化学、食品分

析

食品添加剂检

测

1) 能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测定农产

品、食品中的亚硝酸盐、磷酸盐等常用食

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

食品中有害成

分检

1) 能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测定农产

品、食品中的过氧化值、苯丙芘、重金属

等食品有害成分；

食品安全快速检

测、食品质量检验

技术、仪器分析

食品中微生物

检验

1) 能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测定农产

品、食品中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

酶母菌，以及金黄金葡萄球菌、单增李斯

特菌等致病微生物

食品微生物学、食

品微生物检测

实验室安全管

理

1) 能遵循化学品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2) 能登记和存储化学品

3) 能正确使用危险化学品

4) 能正确处置实验废弃液

5) 能遵循实验室防火防爆基本要求

6) 会进行实验室电气安全管理

7) 能使用实验室常见防护设备

8) 会实验室人身伤害的处置和救生技能

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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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 3：品控管理/体系认证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对应课程

食品经营证照

申领

1) 能初步提出实施 SC 体系的框架文件体

系；

2) 能为企业申报 SC证书；

3) 能为企业年检和审核 SC；
4) 市场准入 SC系统的实施；

5) 会进行食品企业 SC、IS09000、IS022000
等认证的申请和管理；

食品市场准入与

认证

食品安全日常

监督

1) 能为企业实施预防食品安全隐患提供一

定支持；

2) 能识别食品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并监督食

品生产过程；

3) 能准确判断企业生产中的 CCP 和制定

HACCP实施计划；

食品标准与法规

ISO9000、
ISO 22000等
管理体系审核

与认证

1) 能编制企业生产中 HACCP文件

2) 能为企业实施 HACCP 体系提供相关材

料，并能维护

3) 能根据企业的特点，为企业设计开发

ISO9000实施方案

4) 能为企业实施内部审核 ISO9000、 ISO
22000

5) 能为企业实施外部审核 ISO9000、 ISO
22000做简单工作

食品市场准入与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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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业

建设

思路

简要阐述专业建设思路，突出职业教育特点、本科层次水平

指导思想：

以职业岗位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一切教育的前提是提升学生的职业能

力，结合现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的优点，避免其缺点部分的引

入，着重进行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系统性设计课程，达到职业

能力分析结论所需要的要求。

职业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具有团队合作能力；

3.能熟练查询食品标准、法律法规等，并能根据不同的检验对象和检

验目的，选择合适的检验方法；

4.能够正确理解食品检验标准，规范完成食品检验工作；能够正确配

制试剂，熟练使用主要检验仪器；

5. 能够正确处理检测数据，正确表述分析结果，并能对检验结果进行

判断和分析；

6. 能够正确理解并执行检验检测实验室管理规范；

7. 能够完成工艺文件、食品标签等的编制与归档，能为食品企业制定

合理的食品质量管理体系与制度，保障食品安全；

8.能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与操作规范进行生产操作，具有食品加工过

程控制、工艺参数的设计与调整的能力；

9.能够对食品中常见的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污染进行预防与控制，

并能运用食品卫生、食品安全等专业知识进行监督和管理工作。

10.能运用食品质量安全法规与标准，能发现、判断并处理食品生产、

贮运、销售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和事故；

11.能够参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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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摘要：（1）我院邀请多位企业高管

共同研究制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2）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性教

学课时占总课时的 53.08%；（3）“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

案设置顶岗实习时间为 25 周，6个月以上；实训时间 41 周，一年以上；（4）

在原已有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站点的基础上，申报了“粮农食品安全评价”

“1+X”证书，规定了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考取粮农食品安全评价

高级证书以及选考取另外 2 个职业资格证书。（5）已逐步开展“分散订单

式”改革，与企业无缝对接，保障学生高质量就业。（6）有进行“双证融

通”课程开发与教学的丰富经验，已将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双证融通”课

程融入培养计划；（7）制定了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

课程建设标准；（8）大四开设食品生产企业现场品质控制、食品产品检测、

食品流通安全监管 3门校企合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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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专业群

建设

逻辑

简要阐述针对产业集群，形成本、专科专业群的建设逻辑

1. 发挥龙头优势，促进专业群建设与发展

面向食品行业和金山区区域经济，以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建设为龙头，

带动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相关专业建设，形成适合食品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需要、富有鲜明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专业群。

2. 实现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深化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制度体系建设，完善校政

行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可在校外建设食品科技园作为“教学工厂”。合理

利用校外实训资源，将部分课程的实训与企业实践内容相结合，做到“毕

业即就业”，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零距离接轨。与企业实现四个共建，

即共建实训基地、共建师资队伍、共建培养过程、共建教学课堂。

建设思路：

以提高双师素质和优化双师结构为抓手，在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本科

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引领下，带动专业群内其它各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

吸收运用重点建设专业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带动专业群内专任教师教学

水平的整体提高，聘请食品行业企业的专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作为兼

职教师。根据专业群教学需要，整合专业群相关专业专兼职教师资源，优

化师资队伍结构，打造一支具有先进职教理念、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

强的高水平“双师型”专业群教学团队。

实施“师德”与“师风”并举、“双师”与“骨干”并重、“带头”与

“领军”并进以及“兼职”与“专任”并行计划，培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校内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院级教学名师、师德标兵；聘请行业企业专家

或技术大师担任兼职专业带头人，建设一支素质优秀、结构合理的“双师

型”教学团队，选派骨干教师参加上级党组织安排的研修学习，安排年轻

管理骨干赴市内外兄弟院校或知名大中型企业挂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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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产教

融合

机制

紧跟行

业产业

发展

了解行业产业需求、与行业产业保持同步发展的制度设计（如：

建设产业学院、搭建产业信息平台）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以专业群内各专业的岗位通用技能与

专门技能训练为基础，整合重点专业与专业群内其它专业的实

践教学资源，分类组建实训中心或实训室，在教学、社会服务

过程中实现统筹管理，专业群内各专业资源共享。

目前烘焙与饮品实训中心已建有小型焙烤食品生产线一

条，专业烘焙与饮品实验室一间，将购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满

足课程的实践教学、学期综合项目等技能训练及西式面点师、

经典咖啡师、花式咖啡师等技能培训与鉴定的需要。

由上海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资助，建成“食品加工综

合性创业实训平台”，以创业促就业。

服务行

业产业

发展

对行业产业在人力资源开发、应用技术研发等方面为行业产业

提供支撑的制度保障

深化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制度体系建

设，完善校政行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可在校外建设食品科技

园作为“教学工厂”。合理利用校外实训资源，将部分课程的

实训与企业实践内容相结合，做到“毕业即就业”，实现职业

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零距离接轨。与企业实现四个共建，即共建

实训基地、共建师资队伍、共建培养过程、共建教学课堂。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学院积极探索职业技

术教育规律，开辟了一些校企合作途径，目前已与上海、江苏

等地近 30 家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今后将继续加强校

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真正形成互利共赢、深度合作的体制与

机制，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结合工作。校内实训基地运行机制改

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校内实训基地的“生产性、共享型、开放

式”功能将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共建“校中厂”的新模式有

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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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行

业产业

发展

参与行业产业战略规划、引领行业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学院积极探索职业

技术教育规律，开辟了一些校企合作途径，目前已与上海、江

苏等地近 30 家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今后将继续加强

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真正形成互利共赢、深度合作的体制

与机制，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结合工作。校内实训基地运行机制

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校内实训基地的“生产性、共享型、开

放式”功能将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共建“校中厂”的新模式

有待进一步探索。

合作龙

头企业

1

简要阐述企业名称、行业地位、校企合作方式（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建设、技术研发、职业培训等）。可附校企合作协议作为

佐证材料。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永辉超市成立于 2001 年，十年创

业，飞跃发展，是中国企业 500 强之一，是国家级“流通”及

“农业产业化”双龙头企业，上海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601933）。国务院授予“全国就业先进企业”，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等荣誉称号。永辉超市是中国大陆首批将生鲜农产品

引进现代超市的流通企业之一，被国家七部委誉为中国“农改

超”推广的典范，被百姓誉为“民生超市、百姓永辉”。永辉

已发展成为以零售业为龙头，以现代物流为支撑，以现代农业

和食品工业为两翼，以实业开发为基础的大型集团企业。

建立“订单培养班”定向培养制度，培养个有行业高度认

同感、企业强烈归属感以及就业发展能力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目前建立有“生鲜品控

现代学徒制班”、“生鲜电商现代学徒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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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龙

头企业

2

简要阐述企业名称、行业地位、校企合作方式（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建设、技术研发、职业培训等）。可附校企合作协议作为

佐证材料。

津味（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即 85 度 C。85 度 C 是

非常知名的企业，他们店面遍布上海的各大商场和街道。全球

门店总数: 1138 家；中央工厂 18 座:门店：中国大陆 602 家，

中国台湾 450 家、中国香港 10 家、澳洲 16 家、美国 60 家。

中央工厂：台湾 3座、大陆 8座、澳洲 1座、美国 1座、香港

1座。

目前已建立“85 度 C 店长、主厨现代学徒制班”，开展订

单性教学。

合作龙

头企业

3

简要阐述企业名称、行业地位、校企合作方式（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建设、技术研发、职业培训等）。可附校企合作协议作为

佐证材料。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ICAS英格尔成立于 2000

年，是国内知名的检测认证集团，提供从认证到检测、分析与

研发等多样性的服务。拥有认证机构批准许可（中国认监委）、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资质（中国质检总局）、CMA计量资质

认定（上海市质监局）、工业产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审

查机构（上海市质监局）、CATL资质认定（上海市农委）、

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委员会）、科技小巨人企业（上海市

闵行区科委）等多项资质与荣誉。

目前，英格尔为我院提供约 10个食品检测与认证顶岗实习

岗位，学生普遍反馈，通过英格尔的实习，获得了非常多的技

能培训，就业能力大大提升，并有部分学生留在英格尔工作。

经我院推荐，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为了上海市金山

区职业教育集团的“教师企业实践基地”，为我院提升了教学下

企业实践的很多机会。



15

四、师资队伍

（一）专业负责人简介

姓名 吴酉芝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5-04

学历/学位 博士 专业

制冷及低
温工程（食
品冷冻与
冷藏）

职称（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行政职务

食品学

院常务

副院长

职业技能证书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7 年 7 月，上海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

2013 年 6 月，上海理工大学，制冷及低温工程（食品冷冻

冷藏方向），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工作与

教学经历

2017.9-至今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学院，常务副

院长（主持工作）

2015.5-2017.9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食品系主

任

2013.7-2015.5 黄山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教研室，教师，

教研室主任

主持企业项目情况

【1】现制现售披萨机技术开发与证照申领。上海金

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与运营，于2016年6月26日获得

上海市食品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评估“通过”，于2016年

12月29日获得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

【2】全自动咖啡机技术开发与证照申领。意大利

RHEAVENDORS GROUP 公司生产，上海鹏杨进出口有限公司

运营，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获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16

（二）专业带头人简介 1

品安全评估“通过”，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获得上海市浦

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2019

年 7 月-10 月间，完成了该公司进行另外两款设备的食品

安全评估。

电话 办公：021-31616018 手机：13061719819

电子信箱 herohuatuo@163.com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近三年承担理论教学共 768 学时，指导实习实践教学共 450 学时。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1 项。

姓名 陈晓斌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4

学历/学位 博士 专业 微生物学
职称（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校长 职业技能证书 /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90 年 7 月、四川大学、生物学、本科；

2000 年 7 月、浙江大学、微生物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工作与

教学经历

2017年 5月-至今，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本科）

校长，同时，担任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科带头人，食品

微生物学课程教师。曾担任植物病理学、植物保护学、专

业英语等主干课程的教学；已指导农药学、植物病理学、

生态学专业的硕士生毕业 10余人。获得 2006年获上海交

通大学“优秀教师（一等奖）”，2005年上海市和上海交通

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2011年上海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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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带头人简介 2

技术奖二等奖。主持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 1项，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 2项，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上海市农委重点攻

关项目和上海市教委多项，作为主要参加人员或分项目负

责人，参与国家发改委产业化项目，农业部行业计划和两

部共建重大专项等。

主持企业项目情况 无

电话 办公：021-31616009 手机：13918280685

电子信箱 xbchen@sjtu.edu.cn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近三年承担理论教学共 288 学时，指导实习实践教学共 150 学时。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4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1 项。

姓名 施春雷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4

学历/学位 博士 专业 食品科学
职称（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行政职务
食品学

院院长
职业技能证书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99 年 7 月，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

2006 年 10 月，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技术，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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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工作与

教学经历

1999 年在华中农业大学获得食品科学与工程学士学

位，2006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

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2009 年 12 月晋升为副教授，

2016 年 12 月晋升为研究员。2017 年 6 月至今，上海中侨

职业技术学院（本科）食品学院院长、教师。

主持企业项目情况

2015 年，联合利华，中国餐饮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调

研专题报告，完成《餐饮食品安全管理与原材料的微生物

污染防范》。

电话 办公：021-31616018 手机：13482426085

电子信箱 clshi@sjtu.edu.cn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近三年承担理论教学共 256 学时，指导实习实践教学共 200 学时。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0 项。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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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1. 教师团队整体情况

教师
类别

职称（含
专业技术
职称）

30 岁以
下人数

31 至 45
岁人数

46至60岁
人数

60岁以上
人数

“双师
型”

教师人数

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
位人数

专

职

教

师

正高 1 1 1 1 3

副高 3 2 2 6 3

中级 6 1 7 7

合计 6 5 3 3 14 13

兼

职

教

师

正高

副高 2 - 2

中级 4 7 - 9

合计 4 9 - 11

总计 10 14 3 3 1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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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教师简况（专职教师不少于 7名）

序

号
姓名 年龄

职称
（专业
技术职
称）

学历/
学位

专业 拟主讲课程
相关职业技能证书
名称及获得时间

专职
/兼职

教学/
管理

主要职业行业
实践经历

1 陈晓斌 51 教授 博士
浙江大学、微

生物学、
食品微生物学

专职

2 卓丽环 63 教授 博士
东北林业大

学、生物学，
食品生物化学 专职

3 施春雷 42 研究员 博士

上海交通大

学、生物技术

（食品微生

物）、

食品安全学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专职

4 吴酉芝 34 副教授 博士

上海理工大

学、制冷及低

温工程（食品

冷冻与冷藏）、

工学

食品化学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专职

5 纪婧 36 副教授 博士
上海交通大

学，生态学，
有机

化学

上海昂为环境生态工程有限

公司，水处理工程师
专职

6 戴小波 63 副教授 学士
南京师范大

学、化学、
无机化学

化学检验工（国家职业技能

鉴定高级考评员）
专职

7 杨 静 55
高级工程

师
学士

郑州粮食学

院

食品工程、

食品质量检验技术 公共营养师二级 专职

8 王 进 41
高级工程

师
博士

上海交通大

学、环境工
食品工程原理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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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9 徐金宝 64
高级

技师 专科

上海师范大

学、工商管

理、

食品添加剂 西式面点师一级 专职

10 陆嵘辉 46
高级

讲师
学士

上海交通大

学，动物科

学，

食品营养学

营养指导师三级 专职

11 王 园 29 讲师
硕士,博

士在读

南京农业大

学、食品科

学、；；

食品工艺学
西式面点师三级、高级食品

检验工
专职

12 刘英语 30 讲师 硕士
南昌大学、食
品科学、

食品安全学
公共营养师三级、高级食品

检验工
专职

13 秦晓佩 31 讲师 硕士
江苏大学、食

品科学、
食品分析

注册营养技师、西式面点师

高级 专职

14 刘沛毅 29 工程师 硕士
南昌大学、发

酵工程、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

制
食品检检员四级 专职

15 欧已铭 29 讲师 硕士

上海海洋大
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硕士

食品工艺学 西式面点师三级 专职

16 贺玉珊 28 讲师 硕士

南昌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
程、硕士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
制

公共营养师三级
专职

17 陈剑岚 29 讲师 硕士

上海海洋大
学、食品工
程、硕士，上
海海洋大学
在读博士

有机

化学

高级食品检验工、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内审员、营养师中
级、BCDF 职业生涯规划师

专职

18 钱 超 26 助教 硕士

江南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
程、硕士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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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魏蒙月 29 助教 硕士

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生物
化工、硕士

食品安全学
高级食品检验工

专职

20 韩 帅 26 助教 硕士

南京农业大
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硕士

无机化学 高级食品检验工 专职

21 张 赢 26 助教 硕士

广东海洋大

学、食品加工

与安全、硕士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专职

22 郭治宇 26

助教

硕士

上海理工大

学、食品科

学、硕士

食品标准与法规 专职

23 王秀梅 45 工程师 硕士

无锡轻工大

学，发酵工

程，工学硕士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

制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质控部主管）
兼职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质控部主管）

24 邓洪渊 38
高级工程

师
博士

中国科学院

大学，环境科

学，工学

食品生物化学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兼职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25 邱华振 27 工程师 硕士

上海理工大

学，食品科

学，工学

食品标准与法规
上海青瑞食品有限公司，产

品经理
兼职

上海青瑞食品有限公司，产品

经理

26 陈彰毅 31 工程师 硕士

南昌大学，食

品科学，工学

硕士

食品添加剂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

司，应用工程师
兼职

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

应用工程师

27 张杨 34 工程师 学士

南京中医药

大学，药物制

剂，

有机

化学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兼职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28 户超 35 工程师 硕士
上海理工大

学，食品科 29
食品工艺学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

司，食品应用工程师
兼职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食品应用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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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学硕士

29 王震 30 工程师 学士

河南工业大

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工学

食品质量检验技术
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

有限公司， 化学实验室主管
兼职

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

有限公司， 化学实验室主管

30 张露

29 工程师

硕士

南京农业大

学，食品科

学，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

制

上海馔山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研发工程师

兼职 上海馔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31 张冠亚
30 工程师

硕士

南昌大学，食

品科学，工学

食品营销学 爱特斯（上海）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食品销售工程师

兼职 爱特斯（上海）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食品销售工程师

32 蔡云龙

43 高级工程

师 博士

同济大学，市

政工程（饮用

水），工学

无机化学 上海华严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兼职 上海华严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33 马正智 31 工程师 硕士

上海馔山餐

饮管理有限

公司，研发工

程师

餐饮产品开发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制 兼职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制

34 毛江毅 34 工程师 硕士

丰益全球研

发中心，粮油

研发工程师

食品化学 食品化学 兼职 食品化学

35 耿玮蔚 34 工程师 硕士

百胜咨询（上

海）有限公

司，产品研发

工程师

西式餐饮 食品工艺学 兼职 食品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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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体系

5-1

教学

资源

情况

简要阐述专业课程体系、教学资源库等建设情况

原有高职专业承担了 2 个上海市专业改革试点，分别是食品加

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改革试点，以及

食品加工技术-食品检验员“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食品加工技

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中高职贯通”专业于 2018 年被评为上海市中

高职教育贯通、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高水平专业建设

专业。

以食品加工技术（烘焙与饮品加工）专业为依托，成功完了上

海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食品加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

践》（项目编号：2016-SHNGE-22ZD）的研究工作，在以创业促就业方

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主编教材 2部，分别为《食品添加剂》、《食品市场与准入》，副

主编教材 1部《食品微生物》，参编教材 2部《饮料加工工艺学》、《新

编畜产品加工工艺学》。与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嘉

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上海速饮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符合

行业标准的课程标准 7个，分别是《食品工艺学》、《常规微生物检测》、

《常规理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食品安全理化检测》、《食品

新品开发》、《咖啡调制与鉴赏》，与上海高艺培训学校、上海凯达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开发了《西式面点师五级》、《西式面点师四级》、《西

式面点师三级》系列课程，做到了与企求需求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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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学

内容

更新

简要阐述对接行业企业发展，更新教学内容的举措

（1）我院邀请多位企业高管共同研究制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2）在原已有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站点的基础上，申报了“粮农

食品安全评价”“1+X”证书，规定了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考

取粮农食品安全评价高级证书以及选考取另外 2个职业资格证书。

（3）已逐步开展“分散订单式”改革，与企业无缝对接，保障

学生高质量就业。（4）大四开设食品生产企业现场品质控制、食品产

品检测、食品流通安全监管 3门校企合作课程。

5-3

培养

模式

创新

简要阐述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举措

深化工学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

面向各类食品生产企业，培养具有食品加工、检验、质量管理等岗位

职业技能，获得相应岗位的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能胜任食品企业、

质检部门、食品质量管理等行业企业的食品加工技术员、质检员、品

控员岗位工作，经过 2～3年的努力，成为企业的工艺主操、班组长、

生产主管等，再经 3～5 年的提升成为企业的工程师、经理、品管部

长、研发主管等高端技能型食品加工专门人才。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是：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

食品加工产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食品诚信与职业道

德，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典型食品的生产、配方设

计、技术应用以及生产装备的维护能力，典型食品原辅料、半成品及

成品的检验能力，食品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同时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

技术创新、团队协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

总结，该模式很好体现了校企合作要求，也具有较好的操作性，但相

对缺乏系统设计和较为明晰的操作指向，工学结合的载体设计和行动

路径都不够具体和规范。经过深入学习，反复研讨，在原模式的基础

上创新构建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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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课程

6-1

实习

实训

条件

简要阐述实训条件情况（如：生均专业课程实训工位数等）

食品综合实训中心占地约 3000 平方，设有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批准的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考点，实现了常规理化检测、常规微

生物检测、食品安全理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的技能鉴定考试，成

为全国少数几家具备食品检验技能鉴定的高校。拥有包括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高效液相、原子吸收光度计、原子荧光光谱

仪、冷冻干燥机、致病菌检验无菌室、食品营养学仿真实验室等高端

仪器设备与实验室在内的实训教学设施，目前有用于教学的大型实验

室 13 间及若干辅助实验准备室，以及 1条烘焙食品加工小型生产线。

食品工艺实验室 1间、食品工程原理实验室 1间、烘焙与饮品实验室

1 室、营养配餐与感官评定实验室 1 间、食品营养仿真实验室 1 间，

食品微生物实验室 1间、致病菌检验无菌室 1间，原子吸收/荧光实验

室 1间、精密仪器室 1室、微创业实训室 1 间，理化实验室 1 间、生

物化学实验室 1间以及 1条烘焙食品加工小型生产线。每个实验室都

配备相应的实验设备，能满足 400 学生同时进行实验练习。

6-2

实践

课程

内容

简要阐述实践课程设置情况

主要包括实训、实习、毕业设计、顶岗实习、社会实践等。实验

实训可在校内实验实训室、校外实训基地等开展完成；社会实践、顶

岗实习可由学校组织在农副食品加工企业、食品流通、餐饮企业、第

三方食品检测认证企业开展完成。实习实训环节课时量要占专业教学

总课时量的 50%以上。

（1）课程实验

食品化学、分析化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微生物检测、食品质量

检验技术等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必须包括一定数量的实验。

（2）专业综合实习实训

进行必要的工程技术训练、专业相关的认识实习和社会实践或调

查、毕业顶岗实习等。

（3）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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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制定与毕业设计（论文）要求相适应的标准和检查保障机制，

对选题、研究内容、过程指导、答辩等提出明确要求，保证课题的工

作量和难度，并给学生有效指导。选题应符合本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一般应结合本专业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检索和应用文献资料的能力、

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协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建议毕业设计（论文）与学生顶岗实习内容相

结合，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出发，选取研究内容和方法。

七、技能培训

7-1

职业

技能

培训

简要阐述开展社会职业培训的举措和培训量

人才培养

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培训制度、共同制订培训计划、共建培训教师

队伍、合作开发培训项目、合作编写培训教材、合作开展社区教育和

继续教育、共享培训收益，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优质人力资源的需求。

实现优质人才资源共享。

校企共建职业实训基地，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共同为在校学

生和食品加工企业在岗职工开展内审员、西点师、品酒师、咖啡师，

酒类营销师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每学年开展 1-2 次职业资格证书

的培训及鉴定工作，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和企业职工岗位操作技能。

并将部分专业课程实训考核在校企合作企业内完成。

服务贡献

面向行业企业、农村、社区和学校， 提供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

果转化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普

及食品安全文化，提高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注市场需求，开拓技术培训与服务市场；整合技术培训与服务资源，

组织实施相关技术培训与服务工作；组织专业教师与企业联合申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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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开展横向课题研究、进行技术开发和技术难题攻关；指导有关部

门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和对口支援等工作。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提升专

业服务行业企业能力。

7-2

职业

技能

证书

简要阐述开展 1+X 等书证融通情况

原高职专业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为食品检验员“双

证融通”专业，设立了上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批准的上海市职

业技术鉴定站点，拥有齐全的设备基础，能够常规理化检测、常规微

生物检测、食品安全理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的技能鉴定考试。

在原有站点的基础上，本专业于 2020 年 3 月申报了“粮农食品安

全评价”1+X 职业技能证书试点。目前，安排的教学计划进程表中，

已将相关融通课程融入，并且做到了授课时间与考证时间协调一致。

八、国际合作

简要阐述在世界技能大赛、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等方面的国际交流情况

2019 年，积级组织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预选赛，参与了糖艺/西点制作、烘

焙、烹饪（西餐）、化学实验室技术 4个赛项，其中在糖艺/西点制作获得上海市

级奖项。

食品加工技术（烘焙与饮品加工）与被誉为餐饮界“哈佛”的巴黎雷诺特甜

点学校（LENOTRE）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推荐前往法国深造。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开展 “2+2 培养模式”项目，有意愿留学的学生可以

进入日本相关高校食品营养学科学习，并可获得相应毕业证书和日本国家劳动部

门颁发的“食品营养士”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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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障措施

未来三年

申报单位

对专业点

的经费投

入及用途

学院建设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本科专业建设项目预计总投入

_640_万元，其中申报财政性建设经费 450 万元，学校配套非财政

性经费 190 万元。学院将建立严格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和监控制

度，设立专门账簿，实行专款专用，严格审批制度，加强专项资金

预决算管理，确保项目资金使用的严肃性和合理性；科学制定分项

目、分年度的资金使用计划，保证项目资金足额到位，提高建设资

金的使用效益；严格执行公开招标等法定程序，确保无违法违纪现

象，保证学院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工作顺利实施。

此外，学院将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平台，积极争取行业企业的支

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保证每年在办学经费中列支建设资金用

于项目建设。

体制机制

等相关保

障措施

组织保障

食品学院自建立以来受到学院的广泛支持，并作为学校的重点

建设与发展专业之一。为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本科专业建设项

目顺利实施，学院成立了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本科专业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项目建设的统筹规划，各级子项目建设内容及其负责

人的确定，资金筹措，经费分配使用及项目实施的组织、监督、协

调，制定责任追究制度等，以确保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本科专业建

设能按照建设方案落实到位。

制度保障

项目落实后，学院将进一步创新项目建设管理机制，确保项目

实施工作程序规范科学，运行有序高效。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专家

的阶段性过程检查，顺利通过教育部、财政部组织的项目验收。



30



31

附件 2

上海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设置论证报告

一、专业开设必要性分析

（一）专业开设背景分析

（1）食品安全国家战略政策下的食品人才需求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专门提出了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食品工

业将继续发挥国民经济支柱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4月24日修订通

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公布，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体现了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要加强食

品安全管理,保证食品质量与安全,离不开具有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知识的人才的培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以高瞻远瞩的战

略眼光,在许多农业院校及原来具有食品相关专业的理工科院校纷纷

增设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然而人才的需求至今仍存在巨大缺口。

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战略部署制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并实施《“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纲要明确指出：到 2030 年，

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食源性疾病报告网络实现全覆盖。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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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清洁化农业生产，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推进

农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实施兽药抗菌药治理行动。加强

对食品原产地指导监管，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建立食用农产品

全程追溯协作机制，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建立职业化

检查员队伍，加强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强化日常监督检查，扩大产品

抽检覆盖面。加强互联网食品经营治理。加强进口食品准入管理，加

大对境外源头食品安全体系检查力度，有序开展进口食品指定口岸建

设。推动地方政府建设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推进食品安

全信用体系建设，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制度。健全从源头到消费全

过程的监管格局，严守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吃得

安全、吃得放心。

以上海例，上海市政府力争建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上海

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作为 2017 年市委办公厅

1号文件，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行

动方案的发布催生了大量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毕业需求。

上海市按照国务院食安办《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标准》，结合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指标要求，本市提出了建设

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共 9 个方面 35 项任务，并形成了《上海市

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评价标准》。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主要是：

一是食品安全水平明显提高。在食品抽检监测方面：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覆盖率达到 90%以上，主要食品安全总体监测合格率达到 97%

以上；年抽检食品样品数达到 10件/千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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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三品一标”认证产量占地

产农产品上市量的比重达到 70%以上。地产农产品农药、化肥使用量

持续下降。建设崇明生态岛“全国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在防控食

品安全事故方面：集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年报告发生率在 5 例以下/10

万人，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二是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方面：

要求“党政同责”落实到位，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各区党委政府重点

工作，纳入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年

度绩效考核，考核权重不低于 3%。在加强食品安全基层基础方面：

确保基层食品安全“有责、有岗、有人、有手段”，基层食品药品安

全工作人员数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万分之三，基层市场监管所具备食

品安全领域执法能力的执法人员比例达到 80%。

三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在完善食品安全标准方面：进一步

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一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和

有地方特色的团体标准。在落实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方面：实现粮

食及制品、畜肉及制品、禽类、蔬菜、水果、水产品、豆制品、乳制

品、食用油等主要食品品种信息追溯覆盖率 90%以上。在建设食品生

产经营示范企业方面：食品生产企业全面实行良好生产规范（GMP）,

建设“诚信企业”。食品经营企业建设“守信超市”、“标准化菜市

场”、“放心餐厅”、“放心食堂”。在食品安全培训方面：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集中培

训不少于 6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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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市民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要求市民食品安全基本知识

知晓度评分达到 85 分以上，市民对本市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满意度达

到 70%以上。

（2）新形势下传统食品制造业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人才的需求分析

传统食品制造业新形势下的变革方向

我国食品传统制造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首先是产业流向发生颠

覆性改变，从以前的“生产→经销商→消费者”转变为“消费者→设计

→企业”；第二是产业结构发生巨变，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产品、

技术、信息、管理等持续创新与升级；第三是产业发展方式发生转变，

企业发展模式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过渡；第四是产业利润来源

发生变化，从单一实体销售向线上线下同时销售，甚至向单一互联网

销售发展，消费人群也更加细分化，个性化消费、体验式消费及“粉

丝” （Fans） 消费等新兴消费方式比例越来越高。

传统食品制造业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人才需求分析

新形势下食品传统制造企业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成

为企业生存和变革的关键，这一进程需要大批能适应和推动企业转型

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这其中对食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最大，且提

出了更多新要求。

第一是需求能适应和推动食品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具有良好管

理素养、较强动手能力、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复合性食品应用人才。

传统食品制造行业多为劳动力密集、粗放加工、技术水平低、高能耗、

设备差的企业，这些企业想要转型升级，必须根据市场新变化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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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引进和使用新设备、消化和运用科学管理体系、

培训和管理新产业工人，这些都需要扎根于生产、质量、设备、采购

管理一线的基层技术型管理人才去推动和实现，但目前这样的中坚力

量缺口巨大，需要食品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及时补入。

第二是需求能适应和推动智能化生产及信息化管理，具有良好工

程素养，具备一定的信息化应用能力，特别是熟悉新型工业技术软件

的复合型应用人才。21 世纪是智能化、信息化的时代，食品制造只

有由机械逐渐代替人工，效率和产能才能大幅增长、产品质量才能更

趋稳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推动力，除了优秀的机械、电气、信息类

工程技术人员外，更离不开掌握现代食品生产思维模式，通

晓工程设计、智能生产和信息化管理的食品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第三是需求能适应和推动“互联网+ 食品技术应用及管理”，具有

良好互联网思维，既熟悉食品学科基础知识和工程技术，又懂得网络

管理和营销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目前，越来越多的食品传统制造企业

已经计划或已经搭载了互联网这艘巨舰，从新产品开发到采购生产再

到仓储运输销售，供应链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和互联网营销已经覆

盖到食品制造企业物流、资金流和人才流各个环节的方方面面，现代

食品制造企业必须建立一支“互联网+ 食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

伍，食品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可以成为重要的人才支撑。

（3）新兴食品衍生行业对食品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分析

当今世界以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正

在蓬勃发展，我国食品产业链也在经历着快速延伸和拓展，诸如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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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验测试行业、认证咨询行业、健康管理行业等新兴食品衍生行业

在国内迅速崛起，对食品应用型人才产生了旺盛需求。

第三方检验测试行业

检验测试行业数十年前在欧美、日本等已较为规范，我国检验测

试行业发展要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近几年，随着我国百姓和各级政府

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加强，在政府引导下，以食品农产品检测为主

要业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并逐步形成一个新

兴行业。这些企业性质的检测机构，主要以民营检测机构和外资检测

机构为主，承担政府有关部门和大学实验室以外的国家检定和临时抽

样检测等任务，此外还通过市场化机制，承担各企事业单位的委托检

验测试、计量检定和技术咨询服务等业务。由于此行业专业性强，工

作质量要求高，在我国起步较晚，基层技术岗位和技术性管理岗位普

遍缺乏高质量食品应用型人才。

认证咨询行业

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

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近年来，

我国食品及农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但也频遭进口国，特别是发达国

家技术壁垒和产品质量管控屏障，为获得产品出口的自由通行证，很

多食品制造企业都主动开展了诸如 ISO 9001，ISO 22000，HACCP，

ISO 14001，BRC，IFS 等管理体系及产品认证工作。为快速达到相

关技术标准或强制性要求，从上世纪末开始，一些为企业助力的认证

咨询机构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并逐步形成特色行业，在未来，“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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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际化”将成为我国认证咨询机构做大做强的目标。但与欧美更

为发达的认证咨询业相比，我国现有认证咨询行业的从业人员不仅人

数少，而且整体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专业知识狭窄且严重老化、欠

缺现代咨询意识和技能、缺乏战略发展观念、缺少竞争观念和责任感，

作为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高校，为认证咨询行业输送更合格的食品

应用型人才责无旁贷。

健康管理行业

21 世纪以来，伴随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

慢性病发病率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大陆地区健

康产业规模不断增长，与健康相关的食品工业、养老产业、健身用品

等产业也不断赋予大健康产业新内涵。健康管理行业隶属健康产业，

由健康检测与监测、健康评估与指导、健康干预与维护等 3 大基本

服务模块构成，内容都与饮食健康有关，然而与大健康管理产业发展

迅猛不匹配的是我国健康管理行业高质量从业人员严重匮乏。尽管我

国已经有近百万人获得了公共营养师等证书，数千人获得了注册营养

师、营养技师证书，但与我国人口基数相比，专业营养测评指导维护

人才依然非常缺乏，而且更缺乏掌握食品营养学和食品配膳基本理论，

能够通过食疗预防疾病、改善体质，而且能灵活运用心理与健康、运

动与健康、环境与健康、中医养生及康复学等理论开展科学性咨询指

导的复合性食品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的跨学科性和应用性非常明显，

从高校食品类专业培养是重要的途径，但传统高校教育模式目前还无

法满足行业人才需求，需要探索食品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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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需求分析

（1）食品生产企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紧缺

全国的食品企业人才均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即硕士、

博士等高端研发人员多以及一线中等技能工人多。食品安全法要求的

每个车间的品质控制员、分析测试中心的质量主管、食品检验工、一

线 QC 等既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又具有娴熟技能水平并能稳定地工作

于第一线的高端技能人才相当缺乏，且既懂食品加工技术又掌握了一

定的食品检测技术和安全管理知识的质量安全与控制高端技术型人

才少之又少。随着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大，企业配备

相应的食品质量与安全的需求也会越大。

企业对食品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企业招聘信息

及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食品企业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应该具有扎

实的专业技能，更强调团队合作意识、吃苦耐劳的品质、诚信品质、

责任意识、环境适应能力及职业素养等等，因此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

培养将是院校人才培养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院校、高校教师如果

缺少与企业的深入合作与交流，在校企共同育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很难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有些企业认为各专业差异不大，因而与学校联系程度不够，甚

至认为不同专业学生只要提供短期培训，就能达到企业要求，从而在

岗位培养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一系列问题，对学生没有一个长期系统的

定向培养，造成在岗位后续培养中出现瓶颈，有些企业在培养中又出

现专门化程度极高，造成学生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出现不适现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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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会使人才培养质量打折，难以实现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

（2）高素质食品质检人才缺少

食品、农产品检验不同于一般的岗位，内容涵盖了大量物理、化

学、生物、生物化学的基本知识，需要从业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

和熟练的操作技能。随着新标准、新技术、新仪器、新方法等不断应

用于食品质量检验行业，检验人员需要系统地运用食品检验的知识和

技能，并不断学习和应用新技术与新标准。

目前中专生、高职生专业知识积累不够，新产品新方法分析能力

不足，难以满足当前国家和社会的要求。普通本科生，理论知识扎实，

但确少系统的检验技术训练，技能水平较差，无法快速从事食品检验

工作，需要经过再培训。对于企业来说，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较强

的仪器设备操作技能的高职学生、职业本科生才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员

工。但这方面的毕业生相对缺少。

理论教材知识陈旧，实验内容落伍。随着现代检测手段技术的

发展，食品分析的检测内容也在不断的更新。但目前的教育教学模式

大部分仍是以教师为主导，课堂讲授教材上的理论知识，而教材的更

新速度远远落后于检测技术的发展，以致于学生的实际动手实践能力

得不到锻炼和提高。如在蛋白质测定这一章节，大部分教材集中重点

讲述凯氏定氮法，然而目前的大多数食品企业及科研院所已很少使用

这种操作复杂、耗时耗水的常规检测手段，采用自动化的凯氏定氮仪

检测安全、快速，测量准确；因此，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食品

企业、科研院所等对技术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先进的、综合性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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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应用型人才显得格外重要。

学生实验积极性不足。目前的食品分析教学方式，基本以课堂

讲授为主，实验部分为辅，考核方式上，理论成绩占大部分，实验考

核只占少部分。因此，学生只重视理论知识的吸收，缺乏实验的主动

性、积极性，实验课上学生敷衍了事，动手能力得不到提高，科研意

识得不到培养。

实验教学方式滞后。很长时间以来，实验教学的基本方式都是由

实验员老师准备配制试剂、仪器调试，指导教师讲解实验内容，并在

教师的指导下按照实验指导书中的骤按部就班的完成实验。因此，学

生实验过程中，动手操作和独立思考的部分较少，学生实验过程中缺

乏创新意识和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以致于走向工作岗位动手能力差，

有时连最基本的 1mol/L 的盐酸都不知道如何配制，很难胜任工作要

求。因此，培养实践性应用型人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高端技术技能体系认证人才缺少，理论型毕业生居多

现有培养体系中，讲解了大量的食品安全学、食品质量与安全控

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课程，但大多停留在理论讲解，稍好一些

的学校，讲解了部分体系认证案例，但因为涉及企业商业机密的问题，

大多滞后 10年以上。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存在以下问题：（1）

对理论概念很强，但没有掌握具体操作的方法和流程，实际上无法从

事体系认证方面的工作；（2）教师讲解的滞后的体系认证案例，实际

上无法与现有实际制度与标准相匹配，如果实际去从事体系认证工作，

必然会漏没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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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在体系维护人才培养的工作中有自身局限性。众所周知，

课程开发的前期调研工作非常重要的，是决定所开发课程是否具有生

命力、决定培养学生质量的关键性要素。与管理体系维护相关的课程

是一个集理论性与实践性双重特点的课程，涉及到食品专业及管理专

业交叉学科中的诸多内容，其授课内容及方式必须紧密结合食品企业

实际案例。意味着这类课程的开发需要教师频繁去企业进行前期调研，

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内容从三级文件开始，已会涉及企业技术及管理保密问题，如果企业

有心保密或是驻厂教师能力不够、调研时间的不足会使其调研效果大

打折扣，使所得资料的整理、归类价值不高。由于绝大多数

的高校教师相对缺乏在食品企业长期工作的经验，对这类课程授课内

容的选择通常局限在纯学术理论上，也使得学生所学相关知识缺乏实

用性。

高校与食品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开发相关课程有局限性。虽然

高校与食品企业的合作还是有比较成功范例，但不令人满意的却更多。

首先通过这种合作方式开发课程、培养学生的动力不足：高校食品专

业与食品企业的合作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技术改进项目，另一种

就是将学生送入企业实习。前一种合作方式一般情况下不会涉及企业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改进工作。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后，如果没有常期驻

厂的指导教师与企业经常沟通为他们争取机会，学生是很难接触到企

业的管理问题，更别说在有限的时间内很快接触企业的核心技术，刚

踏入社会的大学生也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并理顺企业内部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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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流程，而这对管理体系维护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常期驻厂的教师才

有可能会涉及到企业的体系管理工作。但是如果他们不懂得这些管理

体系标准，没有体系维护相关知识积累，也同样无法为该课程的开发

提供系统的参考。

（4）专业能力水平高的食品安全监管人才缺少

食品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食品行业涉

及面广，产业链长，影响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因素多。不仅与农业、环

境、卫生、检验、工商及海关等部门有关，还与质检部门、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等部门相关。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从初步探索到职能日渐完善，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探索，我国已基本建立起

体系完善、职能规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但是，一系列机构职能的

变化导致人员流动和重组，使食品安全监管缺乏稳定的监管队伍，食

品监管人才配置不合理等现象的产生，对食品监管人员的素质和管理

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极大地影响着食品安全监管效率。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稳定、高素质的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队伍

是食品安全监管职好能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由于地理分布、社会经

济水平等的不同,全国食品监管系统人力资源在专业、学历与监管能

力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一些差异,而原有体制下形成的食品安全人力资

源配置模式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在的监管需求,人力资源结构不合、

专业程度不高、利用率低等问题日渐显露。明确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人

力资源配置中的问题，合理配置和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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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效益，建设适应食品安全监管任务需要、配置合理、专业对口、

能力突出的人员队伍，是新时期加强食品安全监的管系统工作的一项

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专业人才严重紧缺，与目前建立的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需要履行的监管职能要求极不适应。有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食品安全人才缺口有 80万之多。对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现状,尤其是数量、结构和分布等进行调查，发现

省、市、县级行政机构人员学历构成不平衡,与省市级行政机构相比,

县级行政机构人员学历水平普遍偏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后人力

资源重新配置的情况以及人员主观满意度情况，发现机构内人员数量

配置不合理，科室臃肿，一线监管人员和人员配置的合理性不足，不

利于改革后不同单位的融合。

（三）与现有相近专科专业相比差异与优势

目前高职生专业知识积累不够，新产品新方法分析能力不足，难

以满足当前国家和社会的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在整个人才

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避免职业专科基础上只是简单地延长学制、增

加课程。相比专科高职教育，本科职业教育应在职业素质培养上有显

著的提升。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

的特点，在本科教育中通过拓宽理论知识，让学生涉及更广阔的知识

领域，增加技术含量的课程，从而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通过产

学研结合方式，让学生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

（四）与现有相近普通本科专业相比差异与优势



44

普通本科生，理论知识扎实，但确少系统的检验技能训练，技能

水平较差，无法快速从事食品检验工作，需要经过再培训。对于企业

来说，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较强的仪器设备维修技术、操作技能的

职业本科生才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员工，但这方面的毕业生相对缺少。

相比普通本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是以体现职业目标为导向，以职业

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职业素质教育为依托，理论教学恰当、实践教学

充分的本科职业性教育。为避免模仿普通本科教育方法、教学模式、

开设课程等教育环节，需要瞄准行业企业技术技能需要、紧贴岗位实

际工作过程开发实训课程并及时更新课程内容，以岗位需求为导向，

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加强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实验、实训内容，实

践性教学课时占总课时 50%以上。采用“公共课平台、学科基础课平

台+专业方向模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综合素质教育"的综合性课

程体系建设，使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本科）职业本科教育形式具

有独特的内涵。

二、专业开设可行性分析

截至 2018 年，全国开设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高校数约为 240

所，上海有 5所学校开设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分别为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上海商学院。各大学

对人才培养的定位目标不同，学生未来就业目标不同，能够满足市场

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仍然比较缺乏。本校利用作为食品检验员“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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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融通”考点的优势，重点培养既懂理论又有技能的食品安全检验应

用技术型人才。

食品类专业于 2012 年确立为学校重点发展专业，得到上海市教

委政府专项经费连续投入，已建成上海高校中最为齐整的食品专业体

系。拥有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食品加工技术（烘焙与

饮品加工）、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四个专业及方向，以

及一个上海市“中高职贯通”培养试点专业-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

全与检测）和一个上海市《食品加工技术-食品检验员》“双证融通”

试点专业。

（一）办学基础

1. 专业改革、教学研究、课程建设卓有成效

本专业承担了 2 个上海市专业改革试点，分别是食品加工技术

（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改革试点，以及食品加

工技术-食品检验员“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食品加工技术（食

品安全与检测）“中高职贯通”专业于 2018 年被评为上海市中高职教

育贯通、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高水平专业建设专业。

以食品加工技术（烘焙与饮品加工）专业为依托，成功完了上海

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食品加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2016-SHNGE-22ZD）的研究工作，在以创业促就业方面，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主编教材 2 部，分别为《食品添加剂》、《食品市场与准入》，副

主编教材 1部《食品微生物》，参编教材 2 部《饮料加工工艺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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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畜产品加工工艺学》。与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嘉

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上海速饮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符合

行业标准的课程标准 7 个，分别是《食品工艺学》、《常规微生物检测》、

《常规理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食品安全理化检测》、《食品

新品开发》、《咖啡调制与鉴赏》，与上海高艺培训学校、上海凯达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开发了《西式面点师五级》、《西式面点师四级》、《西

式面点师三级》系列课程，做到了与企求需求的无缝对接。

2. 有领先于同类院校的实验实训设施

食品综合实训中心占地约 3000 平方，设有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批准的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考点，实现了常规理化检测、常规微

生物检测、食品安全理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的技能鉴定考试，成

为全国少数几家具备食品检验技能鉴定的高校。拥有包括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高效液相、原子吸收光度计、原子荧光光谱

仪、冷冻干燥机、致病菌检验无菌室、食品营养学仿真实验室等高端

仪器设备与实验室在内的实训教学设施，目前有用于教学的大型实验

室 13间及若干辅助实验准备室，以及 1条烘焙食品加工小型生产线。

3. 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科研水平高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本专业现有教师 22 名，其中教授 3 名，副教授 3 名，高级工程

师 2 名，高级技师 1 名，副高级职称以上教师 11名，具有高级职称

教师的比例为 50%，博士 6 人，在读博士 2 人，硕士 10 人，具有硕

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为 72.73%。拥有“双师型”教师 15人，占

68.18%，来自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 13 人。教师中有西式面点师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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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考评员 1名，化学检验工高级考评员 1 名，高级西式面点师 3

名，高级食品检验工 5 名，公共营养师 3 名。

近五年，教师科研成果显著，有 2名教师成为上海市“晨光计划”

学者，有 2 名教师入选上海市优秀青年资助计划，成功申报省部级项

目 3项，参与国家级项目 2项，教师发表论文其中 SCI 论文 3 篇，EI

论文 1 篇，中文核心期刊 20篇，专利 2 项。

2名教师被聘为上海市高职高专医药健康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食品微生物教学团队入围 2018 年上海市级优秀教学团队答辩。

目前有上海市金山区职业教育集团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1 个。

4. 初步形成了校企合作的有效运行机制

近几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2018 届毕业生中就业签约率排名

全校第一。2019 年毕业生全部安排到校企合作企业进行 6 个月以上

的专业对口顶岗实习，受到多家企业良好评价。目前，食品学院已与

上海市质量检验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英格尔检测认证集团、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南侨食品有

限公司、津味（上海）餐饮有限公司（85°C）、上海邦成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上海万诚食品有限公司、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有限

公司、上海华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禾煜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山

崎食品有限公司等建立了良好校企合作关系或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目前设立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4个。

校企顶岗实习已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包含校企合作企业入校

宣讲，企业提供顶岗实习岗位，学生填报顶岗实习志愿，面试互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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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指导老师走访巡视，顶岗实习报告指导，择业就业辅导与推荐，

就业回访与监督等一整完整流程。 用人单位对于本专业的学生理论

知识、职业操作技能、职业综合素养认可度较高，普遍觉得学生的适

应期短，能快速地融入工作模式。

5. 强化了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训练，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强化了学生考证与顶岗实习环节，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为 100%。

其中：（1）对接西点师、咖啡师等职业技能岗位标准，2015-2019 年，

高级西式面点师通过率高达 98%，学生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西式面点

师“技师”资格证书。（2）食品检验员考试实行“双证融通”模式，

考证通过率 95%以上，；（3）由上海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建成“食品加工综合性创业实训平台”，以创业促就业；（4）以赛促

学，每年举办“中侨杯”西点技能大赛，提升学生技能；（5）“西点

社”作为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学生社团”，定期联合其他学

院开展系列活动，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二）师资队伍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师资雄厚，本专业现有教师 22名，其中教

授 3名，副教授 3名，高级工程师 2名，高级技师 1 名，副高级职称

以上教师 11名，具有高级职称教师的比例为 50%，博士 6 人，在读

博士 2 人，硕士 10人，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为 72.73%。

拥有“双师型”教师 15人，占 68.18%，来自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 13

人。拥有西点师高级技师 1 人，高级西点师证书 3人，食品检验员高

级证书 5 人，公共营养师二级 2人，高级营养师证书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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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结构合理，优势互补，梯队衔接紧密。拥有高水平学术带头

人 4人，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施春雷教授担任学科带头人，

由 4名教授组成的专业团队，拥有博士生导师 2 人，二级教授 1 人；

拥有多位资深企业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以及来至光明集团、益海嘉

里集团等多位工程师担任兼职企业导师。食品专业青年教师都是毕业

于江南大学、南昌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家级食品重点学科或拥一

级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点授予权单位的博士、硕士，保证了师资梯队

的紧密衔接和快速成长。

陈晓斌教授在给学生上《食品微生物学》课程

（三）教学科研水平

2013 年以来，本专业教师主持项目 2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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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省部级项目 9项，其中主要有：

1) 施春雷. 2018年 1月-2021年 12月，重要食源性致病菌耐药机制

及传播规律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研发”专项，

2017YFC1600100，2980万元，主持人

2) 施春雷. 2017年 1月-2020年 12月，葡萄球菌黄素合成与菌膜形

成的相关性及其分子调控机制，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1671943，

直接费用 63万元，主持人

3) 施春雷. 2016年 7月-2020年 12月，跨境食品潜在、新发病原微

生物筛查监控技术及溯源平台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跨境

食品品质与质量控制数据库构建及创新集成开发”，

2016YFD0401102，88/494/2600万元，子课题主持人

4) 陈晓斌. 稻黄单胞菌碳代谢和 hrp基因间调控关联性及机理研究”

（31470235），国家自然基金，2014.01-2018.12 主持人，

5) 陈晓斌. 作物细菌性病害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农业部，

2013.01-2017.12，241，子项目负责，

6) 陈晓斌. 新型生防微生物的筛选与评价，科技部，2017.9-2020.12，

1800，主要参与人员，

7) 吴酉芝. 主持：2015-2017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披萨极速制作

新工艺的研究》（项目编号：15CGB22）（省部级项目）

8) 吴酉芝. 主持：2016-2018上海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食品加

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6-SHNGE-22ZD）

（省部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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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魏蒙月. 2017年上海市晨光计划“薄层色谱生物自显影法分离传统

香辛料中乙酰碱胆酯酶抑制剂的研究”，项目负责人

10)王园. 2016.9 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资助培养计划（优青项目）

ZZzq15011

2013年以来，本专来教师获奖 4项，主要有：

施春雷. 2014年获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食品掺假

及污染监测体系建立与风险评估”），第二单位，第三个人。

2013 年以来，本专业教师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30

篇，EI 论文 10余篇中文核心期刊 30 篇，），出版著作、教材 5 部，

主要有：

1) Liu AL, Shi CL*. 2018. Pork juice promotes biofilm formation in

Listeria monocytogenes. 2018. Journal of Food Safety, e12439. doi:

10.1111/jfs.12439

2) Zhang J†, Suo YJ†, Zhang DF, Jin FN, Zhao H, Shi CL*. 2018.

Genetic and virulent differences between pigmented and

non-pigmented Staphylococcus aureus.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9:

598. doi: 10.3389/fmicb.2018.00598

3) Huang YY, Morvay AA†, Shi XM, Suo YJ, Shi CL*, Knøchel S*.

2018. Comparison of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and biofilm formation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serotypes 4b and 1/2a. Food Control, 85:

416-422. doi: 10.1016/j.foodcont.2017.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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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ong MH, Li QQ, Zhang Y, Song JX, Shi XM, Shi CL*. 2017.

Biofilm formation capacity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tern of

domin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lonal lineages in China. Journal of

Food Safety, 37(2): e12304. doi: 10.1111/jfs.12304 (SCI, 0.915)

5) Chen WY, Fang TZ†, Zhou XJ, Zhang DF, Shi XM, Shi CL*. 2016.

IncHI2 plasmids are predominant in antibiotic-resistant Salmonella

isolates.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7: 1566. doi:

10.3389/fmicb.2016.01566 (SCI, 4.165)

6) Yang JL, He YP, Jiang J, Chen WY, Gao Q, Pan LW, Shi CL*. 2016.

Compar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by iTRAQ-2DLC-MS/MS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key proteins involved in Cronobacter sp. biofilm

formation. Food Control, 63:93-100. doi:

10.1016/j.foodcont.2015.11.029 (SCI, 3.388)

7) Shi CL, Singh P, Ranieri ML, Wiedmann M, Switt AM*. 2015.

Molecular methods for serovar determination of Salmonella. Critical

Reviews in Microbiology, 41(3): 309-325.

doi: 10.3109/1040841X.2013.837862 (SCI, 8.192)

8) Li MY, Cui Y, Gan ZB, Shi CL*, Shi XM. 2015. Iso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ppsy gene and promoter from Chlorella

protothecoides CS-41. Marine Drugs, 13(11): 6620-6635.

doi:10.3390/md13116620 (SCI, 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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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hou XJ, He SK, Song QF, Zhuang XF, Wang YY, Huang XZ, Shi

CL*, Shi XM*. 2015. Phenotypic and genotypic characterization of

Salmonella enterica serovar Enteritidis isolates associated with a

mousse cake-related outbreak of gastroenteritis in Ningbo China.

Foodborne Pathogens and Disease, 12(5): 433-440. doi:

10.1089/fpd.2014.1896 (SCI, 2.270)

10) Song MH, Bai YL, Xu J, Carter MQ, Shi CL*, Shi XM*. 2015.

Genetic diversity and virulence potential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isolates from raw and processed food commodities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195: 1-8. (SCI, 3.445)

11)水稻条斑病菌 pilT基因在致病性中的功能分析，微生物学报

2018.2，核心期刊和 SCI（影响因子 IF=1.28），陈晓斌，（通讯

作者）。

12) 7种检疫性植物病原黄单胞菌 III型分泌系统和效应蛋白编码基因

的差异性分析，植物病理学报，2016,46(1):37，陈晓斌，核心期

刊。

13)吴酉芝, 李保国, 丁峨峰, 倪根华. 全自动食品制售机及其研究进

展[J]. 食品工业, 2018,（2）.

14)吴酉芝，吴琼，刘宝林 披萨极速制作新工艺的研究与展望[J]. 食

品工业，2017，（10）:2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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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Zhang Y, Wei M, Li W, et al.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highly

active anticholinesterase ingredients from fermented soybean

products[J]. Cyta Journal of 号 Food, 2017, 15(2):págs. 220-225.

16)张赟彬, 魏蒙月, 张艳杰,等. 不同蛋白源对营养粉的影响及产品

特性研究[J]. 食品工业, 2017(4):212-215.

17) 2015 Effects of frying condi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heterocyclic

amines and trans fatty acids in grass carp(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J], Food chemistry,167,251-257.

18)Ou Y, Wang X, Lai K, et al. Gold Nanorods as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 Substrates for Rapid and Sensitive

Analysis of Allura Red and Sunset Yellow in Beverage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Food Chemistry, 2018.

19)Ou Y, Pei L, Lai K, et al. Rapid Analysis of Multiple Sudan Dyes in

Chili Flakes Using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Coupled

with Au–Ag Core-Shell Nanospheres[J]. Food Analytical Methods,

2017, 10(3):1-10.

2013年以来，出版的主要专著与教材有：

陆贻通, 吴时敏, 施春雷(译). 2015. 保障全球食品安全-探索全球

协调.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

吴酉芝、邓代君、吴巨贤. 食品添加剂[M]. 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7.

吴酉芝、赵琴、尚禹、李瑞红、秦晓佩. 食品市场准入与认证[M]. 北京：中

国质检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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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课程建设成果：

2015 年上海市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中高职

贯通”培养改革试点；

2016 年上海市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双证融

通”培养改革试点；

2017 年成功申报为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考点；

2016 年《食品加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项目列入上

海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省部级）

2017 年吴酉芝主编教材《食品添加剂》，刘英语副主编教材《食

品微生物学》，

2017 年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项目-子课题《食品

掺伪鉴别检验技术》专业课程思政改革。

“食品毒理与安全”全英文课程建设（已连续开课三年以上）

“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国际课程建设（通过验收）

（四）实验实训条件

实验室占地总计约 3000 平方米，设有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批准的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考点，实现了常规理化检测、常规微生物

检测、食品安全理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的技能鉴定考试，成为全

国少数几家具备食品检验技能鉴定的高校。

食品综合实训中心占地约 3000 平方，设备齐全，功能先进，拥

有包括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原子吸收光度计、原子荧光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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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冷冻干燥机、致病菌检验无菌室、食品营养学仿真实验室

等高端仪器设备与实验室在内实训教学设施，目前有用于教学的大型

实验室 13间及若干辅助实验准备室：食品工艺实验室 1 间、食品工

程原理实验室 1 间、烘焙与饮品实验室 1室、营养配餐与感官评定实

验室 1 间、食品营养仿真实验室 1间，食品微生物实验室 1 间、致病

菌检验无菌室 1 间，原子吸收/荧光实验室 1 间、精密仪器室 1 室、

微创业实训室 1 间，理化实验室 1间、生物化学实验室 1间以及 1条

烘焙食品加工小型生产线。每个实验室都配备相应的实验设备，能满

足 400 学生同时进行实验练习。设备资产总额 700 万左右。

设有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食品检验员”鉴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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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进行技能鉴定考试

GC-MS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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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检验实验室

食品理化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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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光分光光度计

原子荧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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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可见光光度计室

天平称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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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食品加工实验室

营养配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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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展示与试售中心

（五）校企合作与就业前景

学校近几届毕业生就业良好，教学水平受到多家企业良好评价，

都希望与本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本学院已与上海市质量检验监督

检验技术研究院、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英格尔检测认证集团、

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津味（上海）

餐饮有限公司（85°C）、上海邦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万诚食

品有限公司、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华严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禾煜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山崎食品有限公司等建

立良好校企合作关系或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目前设立的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 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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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学院毕业生具有胜任食品产业链相关环节的食品研发、加工、

检验、食品安全管理等一线工作岗位需要的工作能力，就业签约率

95%以上。特别是食品企业急需的食品检验员岗位，基于都是在大三

上半学期都已落实接收单位。

食品学院校企合作企业入校宣讲会（2018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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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实习

学生在英格尔检测认证集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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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实习

走访在上海必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实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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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上海可颂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实习

学生在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参观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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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上海禾煜贸易有限公司参观实习

（六）支撑专业建设情况

规范学院的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水平，保障学院的人才培养质

量。具体做法是：健全教学管理制度，重视教学硬件建设。

1、教学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的制定原则

(1)．目标性原则。教学质量监控紧紧围绕学院总体目标、围绕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标的要求选择教学活动中需要监控、考查和评价

的关键要素，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2)．系统性原则。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全面分析教学过程

中需要监控、考核和评价各要素间的关系，确定监控程序、办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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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象，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从而保证其

有效运行

(3)．规范性原则。以国家法规、法令、条例和标准为依据，建

立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建立科学的质量标

准，使人才培养质量、各项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都有衡量规范教学质

量监控和评价标准。

(4)．可操作性原则。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必须符合国情和

院情，注重实用性，有较明确的、便于操作的工作指标、工作流程和

评价标准，易于为师生、员工所接受。

2、教学质量监控的组织体系

(1).由院、专业组、课程组构成三级监控组织，根据管理的职能，

在不同层面上实施质量监控。

(2).学院是组织教学管理的主体，负责人才培养目标的审定，人

才培养过程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控、考核与评价。是教学质量监控工

作的基础和关键，根据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总体要求及教学质量

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本单位教学质量监控文件

(3).教学管理岗位人员、专业组是实施教学管理的主体，负责人

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人才培养过程的实施，也是实施教学质量监控的

重要组织。主要监控分院（部）各项教学管理制度在本专业组的实施

情况，各教学环节的组织落实情况。

(4)．课程组是实施课程建设的主体，是最基层的教学单位，负

责课程的建设和教学实施。重点是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理论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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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分学期授课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教案编写和课件的制作，教

学手段与方法改革、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等。

3．教学质量检查评估和信息反馈系统

配合中侨学院教务处。督导处，分院二级督导组织、教师、学生

和第三方（行业企业及专业机构）为主体构成教学质量检查评估和信

息反馈系统。利用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对学院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评

估和反馈。

4、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运行

(1)．运行机制

针对教、学、管三个层面的每一个环节，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切实保证做事有准则，处理有标准。建立分院教学例会制度、人才培

养方案论证制度、师资队伍建设、新教师岗前培训制度、教学常规检

查制度、听评课制度、执行学校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制度、考核制

度、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制度等规章制度。

①教学例会制度

分院党政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研究专业发展与教学问

题。分管教学院长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专业主任教学工作会议，及时掌

握教学过程状况，总结和交流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经验，及时研

究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报教学质量监控信息，研究教学质

量监控方法、内容和措施，部署有关教学工作。

②人才培养方案论证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论证是保证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质量的重要环节。各



70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

专业特色以及专业指导委员会意见等多方面内容进行充分论证，并形

成论证报告。主要监控点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人

才培养方案、学科专业改造和发展方向等。

③师资队伍建设、新教师岗前培训与导师带教制度：

严把教学一线教师队伍质量关，大力引进高水平、高学历人才；

鼓励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提高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 鼓励老师参加非学位进修，积极组织内部培训； 参加学术交

流和教学研讨活动，组织教师参加各类竞赛； 开展青年教师教学大

奖赛活动，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促进教师提高科学研究和教学

研究水平，以科研和教研促教学改革，适应专业课教学。

每年新进的教师要参加上海市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青年教师岗

前培训，掌握教育科学基本理论，了解教学规律，明确教师的职责与

义务。由学院人事处负责，教务处、质量监控中心参与组织新教师开

展校本培训，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培训合格后，二级学院（部）

为其配备导师，制定岗前培训计划。在导师指导下，参加拟开课程的

辅导、答疑、讨论课或习题课、实验实训课等教学环节，按照拟开课

程教学大纲要求，达到较熟练地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重点和难点；

基本熟悉全部教材，初步掌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了解各教学环节

的工作程序，写出讲稿（教案）。

④教学检查制度

主要监控点为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实施、教材的选用、师资的配备、



71

课堂教学质量、实践性环节教学质量、教学内容和手段的改革、考核

方式和试卷质量等。采取日常教学检查、定期教学检查、专项检查相

结合，全部检查与部分抽查相结合，部门自查与学校检查相结合等

日常检查：包括分院领导巡查、看课，检查内容涵盖教学运行情

况和教学基本建设情况，包括教学秩序、教案、课件、课堂教学、辅

助教学、考试质量、实验实训设备、各类实验实训进度和完成质量情

况等，不定期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了解教学情况。

定期检查：期初检查、期中检查、期末检查。在各二级学院（部）

自查的基础上，完成教务处、督导处组织的检查，期初教学检查着重

检查教学准备情况，期中教学检查着重检查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及质量，

期末教学检查对整个学期教学质量进行全面检查与评价。将检查结果

及时进行反馈，严格按教学管理制度，抓好整改，以保证教学质量的

稳步提升。

专项检查：配合学院领导、教务处、质量监控中心组织开展专业

建设、课程建设等检查，如人才培养方案审定、质量工程项目及教改

课题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主课程合格率（精品课程）、各项竞赛获

奖率、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顶岗实习检查、毕业设计检查、校内外

实习实训基地检查评估、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检查、毕业率、就业率与

就业层次、用人单位评价等。教学工作整改情况检查等专项检查。

⑤教学督导制度

建立二级学院教学督导机构。在学院专职督导的基础上，聘请在

职教师和管理人员、企业专家为兼职督导员，形成专兼职结合的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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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对教学工作的监督、检查、评价、指导和咨

询等作用。

⑥听评课制度

按照《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听评课制度》等规定开展听评课工

作。采用组织安排与自行听课、集体与个人听课、通知与不通知听课

相结合等形式。听课人员必须认真填写《听课记录》，并通过评课等

径将听课意见及时反馈到课教师。

⑦教师评学、学生评教制度

依据教务处，督导处安排（部）共同组织开展教师评学、学生网

上评教、师生座谈会、毕业生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对教学质量进行

评价。

⑧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制度

充分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和自我教育的主体作用，及时了解学

生对教学状态和教学管理的意见，加强学生和教师、教学管理人员之

间的联系、交流与沟通。具体要求，按照《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教学信息员制度》执行。

⑨执行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制度

建立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教学与教学

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严肃性，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具体要

求按照《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规定》执行。

⑩考核制度

建立教学质量考核制度。不断修订、完善本学院《教学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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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及《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细则》使之更具有可操性，按学校部署

进行教学工作考核、教师教学质量考核。

(2).教学质量评价

①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管

理质量、学生学习质量及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实验

实训、考试与考查、毕业实习等各个教学环节的质量评价。尤其通过

专项的国家、市级品牌专业、精品课程、优质课程、校精品课程、校

重点建设课程、市优秀教学成果奖、市优秀教材、市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等的申报与评审，以及参加国家、市级多媒体课件与教学软件、大

学生技能竞赛，以及学院组织的各竞赛等活动，对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等进行监控，借助目标监控辅助过程监控，

利用申报、评比与评审，促进各方面提高工作质量。

②教学质量评价由教学管理相关部门组织校内外专家、专兼职

督导、学生、教师、用人单位等，以现场检查、问卷调查、学生网上

评教、同行听课、师生座谈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为主要手段，开展

全方位、多层面的评价。

(3)．信息收集和反馈

建立教学质量信息库，收集、整理、分析教学信息、资料和数据。

①信息收集。一是学院领导、教学督导员、相关职能部门领导、

二级学院（部）领导、教师等各类人员的听课检查；二是期初、期中、

期末的教学检查；三是各类教学质量评价；四是学生信息员的意见反

馈；五是定期召开教学督导信息反馈会议、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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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信息反馈。

②信息反馈。通过教学检查通报、教学工作例会、师生座谈会、

教研活动、个别谈话、校内网上平台等方式，发布及时将信息反馈给

教师和学生班级，敦促各类问题尽快解决。

(4)．奖惩处理

①分设立教学质量奖等奖项，对在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教师

进行奖励，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②学分院在学期教学质量测评中学生意见较大、教学质量较差

的教师进行告诫，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及时、整改效果不明显的教师

上报学院人事主管部门处理

(5）．质量跟踪

分院学工机构通过用人单位和“在线调查统计平台”定期开展用

人单位和毕业生满意度调查。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网络调查等途

径，深入开展专业调研。根据企业调研、毕业生就业及市场调查的结

果，向学院领导及教学管理部门或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社会人才需求、

培养规格、能力体系要求等教学要求信息，以进一步修订完善人才培

养方案。

三、专业建设指导思想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党的教育方

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专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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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各方面。培养目标中明确：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突出工匠

精神培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

（二）人才培养特色

深化工学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

面向各类食品生产企业，培养具有食品加工、检验、质量管理等岗位

职业技能，获得相应岗位的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能胜任食品企业、

质检部门、食品质量管理等行业企业的食品加工技术员、质检员、品

控员岗位工作，经过 2～3 年的努力，成为企业的工艺主操、班组长、

生产主管等，再经 3～5 年的提升成为企业的工程师、经理、品管部

长、研发主管等高端技能型食品加工专门人才。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是：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食

品加工产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食品诚信与职业道德，

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典型食品的生产、配方设计、

技术应用以及生产装备的维护能力，典型食品原辅料、半成品及成品

的检验能力，食品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同时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技

术创新、团队协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

总结，该模式很好体现了校企合作要求，也具有较好的操作性，但相

对缺乏系统设计和较为明晰的操作指向，工学结合的载体设计和行动

路径都不够具体和规范。经过深入学习，反复研讨，在原模式的基础

上创新构建人才培养模式。



76

（三）专业建设目标

1. 发挥龙头优势，促进专业群建设与发展

面向食品行业和金山区区域经济，以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建设为龙

头，带动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相关专业建设，形成适

合食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需要、富有鲜明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

优势专业群。

2.实现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深化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制度体系建设，完善

校政行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可在校外建设食品科技园作为“教学工

厂”。合理利用校外实训资源，将部分课程的实训与企业实践内容相

结合，做到“毕业即就业”，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零距离接轨。

与企业实现四个共建，即共建实训基地、共建师资队伍、共建培养过

程、共建教学课堂。

3.加强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1）面向行业企业、农村、社区和学校， 提供多种形式的职业

培训、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2）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技

术开发、成果转化；（3）对口支援西部及省内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

对口交流教学和管理骨干，培训对口支援中职院校以及西部地区高职

院校教师；（4）发展公益活动，开启“暑期爱心班”，“食品安全走进

社会”，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普及食品安全文化，提高人民群众食品

安全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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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临的发展与机遇

1.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

虽然已经与金山部分企业细化深化了合作机制，例如学生顶岗实

习、研发项目、教师企业实践的相关制度的确立等等，但缺乏相关资

金进一步提高企业积极性，缺乏有效法规制度支撑保障，所以，校企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产学研结合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

2.教师技能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本专业教师学历都为硕士学历以上，青年教师居多，虽然引进了

有着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人才，但大部分为本硕教育系统培养成材，

对于职业技能能力需进一步提高，虽然每年都要求教师进行继续教育，

鼓励教师企业实践，聘请权威机构来校培训等等，但这部分的监管、

考核、奖励制度有待完善。

五、专业建设举措

以提高双师素质和优化双师结构为抓手，在食品加工技术重点专

业师资队伍建设的引领下，带动专业群内其它各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

吸收运用重点建设专业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带动专业群内专任教师

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聘请食品行业企业的专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

匠作为兼职教师。根据专业群教学需要，整合专业群相关专业专兼职

教师资源，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打造一支具有先进职教理念、教学经

验丰富、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双师型”专业群教学团队。

实施“师德”与“师风”并举、“双师”与“骨干”并重、“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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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领军”并进以及“兼职”与“专任”并行计划，培养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校内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院级教学名师、师德标兵；聘请行

业企业专家或技术大师担任兼职专业带头人，建设一支素质优秀、结

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学团队，选派骨干教师参加上级党组织安排的

研修学习，安排年轻管理骨干赴市内外兄弟院校或知名大中型企业挂

职锻炼。

六、校内专业设置论证程序

（一）二级学院及专业教师对所设专业开展充分调研，对专业的

社会人才需求、与所属专业类中其他专业的区分情况等进行可行性论

证。

（二）经过与食品行业、企业专家充分讨论，对人才培养方案、

教材、实习实训和技能培训等提出修改意见。

（三）经校内学术委员会专家组织审议通过，并在学校主页的显

要位置公示一周。

（四）经市教委委托专家审核申请材料，对专业名称的规范性、

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价，并将专家意见反馈至学校。

（五）学校将所提意见修改完善后，将专业设置申请材料报市教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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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大类与专业类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29） /食品工业类（2901）

二、专业名称

食品质量与安全（290102）

三、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力者

四、基本学制

修业年限：4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五、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突出工匠精神培育，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掌握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营养与食品卫生、食品分析以及食品

质量安全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技术和方法，具备较强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能够在食品、农产品和餐饮的生产、流通企业，食品农产品第三方

检测机构，监督管理部门和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分

析检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质量认证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六、基本要求

1.素质结构要求

⑴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诚信为

人，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格；

⑵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

文修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意识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

⑶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具有科学思维，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有

求实创新的意识和革新精神；在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具有较好的综合分析素

养和价值效益观念；

⑷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

2.能力结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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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获取知识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有较好的表达交流能

力、有一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⑵应用知识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食品质

量与安全性检测、监测、评价、预警、控制、认证、标准和法规制定及食品

质量安全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能力。

⑶创新能力：具有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开展创新实验

和科技开发能力；

3.知识结构要求

⑴自然科学知识：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

⑵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道德、法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⑶工具性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外文专业文献；掌握计算机应

用基础知识、资料查询、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

相关信息的能力。

⑷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食品工程原理等方面的基

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⑸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知识：掌握食品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掌

握食品营养学、食品安全学、食品毒理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安全食品生产全

程质量控制与检（监）测原理与技术；掌握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熟悉国际国内食品标准与法规。

（6）经济管理知识：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初步知识；了解与食

品质量与安全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七、主要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工程原

理、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

专业核心课程：食品工艺学、食品毒理学、食品营养学、食品分析、食品

添加剂、食品安全学、食品微生物检测、食品质量检验技术、食品标准与法规、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制、食品市场准入与认证

八、实践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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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实验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实验课时 开设学期 备注

专 业 基 础

课程

分析化学实验 24 2

食品化学实验 16 2

食品工程原理实验 16 3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16 3

专 业 核 心

课程

食品工艺实验 16 4

食品毒理学实验 8 4

食品分析实验 24 4

食品添加剂实验 16 4

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验 80 5

食品质量检验技术实验 64 5

合 计 264

2.专业综合实验、实习、毕业设计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实验课时 开设学期 备注

专业集中

实践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认识

实习
2周 2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社会

调查
2周 3

食品工艺实习 2周 4

食品安全检验实习 2周 5

实习 1 9 周 7

实习 2(含毕业设计) 15 周 8

社会实践 2周 7

劳动教育 2周 6

合计（课时） 36 周

九、毕业条件

获得 170 以上学分，其中：必修课 109 学分（含理实一体类课程），其中选

修课 23 学分（含理实一体类课程），实践教学周 38 学分。需考取 1个（含）以

上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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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学计划（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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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版职业本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学

分

课程

学时

课程学时分配 集

中

实

训

实

践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周学时分配(按学期)

备

注
理论

课程

理实一体课程 1 2 3 4 5 6 7 8

理论 实验 16+2 16+2 16+2 16+2 16+2 16+2 9+9 15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ZB200901 军事理论 2 36 30 6 2

B06000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0 18 3

B06000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30 18 3

B06000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30 18 3

B060001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80 64 16 5

B0600012 形势与政策 2 32 16 16 0.5 0.5 0.5 0.5

B0600008 创新创业指导 2 32 16 16 1 1

B0600001 学业规划概论 1 16 8 8 0.5 0.5

B0600002 高等数学Ⅰ 4 64 64 * 4

B0600015 高等数学Ⅱ 4 64 64 * 4

B0100001 大学英语Ⅰ 4 64 50 14 * 4

B0100002 大学英语Ⅱ 4 64 50 14 * 4

B0100003 大学英语Ⅲ 2 32 26 6 * 2

B0600003 体育与健康ⅠⅡⅢ Ⅳ 4 128 128 1 1 1 1

B0600013 大学语文 2 32 16 16 2

B0600005 线性代数 2 32 32 2

B060001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 32 32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2 16 16 2



6

大学信息技术 5 80 32 48 * 2 3

公

共

选

修

课

ZB200904 公共艺术 2 32 32 2

B0600014 文化自信(必选) 1 16 16 1

ZB200903 人文素质 1 16 16 1

ZB200902 大学生安全教育(必选) 1 16 16 1

B060000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选) 2 32 32 2

小计 63 1076 654 64 80 0 278 0 18 17.5 14.5 11.5 1 0.5 0 0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无机化学 2 32 32 * 2

有机化学 3 48 48 * 3

分析化学 3 48 24 24 * 3

食品化学 4 64 48 16 * 4

食品工程原理 3 48 32 16 * 3

食品生物化学 3 48 32 16 * 3

食品微生物学 3 48 48 * 3

小计 21 336 128 136 72 0 0 0 5 3 7 6 0 0 0 0
专
业
基
础
选

修
课

分子生物学 2 32 32
2

大学物理 2 32 32

小计 2 32 32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专

业

课

食品工艺学 4 64 48 16 * 4

食品营养学 3 48 48 * 3

食品分析 3 48 24 24 * 3

食品添加剂 3 48 32 16 * 3

食品安全学 2 32 32 * 2

食品微生物检测 6 96 16 80 * 6

食品质量检验技术 6 96 32 6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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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准与法规 2 32 32 * 2

食品质量管理与控制 3 48 48 * 3

食品市场准入与认证 2 32 32 * 2

小计 34 544 192 200 0 0 0 0 0 0 4 21 9 0 0

专

业

选

修

课

烘焙食品工艺学 2 32 8 24

6

营养配餐 2 32 8 24

食品机械与设备 2 32 16 16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2 32 16 16

食品工厂设计 2 32 16 16

仪器分析 2 32 16 16

食品营销学 2 32 24 8

4
食品新品开发 2 32 24 8

食品物流配送 2 32 32

食品企业管理 2 32 32

食品产品检测（校企合作课

程）
2 32 32

2
食品流通安全监管（校企合

作课程）
2 32 32

小计 12 192 32 64 96 0 0 0 0 0 0 0 0 10 2 0

集
中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B1200001 军事技能 2 50 50 2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认知

实习
2 50 50 2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社会

调查
2 50 50 2

食品工艺实习 2 50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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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检验实习 2 50 50 2

B1000001 实习 1 9 225 225 9

B1000002 实习 2(含毕业设计) 15 375 375 15

B1000003 社会实践 2 50 50 2

B1000004 劳动教育 2 50 50 2

小计 38 950 0 0 0 950 0 2 2 2 2 2 2 11 15

合计

周学时 23 22.5 21.5 21.5 22 19.5 2 0

总学时 3130 1038 416 448 950 278

总学分 170

1+X

考

证

(√

推

荐

学

期)

考证一 大学英语四级 √

考证二
上海市高校计算机等级二

级
√

考证三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中级 √

考证四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高级 √

考证五 食品安全内审员资格 √

考证六 食品安全管理员 √

说明:1.学生需修满 170学分方能毕业；2.考核方式一栏中*代表为考试课程，其他为考查课程；3.学生除了完成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外，需考取 1个（含）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4.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包括课程设计、实践、实习、毕业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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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课时分配表

课程性质 合计

课程学时分配
通识、专业、实

践课程学分比例理论课程
理实一体课程 集中实

训
实践课程

理论 实践

公共基础课 1076 654 64 80 0 278 34.38%

专业基础课 336 128 136 72 0 0

35.27%
专业基础选修课 32 32 0 0 0 0

专业课 544 192 152 200 0 0

专业选修课 192 32 64 96 0 0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950 0 0 0 950 0 30.35%

合计 3130 1038 416 448 950 278

理论与实践

课时比例
100% 46.45% 53.55%

注：理论课程、理实一体课程 16学时/学分；综合实践课程 25学时/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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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2025 年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建设发展规划

一、专业现状分析

（一）专业现有建设基础

食品加工技术于 2012 年确立为学校重点发展专业，有食品安全与检测、烘

焙与饮品加工两个专业发展方向，目前在校生人数 420 余人。本专业为食品第三

方检测机构、烘焙连锁企业、食品生产企业等培养食品检测、食品安全管理、烘

焙加工等应用技能型人才，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食品质量与安

全职业本科专业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建设基础。

1. 专业改革、教学研究、课程建设卓有成效

原高职专业承担了 2 个上海市专业改革试点，分别是食品加工技术（食品

安全与检测）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改革试点，以及食品加工技术-食品检验

员“双证融通”专业改革试点。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安全与检测）“中高职贯通”

专业于 2018 年被评为上海市中高职教育贯通、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

贯通高水平专业建设专业。

以食品加工技术（烘焙与饮品加工）专业为依托，成功完了上海市民办高

校重点科研项目《食品加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2016-SHNGE-22ZD）的研究工作，在以创业促就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主编教材 2部，分别为《食品添加剂》、《食品市场与准入》，副主编教材 1

部《食品微生物》，参编教材 2部《饮料加工工艺学》、《新编畜产品加工工艺学》。

与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上海速饮乐食

品饮料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符合行业标准的课程标准 7个，分别是《食品工艺学》、

《常规微生物检测》、《常规理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食品安全理化检测》、

《食品新品开发》、《咖啡调制与鉴赏》，与上海高艺培训学校、上海凯达职业技

术学院合作开发了《西式面点师五级》、《西式面点师四级》、《西式面点师三级》

系列课程，做到了与企求需求的无缝对接。

2. 有较高水平的实验实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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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综合实训中心占地约 3000 平方，设有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批准的

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考点，实现了常规理化检测、常规微生物检测、食品安全理

化检测、致病微生物检测的技能鉴定考试，成为全国少数几家具备食品检验技能

鉴定的高校。拥有包括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高效液相、原子吸收

光度计、原子荧光光谱仪、冷冻干燥机、致病菌检验无菌室、食品营养学仿真实

验室等高端仪器设备与实验室在内的实训教学设施，目前有用于教学的大型实验

室 13 间及若干辅助实验准备室，以及 1条烘焙食品加工小型生产线。

3. 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科研水平高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本专业拥有专任教师 22 名，其中教授 3 名，副教授 3 名，高师技师 1名，

博士 3 名，在读博士 1 名。双师型教师达到 86.67%，教师中有西式面点师高级

技师、考评员 1名，化学检验工高级考评员 1名，高级西式面点师 3名，高级食

品检验工 5名，公共营养师 3名。

近五年，教师科研成果显著，有 3名教师成为上海市“晨光计划”学者，有

2名教师入选上海市优秀青年资助计划，成功申报省部级项目 3项，参与国家级

项目 2项，教师发表论文其中 SCI 论文 3篇，EI 论文 1篇，中文核心期刊 20 篇，

专利 2项。

2名教师被聘为上海市高职高专医药健康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食品

微生物教学团队入围 2018 年上海市级优秀教学团队答辩。目前有上海市金山区

职业教育集团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1个。

4. 初步形成了校企合作的有效运行机制

近几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2018 届毕业生中就业签约率排名全校第一。

2019 年毕业生全部安排到校企合作企业进行 6 个月以上的专业对口顶岗实习，

受到多家企业良好评价。目前，食品学院已与上海市质量检验监督检验技术研究

院、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英格尔检测认证集团、上海嘉里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津味（上海）餐饮有限公司（85°C）、上海邦成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万诚食品有限公司、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有限

公司、上海华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禾煜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山崎食品有限

公司等建立了良好校企合作关系或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目前设立的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 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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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顶岗实习已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包含校企合作企业入校宣讲，企业

提供顶岗实习岗位，学生填报顶岗实习志愿，面试互选与委派，指导老师走访巡

视，顶岗实习报告指导，择业就业辅导与推荐，就业回访与监督等一整完整流程。

用人单位对于本专业的学生理论知识、职业操作技能、职业综合素养认可度较高，

普遍觉得学生的适应期短，能快速地融入工作模式。

5. 强化了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训练，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强化了学生考证与顶岗实习环节，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为 100%。其中：（1）

对接西点师、咖啡师等职业技能岗位标准，2015-2019 年，高级西式面点师通过

率高达 98%，学生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西式面点师“技师”资格证书。（2）食品

检验员考试实行“双证融通”模式，考证通过率 95%以上，；（3）由上海市民办

高校重点科研项目资助，建成“食品加工综合性创业实训平台”，以创业促就业；

（4）以赛促学，每年举办“中侨杯”西点技能大赛，提升学生技能；（5）“西点

社”作为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学生社团”，定期联合其他学院开展系列

活动，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二）专业发展瓶颈与不足

1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

虽然已经与金山部分企业细化深化了合作机制，例如学生顶岗实习、研发项

目、教师企业实践的相关制度的确立等等，但缺乏相关资金进一步提高企业积极

性，缺乏有效法规制度支撑保障，所以，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产学

研结合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

2 教师技能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本专业教师学历都为硕士学历以上，青年教师居多，虽然引进了有着丰富企

业实践经验的人才，但大部分为本硕教育系统培养成材，对于职业技能能力需进

一步提高，虽然每年都要求教师进行继续教育，鼓励教师企业实践，聘请权威机

构来校培训等等，但这部分的监管、考核、奖励制度有待完善。

二、专业建设指导思想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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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岗位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一切教育的前提是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结

合现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的优点，避免其缺点部分的引入，着重进行

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系统性设计课程，达到职业能力分析结论所需要

的要求。

（二）建设思路

以提高双师素质和优化双师结构为抓手，在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本科专业

师资队伍建设的引领下，带动专业群内其它各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吸收运用重

点建设专业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带动专业群内专任教师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

聘请食品行业企业的专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师。根据专业群教学

需要，整合专业群相关专业专兼职教师资源，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打造一支具有

先进职教理念、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双师型”专业群教学团队。

实施“师德”与“师风”并举、“双师”与“骨干”并重、“带头”与“领军”

并进以及“兼职”与“专任”并行计划，培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内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院级教学名师、师德标兵；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或技术大师担任兼职专

业带头人，建设一支素质优秀、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学团队，选派骨干教师

参加上级党组织安排的研修学习，安排年轻管理骨干赴市内外兄弟院校或知名大

中型企业挂职锻炼。

三、专业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

1. 发挥龙头优势，促进专业群建设与发展

面向食品行业和金山区区域经济，以食品质量与安全职业本科专业建设为龙

头，带动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相关高职专业建设，形成适合食品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需要、富有鲜明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专业群。

2. 实现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深化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制度体系建设，完善校政行企合

作长效运行机制，可在校外建设食品科技园作为“教学工厂”。合理利用校外实

训资源，将部分课程的实训与企业实践内容相结合，做到“毕业即就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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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零距离接轨。与企业实现四个共建，即共建实训基地、共

建师资队伍、共建培养过程、共建教学课堂。

3. 加强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1）面向行业企业、农村、社区和学校， 提供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继续

教育和学历教育；（2）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3）

对口支援西部及省内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对口交流教学和管理骨干，培训对口

支援中职院校以及西部地区高职院校教师；（4）发展公益活动，开启“暑期爱心

班”，“食品安全走进社会”，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普及食品安全文化，提高人民

群众食品安全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突出工匠精神培育，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掌握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营养与食品卫生、食品分析以及食品

质量安全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技术和方法，具备较强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能够在食品、农产品和餐饮的生产、流通企业，食品农产品第三方

检测机构，监督管理部门和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分

析检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质量认证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目前中专生、高职生专业知识积累不够，新产品新方法分析能力不足，难以

满足当前国家和社会的要求。普通本科生，理论知识扎实，但确少系统的检验技

术训练，技能水平较差，无法快速从事食品检验工作，需要经过再培训。对于企

业来说，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较强的仪器设备操作技能的高职学生、职业本科

生才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员工。但这方面的毕业生相对缺少。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该模

式很好体现了校企合作要求，也具有较好的操作性，但相对缺乏系统设计和较为

明晰的操作指向，工学结合的载体设计和行动路径都不够具体和规范。经过深入

学习，反复研讨，在原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构建人才培养模式。

在培养方案制定与教学计划充置中，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摘要：（1）我院邀请多位企业高管共同研究制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2）本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性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 53.08%；（3）“坚持知行合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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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设置顶岗实习时间为 25 周，6 个月以上；实训时间 41

周，一年以上；（4）在原已有食品检验员技能鉴定站点的基础上，申报了“粮农

食品安全评价”“1+X”证书，规定了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考取粮农食品

安全评价高级证书以及选考取另外 2个职业资格证书。（5）已逐步开展“分散订

单式”改革，与企业无缝对接，保障学生高质量就业。（6）有进行“双证融通”

课程开发与教学的丰富经验，已将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双证融通”课程融入培养

计划；（7）制定了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课程建设标准；（8）

大四开设食品生产企业现场品质控制、食品产品检测、食品流通安全监管 3门校

企合作课程。

五、师资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

具有 1-2 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建立以 30-50 岁的优秀中青年为骨干的教师

队伍，高级职称教师分配合理；本专业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90%以上，教师教

学能力与企业服务能力有明显提升。

建设措施：

重点实施双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每位教师在建设

期内“顶岗一个企业、结成一个对子、带好一批学生、取得一项证书、举办一期

培训、解决一个难题”。

在现有的校外实习基地中，本专业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90%以上。引进优

秀企业人才，欢迎企业导师来校任教，邀请行业资深专家来校任教。

充分利用好食品技术研究所平台，开展企业横向课题服务，通过项目带动教

师能力提高。

六、课程与教材建设

强化基础化学、分析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微生物学等专业

基础课程建设，着重对课程标准进行制定，聘请校外专家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

使期契合职业本科学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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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食品工艺学、食品营养学、食品分析、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学、食品微

生物检测、食品质量检验技术、食品标准与法规、食品质量管理与控制、食品市

场准入与认证等专业核心课程与职业资格证书和校企合作第三方认证参与相融

合，强调课程实用性。将其中 3-5 门课程建成校企合作课程，聘请企业导师参与

教学、学生考核。将其中食品微生物检测、食品质量检验技术、食品质量管理与

控制等 3门课程建成 1+X 证书融合课程，通过考证来鉴定学生的实际效果。

精品课程建设以现有基础进行谋划，拟将食品微生物学建成市级精品课程，

将食品化学、食品市场准入与认证建立校级精品课程。

教材建设围绕职业化本科对知识与能力的要求进行。一方面，将现有由本学

院老师主编的食品添加剂、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市场准入与认证改编成适应于职

业本科的教材；另一方面，为了突出课程与考证融通的思想，前期先为食品微生

物检测、食品质量检验技术、食品质量管理与控制课程编写讲义，然后，通过

2-3 年，编写成为出版教材。

七、实践性教学环节

校内实验室建设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以专业群内各专业的岗位通用技能与专门技能训练为基

础，整合重点专业与专业群内其它专业的实践教学资源，分类组建实训中心或实

训室，在教学、社会服务过程中实现统筹管理，专业群内各专业资源共享。

目前烘焙与饮品实训中心已建有小型焙烤食品生产线一条，专业烘焙与饮品

实验室一间，将购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满足课程的实践教学、学期综合项目等技

能训练及西式面点师、经典咖啡师、花式咖啡师等技能培训与鉴定的需要。

校外基地建设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学院积极探索职业技术教育规律，开辟

了一些校企合作途径，目前已与上海、江苏等地近 30 家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在今后将继续加强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真正形成互利共赢、深度合作的

体制与机制，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结合工作。校内实训基地运行机制改革有待进一

步深化。校内实训基地的“生产性、共享型、开放式”功能将进一步强化，校企

合作共建“校中厂”的新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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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学院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和特色优势，重点建设科技创新与应

用技术服务、现代食品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与校际合作交流拓展、区域食品安

全文化宣教等 4个服务平台，不断拓展社会服务功能；面向行业企业、农村、社

区和学校， 提供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与行业企业合作

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

食品安全教育，普及食品安全文化，提高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关注市场需求，开拓技术培训与服务市场；整合技术培训与服务资源，组

织实施相关技术培训与服务工作；组织专业教师与企业联合申报课题、开展横向

课题研究、进行技术开发和技术难题攻关；指导有关部门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和对

口支援等工作。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提升专业服务行业企业能力。

八、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

教学研究

在教学研究中，以就业为导向，以人才市场需求为中心，积极主动地研究人

才需求的新特点，调整专业结构，调整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通过合理的教学内

容安排、科学的教学方法实践和先进的教学手段应用来培养高素质、能力强的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人才。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和谐统一；在教

学方法上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为目的，充分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并重，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力求具有鲜明的教学

特点和显著的教学效果。要建设好融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技术研发和职

业素质训导五位一体的食品加工综合实训中心；深化课程改革，构建以任务为导

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社会化考证行业认证为主的专业考评考核体系和以用人

单位反馈为主的能力素质考评体系；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快教材和

实践教学讲义及网络建设的一体化建设步伐，建立起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公共

服务平台和学生自主学习网络平台；进一步强化“双师型”队伍建设，提高师资

水平。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构建包括基本素质平台、公共技术平台、专业方

向平台、专业拓展平台和专业技能平台五大平台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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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体系交叉渗透，相辅相成，每一个体系又由若干模块组成。基本素质平台由

文化素质基础模块和信息工具模块组成；公共技术平台由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

学相关知识模块组成；专业方向平台由食品质量检测、食品安全管理专业模块组

成；专业拓展平台由专业拓宽模块和创新创业模块组成；专业技能平台由基本技

能实训模块、专业技能实训模块、综合技能实训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包括若干必

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这些课程能够涵盖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要求的所有知识和技能。

根据培养目标和职业技能鉴定考核的要求，围绕“一专多能、一生多证”，

建立以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实训三大模块为主线的相对独立的实践教

学体系。每个模块包括若干实训课程，并配有实训大纲，每门实训课程由若干独

立的基本训练单元组成。

建设措施

将教学研究纳入教学年终考核。重点实施双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学院师资

队伍建设,要求每位教师在建设期内“顶岗一个企业、结成一个对子、带好一批

学生、取得一项证书、举办一期培训、解决一个难题”。

实施“师德”与“师风”并举、“双师”与“骨干”并重、“带头”与“领军”

并进以及“兼职”与“专任”并行计划，培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内专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院级教学名师、师德标兵；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或技术大师担任兼职专

业带头人，建设一支素质优秀、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学团队，选派骨干教师

参加上级党组织安排的研修学习，安排年轻管理骨干赴市内外兄弟院校或知名大

中型企业挂职锻炼。

九、其他说明

为满足国家和上海市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的需求，按照《上海教育现

代化 2035》和《上海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等相关文件

精神，根据《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本科）5年发展规划》，做好食品质量与

安全专业规划，构建整体职教观视域下的“工学交替”实践环境，将工匠精神、

思政等职业素养融入环境，营造职业化实训环境，建设与学校办学定位和理念相

吻合的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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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工作职责

一、教务行政管理

1. 负责专业、课程建设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全校专业建设规

划、专业结构调整方案；拟订并组织实施全校课程建设规划和重点、

精品课程的申报、评估检查与验收。

2. 负责人才培养计划管理。组织制（修）订人才培养计划和各

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督导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实施。

3. 负责教学质量管理。研究教学现状，制（修）订教学质量标

准体系、监控体系、考评体系和保证体系。组织实施各类教学检查评

估、教学竞赛、评优、试卷抽查、题库建设等。

4. 负责教学运行管理。依照人才培养计划下达教学任务，搞好

课程安排和教学调度。

5. 负责各类教学规章制度建设。拟订各类教学管理文件，严格

执行和督导检查。

二、实践教学管理

1. 负责实践教学管理。组织制（修）订实验、实习、实训、毕

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计划、大纲等各类基本文件，组织协调实

践教学运行，负责实践教学质量监控。

2. 负责全校实践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学科专业发展规划，

审核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配置计划。

三、考试与学籍管理

1. 负责校内外各级各类考试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工作。

2. 负责在校生的学籍管理以及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发放工作。

3. 负责考试改革研究、学籍制度建设。

四、教材建设与管理

1. 负责教材征订、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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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学生教材费用的结算。

3. 负责自编教材含教辅材料的立项申报、审批出版等工作及教

材建设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4. 教材研究与教材管理制度建设。

五、其他工作

1. 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

2. 教务文书、档案工作。

3. 配合人事处实施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4. 在校长和分管教学副校长领导下，根据上级教学行政部门的

指示及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教学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

5. 协助学校分管领导做好教学业务经费预算工作。制定教师教

学工作量计算方案。

6. 组织召开学校教学工作会议，部署安排教学工作，讨论教学

工作有关问题。召开各类教学座谈会，了解收集对教学建设管理的意

见与建议。

7. 及时汇报教学工作有关问题，提出有关建议，供学校领导决

策。

8. 完成上级部门和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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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规范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

明确教师在各教学环节中的职责和工作规范，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确保

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使教学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

化和制度化，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订本工作规范。

一、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第一条 任课教师应拥护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

业，严于律己，遵纪守法，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积极承担教学任务，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履行教师职责，热情关心学生，

严格要求学生，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

第二条 认真学习高等教育理论，努力掌握高职教育教学规律，积极

参与教学改革，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积累和总结教学经验，努力提高教学

质量。

第三条 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了解相关产

业的发展情况、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动向，在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培养。

第四条 在教学工作中坚持讲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同时要求学生

讲普通话，使用规范汉字。

二、教学环节中的规范

（一）备课

第五条 任课教师应认真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教学）计划，明确本课

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处理本课程与先修课程、平行课程和

后继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认真研究课程教学大纲，掌握教学内容和要求

和教学大纲。

第六条 认真选用教材、钻研教材，掌握教材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

体系；准确理解和掌握有关理论、概念，明确各章节的重点、难点，努力

保证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第七条 提前制订课程授课计划，合理分配课程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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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学时；认真编制课程教案，对教学过程进行科学合理设计。

第八条 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制作教学模型、图表，应用多媒体技

术，充分做好实践教学的准备工作， 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课堂讲授

第九条 任课教师进入课堂要服装整洁，注重仪容仪表；上课要讲普

通话，使用规范汉字，语言表达要准确、易懂。

第十条 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和授课计划的进度上课，不得随意变

动。

第十一条 讲课要根据高职教育特点，全面把握本课程的深度和广度，

贯彻少而精、因材施教原则，抓准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疑点。

第十二条 在保证达到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根据需要讲授最新专

业观点，以开扩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辨别正确或错误的能力。

第十三条 任课教师要重视课堂讲授的艺术性，积极改革传统教学方

法，在努力讲好课的同时，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十四条 重视教学效果信息反馈，及时听取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意见、

要求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讲课进度，改进讲授方法，力求教与

学两个方面的协调一致。

（三）课堂讨论

第十五条 课堂讨论要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应事先拟定讨论提

纲，安排好实施步骤；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把握好讨论的方向，积极启

发、引导学生，使讨论始终围绕论题中心深入开展；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

思考和论辩表达能力；课堂讨论结束后应做好小结。

（四）辅导答疑

第十六条 任课教师应认真准备，做好课程辅导答疑工作，辅导答疑

以个别进行为主；辅导答疑可以专门安排时间、地点开展，也可通过网络

等现代化手段进行。

第十七条 任课教师要帮助学生解决疑难课程问题，启发学生思考。

对基础较差、学习方法不当等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予重点辅导帮助，学

生改进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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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业

第十八条 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要求，必须布置适量作业（含练习

题、思考题、讨论题等），并确定作业内容、次数及交作业的时间。

第十九条 应按时足量、认真细致批改作业，指出优点与错误之处；

应严格要求学生认真、独立完成作业，对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要批评

教育；对潦草、马虎、不符合要求的作业，应退回重做。

第二十条 对学生完成作业的数量和质量要作书面记录，并按预先告

知学生作业的完成质量作为课程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按一定比例计入课程

综合评定成绩。

第二十一条 对迟交作业的学生要酌情扣分，对缺交和抄袭作业的学

生应及时批评教育；抄袭和（或）缺交作业累计达该课程全学期作业总次

数的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学生，不得参加本课程的考核。

（六）课程实验实训

第二十二条 任课教师应严格按照实验实训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

教学，不得随意更改实验实训项目或内容。

第二十三条 要提前认真做好实验实训课程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四条 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前，教师要简明、扼要地讲清目的、

内容、要求、仪器设备性能、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等；在操作过程中，教

师要对学生实验情况进行观察，随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操作，解答出现的

实验现象和疑难问题，注意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加强培养学生正确使用仪器设备的能力，观察、测量、记载、处理实

验数据以及分析实验实训结果、撰写实验实训报告的能力。

第二十五条 要重视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加强对学生实际动

手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要积极开设一些综合型和设计型的实验实训项

目。

第二十六条 根据学生的操作技能、实验实训报告质量以及考勤情况，

综合评定学生实践课程成绩；在课程教学中占据部分学时的实践教学成绩，

应按预先告知学生的一定比例，作为课程成绩的一部分计入课程综合评定

成绩。

（七）独立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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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指导教师应切实执行学校有关实习实训教学工作的规定，

按照专业培养（教学）计划和实习实训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编写出实习实

训指导书，对实习实训教学的目的、内容、要求、时间安排、注意事项等

应作出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取消、减少或变更实习实训环节；实习实训前

要选择好实习实训场所，或提前到校外实习实训单位了解、掌握情况，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十八条 实习实训应以学生独立操作为主，指导教师示范演示、

讲解为辅；要严格执行实习实训课程教学大纲，严格管理；要关心学生的

生活、注意保证学生的安全。

第二十九条 实习实训结束后，学生本人、指导教师、学院（专业）

实习实训指导小组都要认真进行书面总结，做好交流工作；指导教师应会

同实习实训单位做好学生实习实训鉴定，并按有关规定，综合评定学生实

习实训课程的成绩。

（八）课程设计、课程小论文

第三十条 应根据专业培养（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对课程设计、

课程小论文的要求，选定课程设计、课程小论文的范围，并提前告知学生。

第三十一条 应按照课程授课计划的进度，检查学生课程设计、课程

小论文的进展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指导纠正。

第三十二条 课程设计、课程小论文完成后，应组织答辩、交流，并

按有关规定进行课程设计、课程小论文的成绩评定工作。

（九）毕业实践（综合训练）报告（含设计、论文，下同）

第三十三条 毕业实践（综合训练）报告的指导工作原则上应由具有

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教师担任。

第三十四条 报告的选题要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贯彻

理论联系的原则，尽可能结合指导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适当兼顾学生

的实际能力和兴趣所在，以保证学生经过努力可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

第三十五条 指导教师应要求每个学生阅读必要的中文、外文参考资

料。

第三十六条 指导教师应在报告（设计、论文）选题、资料阅读、试

验设计、观察记载、数据处理、资料整理、文字撰写等方面切实加以指导，



17

通过定期检查、质疑、答疑等方式，全面掌握学生毕业实践（综合训练）

报告的进程，要特别注意加强学生严格科学态度和严谨治学作风，以及使

用规范汉字的培养，杜绝抄袭、代做等不良倾向。

第三十七条 学生完成初稿后，指导教师应认真指导学生进行修改。

报告完稿后，应指导学生做好答辩、交流准备，组织部分学生试讲，并对

所指导的毕业实践（综合训练）报告写出一定字数的评语。

（十）课程考核

第三十八条 凡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每一门课程（包括公共基础

课程、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专业技能课程）都必须进行课程考核。课程

分为考试课程和考查课程两种。课程的成绩按照规定的综合评定办法确定。

任课（指导）教师要认真按照有关规定，掌控学生进行课程学习的全过程，

填写《课程考勤、记分表》；要规定标准和按照时限要求，完成好与课程考

核相关各环节的工作，做好试卷命题（含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辅导答疑、

阅卷、成绩记载，填报《课程教学质量分析表》、，提交《课程成绩登记表》

等工作。

三、教学纪律规范

第三十九条 教师应遵守下列有关规定：

1. 不得在课堂教学或其它教学活动中散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以

及其它错误的思想和观点，不得进行违反社会公德的宣传活动。

2. 坚守教学岗位，不得随意调课、停课或自行找人代课。特殊情况必

须离岗者，要事先按规定申请批准，并做好安排。

3. 按时上、下课，不得迟到、早退、上课期间不得吸烟，不得打开个

人通讯工具。

4. 对学生既要关心爱护，又要严格要求，准确做好学生考勤记载，认

真、坚决、公平、公正地执行学籍管理规定的相关条款。

第四十条 遵守教师的下列请假制度：

1. 承担教学任务期间，如确需请假，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由所在学

院（部）主管院长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备案。

2. 任课教师因获准请假而影响的教学内容，必须安排适当时间补课。

3. 担任教学辅助任务的教师请假，必须按照校规办理请假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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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的奖励与处分

第四十一条 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教育事业，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治学严谨，教学认真，教学水平较高，教学效果良好，学年教学工作

量饱满，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经本人申报，学院（部）推荐，院教学

工作委员会评议，学校批准后，应给予奖励：

1. 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材建设、教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等方面

努力探索，勇于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

2. 重点教改或课程建设项目的负责人或主要成员，项目经学校验收或

通过鉴定合格；

3. 在教学质量考核中成绩突出；

4. 研制成功较高水平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开出新的有一定水平的实

验，对培养学生能力有显著的作用；

5.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各类竞赛，获得奖项；

6. 在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工作中取得明显成效；

对获得优秀教学奖或教学成果奖的教师，在学年考核、奖金分配和职

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第四十二条 凡教师被认定为教学事故的责任人时，一律按照学校《关

于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的规定（试行）》执行。

第四十三条 经教学检查、教学质量测评、学生与同行教师反映后确

认教学效果差的任课教师，应责令其改进；经两次教学检查、教学质量测

评，均确认教学效果差的，将不再继续聘任其担任该课程的教学工作。

五、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四十五条 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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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条例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高等教育法》，转变观念，勇于创新，深化我校教学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根据科学规范、分级管理、精简高效、统一协调的原

则，实现教学管理工作重心向学校下移的校、院两级教学管理模式。

二、基本内容与任务

（一）教学管理的基本内容：培养计划管理，教学运行管理（含教材

管理），学籍与成绩管理，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教学基本建设与改革以及

教学文档管理等。

（二）教学管理的基本任务：研究教学管理规律，改进教学管理工作，

提高教学管理水平；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状况；研究并组织实施教

学改革；努力调动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积极性，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

效益。

三、教学管理组织统

（一）董事会决定学校建设总体目标，确定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规划。

由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政策、培养模式、重大改

革举措以及各级教学与教学管理目标。

（二）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分管教学的校长主持经常性工

作。校长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统一调动学校各种教学资源支持教

学工作，统一管理教学工作进程及基本信息，实现各项教学管理目标。

（三）校院两级建立教学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成员由直接从事教学工

作、有丰富教学工作经验的副高级或以上职称的教师和懂得教学工作、有

管理专长的副高级或以上职称的教学管理人员组成。教学委员会是教学管

理工作的研究、咨询和监督机构，其主要职责有：为专业发展和建设规划、

教学管理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并定期向校长办公会议汇报；审议教学改革

和教学基本建设项目；评审教学成果；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发挥其监督作用。

（四）教务处是校长领导下管理全校教学工作的职能机构，是全校教

学管理的中枢。教务处的职责是组织与协调全校的教学工作，引领全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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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与教学基本建设。根据我校的实际，教务处除设处长、副处长以

外，设置教务管理、学籍管理、教学质量管理、教学研究管理和实践教学

管理五大块。

（五）学院（部）是学校教学管理的支柱和基础，是教学管理的第一

线。学院（部）党政一把手是教学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学院（部）分管教

学副院长是具体负责教学管理。

（六）学院（部）办公室是对本学院（部）各项行政工作实施管理的

综合办事机构，并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纽带作用。学院（部）设置

教学秘书岗位。教学秘书在教学院长领导下，开展日常教学行政管理，进

行教学状态与质量的经常性调查与汇总。根据学生人数，学生 1000 人以下

的学院设教学秘书 1 人，1000～1500 人的学院可设专职教学秘书和兼职秘

书共 2 人，1500 人以上的学院可设专职教学秘书 2 人。

（七）（教研室）是按学科、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教学基层组织。规模较

大的（教研室）可按方向设立若干教研组。

四、教学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校级教学管理的主要职能

1.贯彻落实学校教学与管理改革的规划和意见，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2.审定重大教学改革方案和教学基本建设项目，组织各种教学工作计

划的制订与执行；

3.制订全校性的教学管理制度与规定；

4.统筹教务行政工作，提供基本的教学条件，维护正常稳定的教学秩

序；

5.对教学过程的实施进行调控；

6.组织对学院（部）、专业及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

7.负责全校性教学信息的收集与管理工作；

8.制定教学业务费的使用原则并下达教学业务费。

（二）学院（部）级教学管理的主要职能

1．贯彻学校有关教学方面的政策、制度和规定；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制

订本单位教学改革及发展计划，拟定并实施本单位教学基本建设与改革方

案。

2.根据学校要求，组织制订和修订本学院（部）所办专业的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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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开课计划，师资培养规划，现代化教学技术以及实验室建设规划；

3.审核下属专业拟订的课程教学大纲，批准使用专业（教研室）选定

或编写的教材；

4.聘任教师、落实教学任务、审核开课教师名单、督促检查教学活动

中各个环节，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

5.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改进教学工作，进行教学经验交流，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

6.检查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和教书育人情况，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

保持良好的教学状态；

7.进行教学信息和资料的收集、加工、传输和贮存；

8.分配和合理使用教学业务费。

（三）（教研室）的主要职能：

1.在学院（部）的领导下具体制订和修订本所办专业的培养计划，具

体制订和修订与各专业相适应的课程教学大纲；

2.选聘兼职教师，给专、兼职教师分配教学任务，完成培养计划所规

定的课程及其它环节的教学任务；

3.检查教学进度和教学效果，对教师进行教学业务考核；

4.实施各项教学基本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校内外

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学风建设和教学团队建设）；

5.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实施课程体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的改革；开展科学研究和组织学术活动；

6.组织师资的培养提高及提出补充、调整的建议；

7.用好学院（部）下达的教学业务费。

五、培养计划管理

培养计划是学校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文件，是组织教学过

程、安排教学任务、确定教学编制的基本依据。

培养计划的制订程序及分工：

（一）学校通过了解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学习、领会上级相关文件及规定，确立具有本校特点的人才业务培养目标

和业务培养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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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务处提出学校制订培养计划的实施意见及要求，经学校教学

委员会审议后发至全校执行。

（三）各学院（部）广泛调查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对人才的

要求，论证专业培养目标和业务范围，依据教务处制定培养计划的实施意

见，主持制定培养计划方案，经学院（部）教学委员会讨论审议后交学校

审定。

（四）教务处协调好全校性和多院（部）课程的开出方案后，汇总全

校各专业培养计划，提请学校教学委员会审议，主管校长审定签字后下发

执行。

（五）培养计划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根据需要也可适当地进行调整

和修订。调整和修订工作由教务处组织进行。

（六）培养计划一经确定，必须认真组织实施。

（七）教学大纲的制订。教学大纲是具体进行教学活动的纲领性文件，

其内容主要包括本课程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基本要求、实践教学环节要求、

学时分配及必要的说明等。

教学大纲的制订有两种形式：

1.经校同意，直接使用国家教育部组织制订或推荐的教学大纲；

2.根据教务处提出的制（修）订教学大纲原则意见，各（教研室）负

责编写，学院（部）负责审定。每门课程均应有教学大纲。教师必须根据

教学大纲开展各项教学活动。

六、教学运行管理

教学运行管理是按培养计划实施对教学活动的最核心、最重要的管理。

它包括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相互配合的教学过程的组织管理

和以校、学院（部）教学管理部门为主体进行的教学行政管理。其基本点

是全校协同，上下协调，严格执行教学规范和各项制度，保持教学工作稳

定运行，保证教学质量。

（一）课堂教学环节的组织管理

课堂授课是教学的基本形式，具体组织管理主要由学院（部）和（教

研室）负责；

1.教务处根据培养计划，提前将下一学期教学任务下达到各学院（部）；

2.各学院（部）负责教学任务的落实，各（教研室）根据需要聘请教



23

师并报学院（部）审核；

3.课程的排课主要由教务处负责；面向学校内学生开出的专业课等可

由各学院（部）提出课程教学安排和运行的建议；

4.各（教研室）要组织任课教师认真研讨教学大纲，选用与大纲相适

应的教材及教学参考书，编制教学日历和教案，开展教学观摩活动；

5.各（教研室）要组织任课教师研究与改进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学

习方法、思维方法的训练和学习能力、创新精神的训练；

6.各（教研室）要积极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等现代教育

技术的应用，扩大课堂教学信息量，提高教学效益。

（二）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组织管理

实践性教学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学环节。学校负责实践

教学运行的检查与督促，负责以下组织管理工作：

1.指导各专业构建符合各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教学体；

2.组织协调本院（部）的实验实训实习教学任务；

3.建立保证完成各类实习和社会实践任务的相对稳定的校内外实践基

地

（三）各（教研室）负责以下组织管理工作：

1.为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制定教学大纲和计划；

2.配合实验中心安排实践教学环节指导教师；

3.从培养学生能力、开发创新思维出发积极开展实验内容的改革，增

加设计性、实践性实验的比例，逐步做到每个专业至少有一个大型的综合

性实验；

4.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出发，加强实践技能的训练，将实践性教学环

节的内容与取得岗位资格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日常教学管理

各学院（部）要严格执行教务处制定的教学安排表、课程表、考试日

程表，保证全校教学秩序稳定。对本学院（部）的教学状况进行经常性检

查。对调、停、补课申请要严格审批，并按月汇总调、停、补课情况送教

务处备案。教务处及教学督导要对教学状况进行抽查。

（五）考核的组织与管理。

各级教学组织要严格执行学校制定的考核制度；学院（部）在考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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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本单位开设课程的监考名单；（教研室）考后要组织教师进行试题和试

卷分析，做好考核及授课工作小结。

（六）成绩和学籍管理

1.各学院（部）负责督促任课教师按规定时间提交学生成绩（含网上

成绩）和原始成绩单，原始成绩单存档；

2.根据学籍管理办法，各学院（部）提出拟变动学籍的学生名单和处

理意见；

3.教务处负责全校学生成绩的汇总；

4.教务处根据学籍管理办法，审核各学院（部）提出拟变动学籍的学

生名单，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并发文执行；

5.教务处负责全校学生的学籍、学历与证书管理。

（七）教学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各学院（部）在规定时间内将下学期开设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

和开课教师的个人信息上网，供学生选课时参考。

（八）课外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

学院（部）、（教研室）要采用多种形式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类型、各种

层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活动，把课内和课外、集中和分散安排结合起

来，选派有经验的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在此基础上，组织各种层次的学

科竞赛和技能竞赛。

七、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

（一）教学工作评价

1.学校要对各学院（部）教学与教学管理工作进行随机和专项的检查

与评价，以及年度学院（部）级教学工作评价。

2.各学院（部）负责对下属（教研室）和实验室进行评估考核。

（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学生评价，校学院（部）领导及督导室

（组）评价，（教研室、实验室）同行评价。教务处负责评价标准和办法的

制定，全校性学生评教工作；各学院（部）要开展学院（部）领导及督导

组评价，以及同行评价，并协助教务处组织好学生评价。

（三）教学质量监控

1.教务处负责校级教学督导室和领导听课情况以及全校性教学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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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并将有关问题及时反馈给各。

2.各学院（部）负责教学督导组和院内听课情况汇总，并及时解决教

学中发现的问题。

八、教学基本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

1.学校负责学科和专业建设的规划、检查和评估；

2.各学院（部）根据学科和社会发展，适时进行专业、专业方向、培

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调整，组织专业具体实施专业建设。

（二）课程建设

1.教务处负责校级重点建设课程的规划、课程建设的检查和评估。

2.各学院（部）要制定全院（部）课程建设的规划，并落实到具体（教

研室）或教学团队开展建设工作。

（三）教材建设

1.教务处制定全校教材建设的规划，开展教材建设的评估、检查、评

优，对自编教材的立项与使用组织审定。

2.各学院（部）组织开展具体的教材建设工作。

3.各学院（部）审核下属（教研室）提出的使用教材意见，报教务处

备案，送教材供应中心采购。教材供应中心应确保教材及时到位。

（四）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各学院（部）要努力开展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务处负责规划、

审批并提供经费、场地等条件保证。

校内实习基地的建设，要突破仅限于感性认识的旧模式，使之成为可

模拟工业、社会等环境，进行综合教育训练的课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同时

要改善实习条件，健全实习管理规章制度。建设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努力把实习与承担实习单位的实际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做到互利互惠，以

取得校外实习单位的支持。

（五）实验室建设

1.各学院（部）根据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需要，拟定实验室建设规划，

经专家论证后报学校审批，批准后组织实施；

2.各学院（部）协同实验室及资产管理处做好实验室的计划管理、技

术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和经费管理，提高投资效益，提高设备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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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负责实验室建设的评估检查。

（六）教学管理制度建设

1.教务处负责制定教学工作制度。包括：学籍学历证书管理、成绩考

核管理、排课与调课、教学档案保管和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及

奖惩制度、教学工作条例，以及学生守则、课堂守则、课外活动规则等学

生管理制度。

2.各学院（部）负责组织制订教学基本文件。包括：落实校教学工作

制度的学院（部）实施细则、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学期进程计划、教学

进度表、学期教学总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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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专业建设管理条例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科专业建设，促进学校本科教育的规模、质量、

效益与特色的协调发展，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

定》(教高(2012)9 号)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沪教委高(2013)39 号)的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章 本科专业设置

第二条 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基本原则为

(一) 主动适应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应知识创新、科技进

步以及学科发展需要；

(二) 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适应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

(三) 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要求，能够促进学校办出特色，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条 学院新设置的专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 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二) 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

(三) 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

(四) 有科学、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 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

员；

(六) 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备、

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

第四条 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学校鼓励和控制设置以

下专业：

(一) 鼓励设置的专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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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学校发展定位、彰显学校办学特色的专业

2. 能够支撑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业，

包括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以下简称《专业目

录》)的新专业；

3. 填补上海市空白的专业；

4. 经过调整或改造的传统专业。

(二) 控制设置的专业有：

1．毕业生签约率和就业率过低、招生调剂录取率过高的专业；

2．重复设置较多的专业；

3．与本校已设专业的师资队伍严重重复、课程设置严重相似的专业；

4．预警专业。

第五条 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每年集中进行一次，流程如下：

(一) 学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于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向教

务提交申报材料。

(二) 7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教务处组织专家论证，评议结果经学校学

委员会审定后，报校长办公会审批。

(三) 7 月 11 日至 7 月 24 日，申报材料学校网站公示。

(四) 7 月 25 日至 7 月 31 日，申报材料上传至教育部专门网站公示一

个月。

(五) 教育部于 11 月 30 日前予以批复。

第六条 现设专业连续五年不招生的，原则上按撤销专业处理。

第三章 本科专业的建设

第七条 学校充分尊重学院的办学自主权，专业建设以学院为主体，

学校以宏观调控为主，王要负责整体上把握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

学院要把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建设作为学院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把专业建设落到实处。

第八条 专业建设实行负责人制度，负责人由专业所在系的系主任担

任。专业建设负责人对院长负责，基本职责是：制定专业建设规划，全面

组织实施现有专业的建设；提出专业方向的调整建议；制定拟设(调)专业

的筹建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并配合学院进行申报工作。

第九条 专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培养定位和培养目标、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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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文件、教学队伍、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建设、

实验室与实习基地建设等。

第十条 专业建设要有所侧重，学校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制订

和调整专业建设发展规划。要加强重点、特色专业建设，逐步形成一批名

牌专业，保持学校整体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建设急需的应用型学科专

业。学校提倡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教育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建设新专

业。

第四章 本科专业的评估与管理

第十一条 学校成立专家组，根据人才需求、现有专业设置情况、学

校发展需要，对学校拟申报增设或调整的专业以及专业建设中的重大事项

进行评议，对专业设置与建设进行指导、检查与评估，为学校本科专业建

设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定期对各学院的本科专业进行随机性检查评估。

第十二条 学校将认真组织各专业参加上海市达标评估、选优评估及

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于评估达不到要求的专业，将视情况予以通

报、停止招生、限期整改、直至撤销专业。

(一) 对于人才需求量大、办学条件好、就业形势好，并通过上海市选

优评估或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在专业建设软硬件条件上给予

大力扶持，并适度扩大招生规模。

(二) 对于通过上海市达标评估，但存在一定问题的专业，学校将督促

其及时整改，并适当压缩招生规模或实行隔年招生。

(三) 对于办学条件差、学生就业困难，或未能通过上海市专业达标评

估的专业，经学校研究论证，可停止招生。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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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是在学校统一领导下，依据本章程，对全校

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指导、评议和决策的组织机构。

第二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的有关政策；本着“以

人为本”的观念，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对教学工作加强宏观指导、理论研

究及开展政策咨询；指导开展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三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1—2 人。主任由主管

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担任；副主任由主任推荐，校长办公会审定。

第四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每届任期 3年，根据工作需

要可调整或续聘。委员的条件是：学术水平较高，教学和管理经验丰富；

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整体和全局观念；身体健康，能履行

工作职责。

第五条 委员应包括各学院、部或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或教学负责人，

教学专家和教务处、督导室、发展研究中心等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委员因

工作岗位变换、退休或长期出国等原因，其所在学院或部门应及时提出替

补人选。该人选经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审核通过后，自动进入教学工作委

员会。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适应国家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出发，

依据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提出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就有关教

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与课程改革建设等作出决议或提出意见。

（二）根据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发展规划，讨论、审议或决定教学基

本建设（含专业发展与教学计划、教师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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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条件建设、实验教学基地建设、学风建设和

教学管理制度建设等）规划与评估方案，并对具体实施给予指导。

（三）规划、评审、审核、验收院级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四）评审、验收受学校资助课程、教学实验课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五）指导教务处对各学院、部或中心实施教学管理与监督工作。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七条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教学工作委员会设立以下工作制度：

（一）例会制度：教学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主

持下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研究教学方面的工作，评议受资助项目；听取

教务处的工作安排或总结汇报。如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因故不能主持，可

委托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

（二）临时会议制度：根据工作需要，教务处可临时召集教学工作委

员开会。教学工作委员会临时会议，到会委员人数达到三分之二（含）以

上即可举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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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

（讨论稿）

为深化我校教学改革，提高课程建设水平，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特成

立课程建设指导委员会。

一、宗旨

课程建设指导委员会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及进行教育教学

水平评估的工作机构。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认真探讨新时期高等教育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课程建设。

二、组织机构

课程建设指导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人，由分管教学副校长担任；副主

任 1人，由教务处处长担任；委员包括教务处副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各学院教学院长、基础教学部主任，委员的任期随其职务变动而调整；学

生代表 2名由团委推荐，校长聘任，任期为一年；教师代表 3 名、企业代

表与校外专家代表各 2名，均由教务处长推荐，校长聘任，任期为二年。

三、工作职责

1.制定学校有关课程建设的规划，制定（或修订）课程建设标准与评

价指标体系；

2.在分管副校长的领导下，协同教务处对学校的课程建设工作进行检

查、指导及评估验收；

3.全面、公正、科学地评价课程建设的质量，实事求是地分析课程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推动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4.负责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实践教学大纲标准；

5.制定课程建设规划；

6.负责制定课程设计、毕业论文标准及评价体系；

7.其它重大的教学、课程建设工作指导。

四、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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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学期召开 2-3 次全体会议。必要时，经主任委员提议可以召开临

时会议。

2.课程建设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主任主持，研究重大的问题。平时，

由教务处负责执行、监督与检查有关决定的实施。

本规定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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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

建设的意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国家事权，加强我校教材管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教材是指供我校使用的教学用书，以及作为教材内

容组成部分的教学材料（如教材的配套音视频资源、图册等）。

第三条所有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

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

创新成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

地，站稳中国立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在校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指导和统筹下，各二级学院对学校的

教材建设、教材选编、教材审核实行分级管理。

第五条 在学校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制定基本制度规范，负责

指导相关部门组参与国家统编教材等意识形态属性较强教材的编写、审核

和使用，指导各二级学院教材工作。

第六条 二级学院落实国家关于高校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指导和统

筹本学院教材工作，明确教材管理的人员，建立健全教材管理相应工作机

制，加强对选、编教材工作的检查监督。

第七条 我校成立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明确专

门工作部门，健全校内教材管理制度，负责教材规划、编写、审核、选用

等。我校党委对本校教材工作负总责。

第三章 教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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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我校教材实行校、学院、专业三级规划制度。各级规划应有效

衔接，各有侧重，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本、专科教学需要。

第九条 我校继续推进规划教材建设，采取编选结合方式，重点组织编

写和遴选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以及适应国家发展战略

需求的相关学科紧缺教材，组织建设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多种

介质综合运用、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

第四章 教材编写

第十条 教材编写依据教材建设规划以及学科专业或课程教学标准，服

务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教材编写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有机

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法治意识和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以及

生态文明教育，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理论范式和话

语体系，防范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的影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相

关学科教学和科研最新进展，反映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

新要求，全面准确阐述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学术

体系。选文篇目内容积极向上、导向正确，选文作者历史评价正面，有良

好的社会形象。

（三）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结构

严谨、逻辑性强、体系完备，能反映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及学

科专业特有的思维方式。体现创新性和学科特色，富有启发性，有利于激

发学习兴趣及创新潜能。

（四）编排科学合理，符合学术规范。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等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不得有民族、地域、性别、职业、年龄歧视等内容，不得有商

业广告或变相商业广告。

第十一条 教材编写人员应经所在学院党组织审核同意，并经学校教材

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公示。编写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36

（一）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坚定“四个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

没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学术功底扎实，学术水平高，学风严谨，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熟悉高等教育教学实际，了解人才培养规律。了解教材编写工

作，文字表达能力强。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新兴学科、紧缺专业可

适当放宽要求。

（三）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

（四）有足够时间和精力从事教材编写修订工作。

第十二条 教材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主持编写工作并负责统稿，

对教材总体质量负责，参编人员对所编写内容负责。专家学者个人编写的

教材，由编写者对教材质量负全责。主编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别并抵制各种错

误政治观点和思潮，自觉运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本学科有深入研究和较高造诣，或

是全国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在相关教材或学科教学方面取得有影响

的研究成果，熟悉教材编写工作，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

第十三条 我校教材须及时修订，根据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技术最

新突破、学术研究最新进展等，充实新的内容。建立教材周期修订制度，

原则上按学制周期修订。及时淘汰内容陈旧、缺乏特色或难以修订的教材。

第十四条 加强教材编写队伍建设，注重培养优秀编写人才；支持全国

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学术水平高且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教

学名师、优秀教师参加教材编写工作。加强与出版机构的协作，参与优秀

教材选题遴选。

第五章 教材审核

第十五条 我校教材实行分级分类审核，坚持凡编必审。我校审核本校

组织编写的教材。专家学者个人编写的教材由出版机构或所在单位组织专

家审核。建强工作队伍和专家队伍，在所编修教材正式送审前，以外聘专

家为主，进行专题自查，把好政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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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教材审核应严把政治关、学术关，促进教材质量提升。政治

把关要重点审核教材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学术把关要重点审核教材内

容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标准要有机融

入教材内容，不能简单化、“两张皮”；政治上有错误的教材不能通过；选

文篇目内容消极、导向不正确的，选文作者历史评价或社会形象负面的、

有重大争议的，必须更换；教材编写人员政治立场、价值观和品德作风有

问题的，必须更换。严格执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

第十七条 教材审核人员应包括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专家和一线教师等。

组织教材审核时，应有一定比例的校外专家参加。审核人员须具有较高的

政策理论水平、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客观公正，作风严谨，

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同意。充分发挥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学

会、行业组织专家的作用。实行教材编审分离制度，遵循回避原则。

第十八条 教材审核采用个人审读与会议审核相结合的方式，经过集体

充分讨论，形成书面审核意见，得出审核结论。审核结论分“通过”“重新

送审”和“不予通过”三种。除统编教材外，教材审核实行盲审制度。具

体审核程序由负责组织审核的机构制定。自然科学类教材可适当简化审核

流程。

第六章 教材选用

第十九条 教材选用遵循以下原则：

（一）凡选必审。选用教材必须经过审核。

（二）质量第一。优先选用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精品教材及获得省

部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

（三）适宜教学。符合本校本、专科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

大纲要求，符合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便于课堂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四）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肃选用纪律和程序，严禁

违规操作。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有问题的，内容陈旧、低水平重复、简单

拼凑的教材，不得选用。

第二十条 教材选用坚持集体决策。二级学院组织专家通读备选教材，

提出审读意见。召开审核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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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选用结果实行公示和备案制度。教材选用结果在本校进行

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审批并备案。校党委重点

对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选用进行政治把关。

第七章 支持保障

第二十二条 统筹利用现有政策和资金渠道支持高校教材建设。学校支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重点教材、国家规划教材、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的教材以及紧缺、薄弱领域的教材建设。我校将在教材编写、出版单位

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教材编写、审核、选用、研究和队伍建设、信息化建

设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教材建设是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内

容，纳入考核指标体系，纳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考核评估体系。

第二十四条 建立优秀教材编写激励保障机制，着力打造精品教材。教

材编审工作纳入所在单位工作量考核，作为职务评聘、评优评先、岗位晋

升的重要指标。

第八章 检查监督

第二十五条 我校将完善教材质量监控和评价机制，加强对本校教材工

作的检查监督。

第二十六条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教材须停止使用，视情节轻重和所

造成的影响，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教材内容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存在问题。

（二）教材内容出现严重科学性错误。

（三）教材所含链接内容存在问题，产生严重后果。

（四）盗版盗印教材。

（五）违规编写出版国家统编教材及其他公共基础必修课程教材。

（六）用不正当手段严重影响教材审核、选用工作。

（七）未按规定程序选用，选用未经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教材。

（八）在教材中擅自使用国家规划教材标识，或使用可能误导高校教

材选用的相似标识及表述，如标注主体或范围不明确的“规划教材”“示范

教材”等字样，或擅自标注“全国”“国家”等字样。

（九）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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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选用境外教材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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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材选用管理办法

（讨论稿）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教书育人的基本工具，

也是深入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为规范教材选用工作，

保证优质教材进课堂，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我校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的实际需要，特制定本办法。

一、 教材选用原则

(一) 教材的选用要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的要求，符合

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取材合适，富有启发性，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 选用的教材一方面要较好地体现本学科的内在科学逻辑，恰当反

映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外在联系，另一方面要反映本学科的新进展和新成

果。

(三) 教材选用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的原则，要优先选用国家及省部

级获奖优秀教材、国家规划教材、学校优秀教材、近三年出版的公认水平

较高的教材。如上述教材确实不符合我校实际情况，可采用自编教材代替。

(四) 使用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原则上应选择同一种教材版本；若由

于教学改革需要，须选用不同版本的教材，分别在不同的班级试点，必须

报教务处主管处长批准，严格控制；课程试点结束后，应写出教材试用情

况的书面总结报教务处；没有试点总结的试点教材，不允许再次进行试点。

(五) 为了保证教材的供应质量，培养计划中的所有课程教材由教务处

统一供应。任何教师个人和院(部)不得随意直接向学生发行教材和教学参

考书。

(六) 教材的选用必须符合教育层次和培养人才的要求，一般不得使用

低于本科教育层次的教材，特殊情况须经院(部)主管领导批准，报教务处

审核。

二、 教材选用的程序

(一) 教材选用由课程归口单位负责。系(教研室)主任或教学团队负责

人在征求任课教师的意见后提出建议，由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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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主管教学负责人签字，连同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意见报送教

务处，教材一经选定不得随意更改。

(二) 授课教师根据教材选用原则提出教材选用申请(包括一种首选教

材和两种备选教材)；院(部)要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按照课程计划和课程教

学大纲的要求，遵循学校规定的教材选用原则，对教师(或系、教研室)提

出的教材选用申请进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确定各门课程的教材选用计划

(包括首选教材和备选教材)。

(三) 教材选用计划一经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一般 2-3

年)，不得随意改动，更不得因任课教师变动而更换教材版本，确因课程计

划调整和教学内容更新，选用的教材不再适应课程教学需要时，须经院(部)

主管院长审批后，重新选用教材。

(四) 各门课程选定教材后，由教务处汇总各院(部)的教材订购信息提

供给校图书馆，并配合校图书馆做好教材订购工作。

(五) 每年教材的集中预订分春秋两次进行，各院(部)在规定时间内，

及时上报选用教材及教学资料申请，教务处汇总教材选用信息供学生选课

时确认选用教材。

三、 自编教材(讲义)

(一) 自编教材(讲义)系指未经出版社正式出版，我校教师自行编撰的

教材。有正式出版的类似教材，一般不再自编教材。如确因实际需要编写

的，必须经编者所属院(部)审批，并提出书面意见，确定使用对象、印数，

经院(部)负责人签字同意，报教务处核定后，将书稿提前 2 个月交教务处，

办理有关手续，组织印刷。

(二) 对于教学中所需的自编教材内容由编者所在院(部)把关。院(部)

组织有关专家审核，提出书面审核意见，按要求填写“校内自编教材印刷

申请表”后，将书稿连同审核意见在开课前 2 个月交教务处，由教务处按

统一规格交付印刷。

(三) 自编实验(实习)指导、补充讲义，经编者所属院(部)主管负责人

签字同意并确定使用对象和印数后，将书稿交教务处，由教务处组织印刷。

(四) 自编教材(讲义)、实验(实习)指导的书稿必须字迹清楚、排列有

序、插图规范，内容齐全。编者负责印刷前的审校工作，修改定稿，看清

样后，由编者签字付印。凡达不到要求的，不予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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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选用教材的管理

(一) 凡列入选用计划的教材，教师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换。必须更换的，

任课教师必须说明更改原因，经由院(部)和教务处逐级审批。由于教师不

负责任，更换教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教师个人承担。

(二) 校图书馆负责全校各级各类教材的征订、发行，为保证教材质量，

不允许教师个人直接向学生推销未经学校批准列入选用计划的教材，教务

处不得订购、推销包销教材。

五、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019 年 12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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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程

（讨论稿）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我校实践教学工作的指导，进一步提升大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学校成立实践教学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校

实践教学领导小组”）。

第二条 校实践教学领导小组为学校非编常设机构，在校教学委员会

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三条 校实践教学领导小组设组长 1 名，由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校

领导担任；副组长 2 名，分别由教务处和学工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由

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和部分实践教学基地负责人组成。校实践教学领导小组

办公室挂靠教务处。

第四条 校实践教学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一)负责制订全校实践教学规划及评估实践教学实施情况；

(二)指导国家级、省级、校级等各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包

括建设规划的制订、建设进程的监控、建设效果的评估；

(三)指导校实验、实习、毕业设计、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建设，包括

实践类课程建设、实践教学研究、实践基地建设等；

(四)指导国家及省级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项目的评审，指导开

展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活动；

(五)审定组织相关专业本科生参加学科竞赛，指导创新学分实施工作。

第五条 校实践教学领导小组成员应积极深入实践教学一线，定期开

展学习调研活动，掌握实践教学的动态，对实践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估，

对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工作提出有效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校实践教学领导小组成员应认真做好与实践教学基地的联系

和沟通工作，在人员培训、咨询服务、信息交流、技术转让等方面引导各

学院与相关实践基地开展积极的合作，争取获得合作单位对学校实践教学

工作的更大支持。

第七条 本规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规程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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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程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

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进行科学研究初步训练的重要教学环节。为进一步规范我校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不断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各本科专业。各学院应

根据本学院各专业特点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附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标

准。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三条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行在学校统一领导下的校、院、系(教

研室)三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教务处负责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协调教学资源的

配置，评价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组织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研究和优秀毕

业设计(论文)评选。

学院负责毕业设计(论文)的组织工作，学院应成立毕业设计(论文)工

作领导小组，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任组长，全面负责本学院所办专业的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系(教研室)成立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指导小组，系(教研室)主任担任

组长，在学院的组织下负责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遴选、课题审定、选

题、中期检查、答辩组织、资料归档等工作的具体落实。

第四条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一般在第七学期中期(五年制本科专业

在第八学期末)启动。选题、开题、阶段汇报、中期检查、答辩等各环节工

作应按规定要求完成。

第三章 指导教师

第五条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应由本校具有讲师(或中级)以上技

术职称的教师担任，助教或未通过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考核的教师不能

单独指导毕业设计(论文)，但可以协助指导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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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学校鼓励学院、专业积极聘请校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的专家或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单独或与校内教师联合指导毕业设

计(论文)。校外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应填写《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毕业

设计(论文)校外指导教师申报表》，由学院审核，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作为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第七条 指导教师的职责：

(一)坚持在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过程中教书育人，既进行业务指导，

又注重思想品德教育。

(二)把握好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度及质量要求，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三)重点加强对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着

重启发引导，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八条 指导教师的任务：

(一)选好毕业设计(论文)课题，下达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二)审定学生拟定的总体方案和工作计划，检查方案和工作计划的执

行情况，及时对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

(三)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阶段检查、中期评价及毕业论文

(或设计说明书)审核。要根据学生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设计(论文)质

量等写出评语，给出评分。

(四)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五)负责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材料的归档。

第四章 学生资格审查及选题

第九条 学院在开始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之前，应对学生参加毕

业设计(论文)的资格进行预审。根据《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学籍管理规

定》规定，毕业设计(论文)资格审核未通过者，不得参加毕业设计(论文)，

已参加者应终止其毕业设计(论文)资格。

第十条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工作由学院负责组织，系(教研室)负责

实施。为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一般不

超过 5 人。

第十一条 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应尽可能结合生产、科研和社会经济

发展、科学管理实际。毕业设计(论文)课题难度和工作量要适当，使学生

在规定时间内经过努力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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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由多名学生共同进行的毕业设计(论文)团队项目，每个学

生都要有明确的独立完成的部分。

第十三条 指导教师申报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后，交系(教研室)审定，

报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批准。

第五章 过程管理

第十四条 在毕业设计期间，学生应按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开题报

告、阶段汇报及审核、中期汇报及检查、毕业论文撰写等相关环节。指导

教师应督促、检查完成进度及效果。

第十五条 各学院要在毕业设计(论文)进行过程中，分三个阶段进行

教学检查：前期主要检查开题情况，包括指导教师是否到岗、课题条件是

否具备、学生是否有困难等；中期主要检查课题进展情况，包括课题进展

是否符合计划要求、教师指导是否到位等；后期主要检查毕业设计(论文)

完成情况，包括课题任务是否完成、完成部分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毕业

答辩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第十六条 学校将毕业设计(论文)过程监控作为教学质量监控的一项

重要内容，通过系统管理、督导巡查、中期检查等方式对毕业设计(论文)

进展过程进行监控，以保证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规范性。

第十七条 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由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

领导负责审批。相关系(教研室)应指定专人负责联系，定期检查，掌握进

度、要求，协调有关问题。

第六章 答辩

第十八条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应在学院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进行。毕

业答辩前一周，各学院应成立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主

任一般由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系(教研室)主任或聘请学术水平较高的

教师担任。各专业或系(教研室)成立若干答辩小组，组员人数一般为 3-5

人，选聘一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组长，可另设答辩小组秘书 1 人。

第十九条 学生应完成毕业设计(论文)课题规定的各项任务(含外文

资料翻译、调研小结或资料综述等)，否则不能参加答辩。

第二十条 答辩前，毕业设计(论文)首先要经指导教师审阅，通过后

由指导教师在填写评价意见，并对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及学生平时表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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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绩。

指导教师提交成绩和评价后，毕业设计(论文)材料由系(教研室)负责

人分配给评阅教师。评阅教师根据论文完成质量给出评阅意见和成绩。

评阅教师提交成绩和评价后，毕业设计(论文)材料送答辩小组。答辩

小组根据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和答辩表现给出评议意见和成绩。

第二十一条 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可回校或在校外实

践基地进行答辩。若在校外进行答辩，所在学院必须指派一名及以上教师

参加答辩。

第二十二条 答辩程序

(一)学生陈述

(二)答辩小组提出问题

(三)学生回答问题

(四)答辩小组评分

第七章 成绩评定及其他

第二十三条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由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

的评分按比例综合评定，最后由各学院答辩委员会审定。

第二十四条 各学院应结合专业特点制定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标准。

指导教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成员要按评分标准项目逐项评分。指导教

师、评阅教师、答辩小组的评分占成绩的比例分别为 30%、30%、40%。按此

比例计算出总成绩后，再折算成五级分制记分。百分制与五级分制折算比

例如下：

得分 90-100 80-89 70-79 60-69 59 分以下

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第二十五条 评定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必须统一标准、实事求是，

优秀比例原则上应控制在 20%以内。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确定后，一般不得

改动。如有特殊情况，需经答辩小组全体成员复议通过，学院毕业设计(论

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审核批准后方可改动。

第二十六条 各学院在评选院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基础上，按学

生总人数 2.5%的比例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报教务处，教务处组织

专家评审，评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同时按一定比例推荐申报省级

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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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结束后，各系(教研室)应及时对毕

业设计(论文)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将书面总结报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

各学院要在系(教研室)工作总结基础上，综合分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取

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或意见，并形成工作总结与质量分

析报告报送教务处。

第二十八条 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由学校统一下达，专款专用。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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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规定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2012)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本科教学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

工作，提升本科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项基本制

度，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是教授、副教授聘任的基本条件。

第二章 职责和要求

第三条 学校规定教授和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最低标准为：教学型教

授和副教授每年至少主讲 2 门本科生课程，授课总学时不少于 120 学时；

教学科研型教授和副教授每年至少主讲 1 门本科生课程，其中教授授课总

学时不少于 30学时，副教授授课总学时不少于 60学时。

第四条 担任党政管理职务并且选择教学、教学科研岗的教授、副教授，

授课总学时不少于相应专任教师授课总学时最低标准的 1/2。

第五条 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教授、副教授最低授课时数标准，

但不得低于学校标准。

第六条 学校鼓励教授承担新生研讨课、专业导论课、学科前沿类课程

及开放性创新实验课程；鼓励教授为低年级本科生开设基础课或专业基础

课；鼓励教授、高层次人才组成团队，开发创新创业类课程；鼓励教授、

副教授通过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实施专业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等

方式更多地承担本科教学任务。

第七条 教授、副教授应将科研成果融入本科课堂教学，将科研资源转

化为本科教学资源，并在教学中积极引进海内外优质教学资源。

第三章 实施与考核

第八条 学院为教授、副教授完成本科教学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校、

院、系相关教学管理单位要做好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第九条 教授、副教授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为本科生授课的，需履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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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程序，由本人书面申请，所在学院(部)签署意见，报教务处批准，人事

处备案。

第十条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列入个人年度考核要求，日常考核

由学院负责。学校组织年终考核时，学院须将教授、副教授完成本科教学

工作量情况汇总报教务处复核，核定后交人事处备案。

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考核、职称晋升、晋级和岗位评聘的重要

依据。

第十二条 学校将各学院(部)落实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规定的情

况列入学院教学工作年度考核内容。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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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课、代课、停课的有关规定

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严肃教学纪律，加强教学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一、每学期，由教务处与各学院（部）协调确定所有课程的上课时间

安排表，课表一经确定，任课教师应严格按照课表规定的时间上课，因特

殊情况需要调课、代课、停课时，原则上应提前一周填写《上海中侨职业

技术大学调课、代课、停课申请表》交相关部门审批，未经同意，不得擅

自调课、代课、停课。

二、调课、代课、停课应从严控制。调课、代课、停课 2 节以内（含 2

节），由学院（部）主管院长审批，报教务处备案；2 节以上，须由教务处

分管处长审批。因停课缺少的课时必须另定时间补上。

三、教师因公、因病长时间请假，且又无法调课的，可请其他教师代

课，代课教师须经学院（部）同意，教务处批准。

四、每月 25日，学院（部）应将调课、代课、停课情况统计汇总后报

教务处。

五、节假日或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需要调课、停课，由学校统一下发

调课、停课通知。

六、因突发性事由，任课教师无法事先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前应及时

向学院（部）或教务处报告，以便及时调整解决，事后应补办相关手续。

事前不报告、事后不办理相关手续的，按旷课处理。

七、本规定适用于学校各类教学环节，包括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

八、对违反调课、代课、停课相关规定的责任人，学校将按教学事故

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九、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其他有关文

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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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讲稿编写基本要求

编写教案和讲稿是教师组织实施教学的必备资料，教育部文件要求：

“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必须做到课前认真备

课和准备教案，有条件的学校应通过网络等手段公布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

学校教务部门要适时检查教师的教案和备课情况；教师要注重教学研究，

重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并通过教改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

业务水平”。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备课质量，规范教案和讲稿的编写，有效地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和水平，特制定本要求。

一、关于教案、讲稿

（一）教案

教案是指依据《学期课程授课计划表》，为完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

任务而准备的、以一次教学过程为单位编写的、供教学用的实施方案。教

案是落实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组织的具体设计。

教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授课题目（课程名称、教学章、节标题）、

教学目的和要求、教学基本内容、教学时间分配、教学重点与难点、授课

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媒体使用、作业、讨论、课后小结、辅导答疑、参

考资料（含参考书和参考文献）等。

（二）讲稿

讲稿是教师的讲课稿，是对全部讲授内容的具体组织和表达，是讲授

内容的文字描述，要求尽可能详细、全面。讲稿可以摘录教材，但不能是

教材的翻版。教师在编写讲稿时，可根据学生的层次、专业、知识面、知

识的连续性对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增删和概括，同时也要注重实践性教学

内容以及案例和学科前沿的知识。

（三）教案和讲稿的关系

教案和讲稿均是教师教学思维与教学大纲、教材等结合的具体化结果，

是教师课堂教学的依据，反映教师讲授的内容和特色。

教案和讲稿的区别在于：

1．教案所承载的基本内容是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信息，讲稿所承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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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是知识信息；即教案解决的是“怎么教”的问题，讲稿解决的是

“教什么”的问题。

2．教案的思路形成，受教学过程的管理逻辑支配；而讲稿的思路形成，

则受教学过程的知识逻辑支配。

3．在内容上，教案涉及的是组织性项目，讲稿涉及的是知识性项目。

4．在表现形式上，教案则是几百字或千余字即可，讲稿篇幅则较长。

二、教案和讲稿的编写原则

教案和讲稿是授课教师教学思想、教学方法的重要体现，它反映教师

的自身素质、教学水平、教学思路、教学经验。为此，教师应该认真分析

教学内容，制定出适合听课学生的教案及讲稿，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一）教案的编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案的构成要素制定授课内容和

教学实施步骤，并对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说明。

撰写教案首先要研析教学大纲和教材，弄清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具体

章节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了解课程体系、结构、重点章节以及各章节的重

点、难点。其次要注意广泛阅读本门课程的相关资料，了解本学科专业的

发展方向，对课程有关内容作必要的补充。第三要了解本课程与前继课程

和后续课程的关系，防止讲授内容的不必要重复。第四要了解学生已有的

知识结构、理解能力，对讲授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和设计。

编写教案要处理好应该教什么和学什么（目标），如何教和如何学（策

略），教的怎样和学的怎样（评价）的关系。

（二）教案和讲稿要严格按教学大纲编写，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及人才

培养的新要求及时增加和补充前沿内容。教案和讲稿每年都应修订。

（三）讲稿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多为电子文档的打印稿。

三、教案编写要注意的几个环节

编写和修订教案应注意以下几个基本环节和要素：

（一）教学目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备课中应考虑“学习目标”、“知

识要求”和“能力（技能）要求”，即学生通过整个课程或某一课堂的学习，

预期达到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是指通过对教学大纲、教材和主要参考资料的研析，

确定课程教学或课堂教学知识信息的总和及其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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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是教师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学生的手段。在教学中，

教师应运用合适的方法和手段传授知识和技能，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掌

握学习知识的能力和方法。

（四）教学环节：是根据教学目的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辅助手

段（教具及现代教学手段）、师生互动、时间安排、板书设计等。

（五）教学后记：是对本次课程教学的自我评价：某个教学环节的设

计，教学重、难点的把握，教学方法的应用，师生互动的设计，教学效果

等课堂教学过程情况的总结与分析，为以后的教学提供经验和素材。

以上这些环节和要素中，教学环节是整个教案的主体，既体现出教学

活动的逻辑程序，又要划分出若干环节或步骤，并考虑到它们的时间分配、

具体方法的应用，相互间的衔接、过渡，以及教学过程与板书的协调等，

充分反映教师的教学思想，体现教师的教学经验和风格。

四、要求

（一）教案和讲稿的编写必须使用规范汉字。

（二）任课教师必须在上课前写出所授课程的授课教案和讲稿。

（三）教案须按学校的统一格式书写，不同专业的授课教案可有自己

的特色，但应满足教学大纲需求。

（四）青年教师撰写的教案应由专业主任或带教老师审阅把关。开新

课、新开课教师开课前，必须写好二分之一以上教案及讲稿，并由专业组

织审核。

（五）每门课程的教案及讲稿的管理工作由各学院（部）负责。教务

处和督导室将进行教案的检查及组织全校教师教案的评比等工作。

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其他有关文件规

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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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规程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行为，稳定教学秩序，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学校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制定本规程。

第二章 师德修养

第二条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热爱教育事业，以对国家、学校和学

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履行教师职责。增强对学校事业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

将教学工作作为履行岗位职责的第一要务。

第三条 勤于教学，精于业务。坚持以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遵循

教育、教学客观规律，努力学习和运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专业

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及业务能力，加强对所授课程的研究与理

解。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严谨治学，善于协作，保质保量完成教学工作

第四条 关爱学生，教书育人。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教学思想上

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把“育

人”放在首位，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第五条 遵章守纪，严于律己。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

学校、学院和各基层教学组织的工作安排，主动承担并认真完成教学任务。

第六条 坚持真理，守住底线。既要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又必须守好

政治底线、法律底线，努力做到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

第三章 任课资格

第七条 学校新聘任教师均须参加学校举办的岗前培训，系统学习高

等教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了解教师的工作纪律、职责与义务，熟悉教学

管理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获得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第八条 新聘任教师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可获得独立承担本科课程

的主讲资格：

(一) 已获得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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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学校助教培养期的培养与考核；

(三) 按照拟开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熟练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重点

和难点，熟悉教材及相关参考资料。

第九条 新聘任教师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应担任主讲工作：

(一) 对拟主讲课程未参与辅导，或虽参与辅导，但效果不好，不具备

讲课能力者；

(二) 对实验内容较多的课程，不能指导实验或实验技能较差者；

(三) 对拟主讲课程试讲效果差、无切实改进者。

第十条 聘请校外兼职教师、非教师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授课，原则上

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由系(教研室)提出，填写《兼职教师任

课表》，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一条 确因教学需要，聘请退休教师授课的，须由开课学院提前

一学期申请和推荐，经教务处审批后方可开课。

第四章 课堂教学

第十二条 课程教学大纲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是考核学

生学习效果的依据也是检查教师教学质量的标准。课程教学大纲应根据学

科内容及其体系和人才培养计划制定，经学院审核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

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改变基本内容，如确需变动，须由系(教研室)主任提出

申请，经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审批，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第十三条 各门课程应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及省级重点教材。对于

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专业，应注重选用国内最新版反映学

科发展前沿的优秀教材，也可引进海外原版教材。

第十四条 系(教研室)要围绕课程教学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动。一门

课程由两名及以上教师讲授时，需建立课程教学小组，课程教学小组要坚

持集体备课制度，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统一教学基本要求和进度。校核

心课程等要设置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和课程教学组长对课程的教学质

量负责。

第十五条 任课教师必须认真考虑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了解本课程对学生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同时了解先修课的教学情况和后

续课的教学要求，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要依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收能

力，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进度，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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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材施教。

第十六条 任课教师应按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拟定课程的教学日

历，经系(教研室)主任审核后，在开学第一周提交所在学院。

第十七条 任课教师必须认真备课，按教学大纲要求，深入钻研教材，

大量阅读教学参考资料，抓住教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

每个章节的基本要求，明确重点、难点，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撰写

教案和比较详尽的备课笔记，并注意不断地更新和充实，以适应学科发展

和实际应用的需要。

第十八条 课堂讲授应做到：思路清晰、概念准确、论证严密、逻辑

性强，重点、难点突出、深广度适宜，反映本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新成果、

新进展，让学生了解学科中的问题和争议，理论联系实际，传授解决实际

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切

忌照本宣科，平铺直叙，脱离实际。力求语言清晰、流畅、生动，板书和

多媒体演示清楚规范。

第十九条 教师应注重课堂教学的互动，尊重不同意见的发表，鼓励

具有创新精神的见解，让学生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

第二十条 教师要检查学生的到课情况，教育和督促学生遵守课堂纪

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向学生所在学院反映。

第二十一条 教师不得在课堂教学及其他教学活动中散布违背四项基

本原则的言论及其他有悖社会公德的错误思想和观点。

第五章 课外辅导

第二十二条 课外辅导的重点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和掌握知识的能力。

其主要任务包括：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时间，提高学

习效率；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查阅文献资料，提高自学能力；指

导学生完成作业及其它课外学习任务。

第二十三条 辅导答疑可采用集体答疑和个别答疑两种方式，集体答

疑由教研室统一安排时间和地点，个别答疑由教师个人在指定时间、指定

地点进行。鼓励教师将网络答疑作为教学辅导方式的补充，及时解答学生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应做好辅导答疑记录，以便积累教学中的经验教

训，为开展教学研究、改进教学工作积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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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辅导教师在主要负责辅导答疑的同时必须跟班听课，了

解讲课内容和进度。辅导中要注意收集学生学习中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

向主讲教师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要求和意见，以便改进课堂教学的效果。

主讲教师应在业务上和教学方法上对辅导教师进行指导。辅导教师上习题

课和辅导课，须和主讲教师共同研究决定教学安排。

第六章 实践教学

第二十五条 各类实践教学环节均应由相关系(教研室)组织教师按人

才培养计划的要求拟定教学大纲并确定实施方案。

第二十六条 教师准备每一次实验课都要按实验大纲的要求设计实验

方案和实验内容，在上课前检查仪器设备是否完好，以保证实验顺利进行

并达到实验的预期目的。

第二十七条 教师指导实验应严格要求，加强检查，不准未进行预习

者做实验。在实验进行过程中，教师必须在实验室巡视指导，启发帮助学

生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八条 各学院及各实习基地应安排有经验的教师和专业技术人

员按《校外实习管理办法》的要求指导学生实习。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和指

导学生完成大纲规定的实习任务，解答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批阅学生的实习报告，考核学生的实习成绩和做好实习队(组)的总结工作。

实习中如遇重大问题，应及时上报学院和教务处。

第二十九条 教师指导毕业设计(论文)、课程设计应严格按照《上海

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程》和《上海中侨职业技

术大学课程设计管理办法》的要求，认真负责地完成指导任务。

第三十条 对单独设置的实验课程或含有实验的理论课程，参加实验

数量少于规定学时数 2/3 的学生，取消课程考核资格，待实验补做合格后，

方能参加补考。

第七章 课外作业

第三十一条 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要求布置相应的作业，作业的形式

和完成作业的方式可依据课程性质确定，作业内容既要密切结合课堂教学

内容，又要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十二条 教师批改作业要认真、仔细、保质保量。理论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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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批改 1/2 以上，实验和实习报告必须全部批改。教师必须进行作业批

改登记，对不合要求的作业应退给学生重做；对作业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教

师要予以重点解决。

第三十三条 学生平时作业的完成情况，应作为学生修读课程的成绩

考核依据之一。对无故缺交作业者，教师应及时督促学生补交，考试前缺

交作业超过 1/3 的学生，取消其考试资格。

第八章 考试

第三十四条 考试日程由教务处统一编排，任课教师应在考试前三周

告知学生，任课教师和监考人员不得随便更改考试时间和地点。

第三十五条 考试方式应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可采取闭卷、开卷、

半开卷、口试、笔、口笔兼试、小论文、专题研究报告等形式。

第三十六条 考试命题应以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反映本课程的基本

要求，兼顾概念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运用等方面的内容。试题既要考

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察学生能力，特别是综合运用能力。试

题的内容应覆盖大纲要求的主要知识点，题量应与限定时间相匹配。试题

表述要简练、明了、准确。校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各专业主干课程

要建立试题库和试卷库。

第三十七条 课程考试应同时拟制至少两套试卷和参考答案(含评分

标准)，其题量和难度应大致相同，并经系(教研室)主任审核，分管教学院

领导审批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八条 教师不得泄露考题，对学生提出的揣摩、探询试题内容

的问题应拒绝回答。在考试过程中不得给学生以任何提示，违者将按教学

事故查究处理。

第三十九条 监考教师应严格按照《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教学

考试工作实施细则》的要求，认真履行监考人员的职责，做到严明纪律、

杜绝作弊、服务考生。

第四十条 考试成绩评定要公正、客观，在评分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评

分标准，保证评分标准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第四十一条 基础课要实行系(教研室)或教学小组集体阅卷评分制度，

并由系(教研室)主任负责检查阅卷评分情况。必要时，教务主管部门可组

织有关人员对阅卷评分情况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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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规定进行课程成绩评定，并

在考试结束后五日内登录教学管理系统填报并打印《成绩登记表》，由本人

签名确认并经系(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后交开课学院存档。考试结束后任

课教师应作考试成绩分析总结，以进一步总结教学工作。同时将考试情况

分析表交系(教研室)。

第九章 指导毕业设计(论文)

第四十三条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应由本校具有讲师(或中级)及

以上技术职称的教师担任，未通过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考核的教师不能

单独指导毕业设计(论文)，但可以协助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学校鼓励学

院、专业积极聘请校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或技术人员担

任指导教师，单独或与校内教师联合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对于初次指导

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系(教研室)要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指定有经验

的教师加以指导。

第四十四条 指导教师要拟定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审定学生拟定的

总体方案和工作计划，及时把握好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度及质量要求，

根据学生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设计(论文)质量等写出评语，给出评分，

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材料的归档。

第四十五条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的评定，要严格按照毕业设计(论文)

评分标准进行。各专业要按学科性质成立答辩小组，也可邀请科研单位及

有关专业人员参加。答辩时要向学生质询课题中的关键问题，重点考察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十章 教学纪律

第四十六条 教师应主动承担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在正常情况下，

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已安排的教学任务。

第四十七条 教师因生病等原因，需要临时调整上课教师、时间、地

点的，可以进行调(停)课。调(停)课需填写相关申请表，经所在学院分管

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审核签字同意后，送教务处办理调(停)课手续。除突发

情况外，调(停)课手续应在调(停)课两个工作日前办理，调(停)课信息由

任课教师或开课学院负责通知学生。教师未经批准或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相

关手续，不得擅自变更上课教师、时间和地点。按正常程序调(停)的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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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安排补课。

第四十八条 任课教师应至少提前 5 分钟进入教室，以做好上课的准

备工作。要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准时上、下课。学校统一决定安排

的停课经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校领导签字批准后由教务主管部门负责通知

各学院。节假日停、调课安排统一由校长办公室通知。

第四十九条 任课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和教学日历

拟定的进度实施教学，不得随意增减学时和变更教学内容。

第十一章 教学考核与评价

第五十条 教师应主动配合学校开展教学考核与评价工作，根据评价

结果及反馈意见，实现持续改进。

第五十一条 考核教师教学工作以教师的基本职责、教学态度、教学

能力、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为主要内容。着眼于实际的教学活动，着重考

核思想品德、业务水平和工作成绩。

第五十二条 对在教书育人、教学质量、教材建设、教学改革、教学

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的教师，经系(教研室)推荐，学院初评，

校教学委员会及相关的专门委员会评定，可分别给予教学奖励。奖励以精

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具体方式有：通报表扬、发放奖状、证书、

奖品和奖金。

第五十三条 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违反教学纪律，发生教学事故者，

按《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作相应处理。

第五十四条 经考核与评价，教学效果差的教师，必须限期改进教学，

否则教学质量监控领导小组可取消其主讲资格。

第五十五条 教师教学考核结果按相关规定归档，并作为聘任、晋级、

职称评定、奖酬金发放的主要依据之一。

第十二章 条附

第五十六条 本规程适用于全日制本科教学。

第五十七条 本规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规程由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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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试全程管理的规范性要求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课程考试是课程教学的重要教学环节，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主

要依据，考试也是促进教风和学风改善，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指挥棒，因

此考试工作的全程管理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管理之一，做好考试管理工作对

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促进教风学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条 课程考试分为两类：考查课程和考试课程。

期末考试一般安排在 16周（考查课程）和 19周（考试课程），期末

考试课程一般 4-5 门。

第三条 考试环节包括考前复习、命题组卷、考试组织、考场监考、

试卷批阅、总评和成绩录入、试卷复核、装袋保存、试卷评估等九个过程。

为了充分发挥考试的作用，加强考试环节的全程规范管理，特制订本

规范性要求。本规范性要求适用于期末考试（含考查课程的期末考试）。

第二章 考前复习、考试命题和组卷

第四条 教师应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认真按照教学

大纲的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前复习，复习过程中要耐心辅导答疑，但禁

止泄漏考题，也不能指定考试范围。

第五条 多名教师任教同一门课程时，应从教学水平高、工作责任心

强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中产生命题教师。命题教师必须保证试题质

量，按时完成命题、组卷任务，并对试卷质量负责。命题教师对试题要严

格保密，考前严格禁止泄漏试卷内容。

第六条 考试形式：笔试、口试、闭卷、开卷、操作、机考等。课程考

试的形式由专业（教研室）主任决定，经学院主管院长批准后报教务处备

案。

第七条 考试命题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并与考试形式相适应，重

点考核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和掌握情况，考查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全面衡量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不出

偏题、怪题。不能出现政治性、科学性和文字性错误。

第八条 试题的表述要明确、清楚，不会产生歧义，有利于学生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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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题意。

第九条 试卷必须覆盖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每一章和 80％的节。

第十条 试卷题型结构及分值分布合理，分数标识正确。

题型尽量多元化。客观题（多项或单项选择题，是非判断题）合计不

超过 50分；主观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计算题或操作题）合计不

低于 50分。

各题的分值与其重要程度、复杂程度相当。

卷面分数标识正确，即各小题分数之和等于大题得分，各大题分数之

和等于 100 分。

特殊类型的课程和教改课程的试题类型和分值设置如需突破以上限制，

可由专业主任（或教研室主任，下同）提出具体方案，经学院主管院长审

核批准报教务处备案后执行。

第十一条 试卷的份量恰当，以任教本课程的非命题教师试做时间为

考试时间的一半左右为宜。试题难易程度呈现梯次结构：基本题 60分左右，

中等难度题 30分左右，较难题 10分左右。预期试卷的考试成绩应呈正态

分布。

第十二条 考试时间与同种试卷。

考查课程考试时间为 80分钟，考试课程考试时间为 80分钟。考查课

程的同种试卷为 A、B、C三份，考试课程的同种试卷为 A、B两份。每份试

卷要分别附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各试卷的答案和评分标准必须科学严谨、

准确无误。

同种试卷必须做到覆盖面、难易程度、题目份量相当。

除机考课程之外，同种试卷中不能有完全相同的试题。相似试题（指

题目类型、题目条件、回答对象都相同，仅条件中的原始数据不同的试题）

重复率不超过 20%，与近三年试卷的重复试题分值不超过 40%。

第十三条 公共必修课及两个以上教学班级开设的具有相同学时数、

使用同一教材的同一门课程，要使用同一试卷在同一时间考试。

第十四条 校级以上精品课程、已建立试题库的课程（包括机考课程），

考试题一般要从试题库中抽取。考前要认真检查试题库覆盖的完整性和试

题难度分布情况，并随机抽查组卷质量。

第十五条 试卷格式按“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试卷格式模版”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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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执行。

第十六条 试题组卷完成、命题教师校对无误后，将同种试卷（考试

课程为 A、B 两套，考查课程为 A、B、C三套；机考课程为随机组卷的两～

三套）和相应的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提交专业（教研室）主任审核。审核

人要根据《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试卷审批表》中的相关条款逐项对试卷

进行严格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主管教学的学院（部）领导审批后，在

规定的时间内将试卷、参考答案、评分标准以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连同填

好后的试卷审批表提交教务处。除机考课程之外，各课程考试均由教务处

随机选取正考试卷和补考试卷。

专业（教研室）主任是试卷质量的最终责任人。

第三章 考试组织与监考

第十七条 考查课程的期末考试由学院（部）组织，一般在 16周考查

结束。考试课程的期末考试由教务处统一组织，一般安排在 19周。教务处

负责印刷试卷，调配考试时间、考场和监考员，监考任务书，组织学院（部）

秘书分装试卷。试卷分装加封后存放在保密室。学院（部）秘书负责印发

学生准考证。

任课教师要加强平时考勤，在考试前两周如实上报缺课超过三分之一

以上不准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名单。具体流程和要求。

第十八条 考试课程和考查课程的补考在下一学期开学初由教务处统

一组织，补考的规范和正考相同。

第十九条 监考教师的数量由教务处根据考试工作量提出，并分配到

相关学院（部）。参加监考的人员名单由各学院（部）在规定时间内报教

务处，由教务处统一调配。原则上每个专职教师必须在考试周到校三天，

参加监考。

监考人员原则上由教师（含辅导员和学院部、专业、教研室领导）组

成。监考人员数量不足时，可聘请部分责任心强、有监考经验的其他人员

担任。监考人员收到教务处的监考任务书后，如因故不能参加监考，在考

试前 3 天向所属学院（部）提出，由学院（部）调配后报教务处。禁止私

自临时请人代为监考。

第二十条 命题教师在该课程考试时必须到考场巡考（或监考），解

答监考教师无法解答而又必须解答的试卷问题，实地掌握自己命题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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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易程度，观察在开考后 1小时内有无大面积的学生提前交卷的现象。

第二十一条 学生参加考试要做到五必须。

第二十二条 监考人员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维护考场纪律，制止违

纪行为，确保考试顺利地进行。监考教师除了要按照第二十一条的要求认

真检查参考学生是否做到五必须外，还要做到七必须七不要。

考试的组织质量由教务处负责控制和公布。

第四章 试卷的批阅

第二十三条 各门课程考试试卷的评阅工作，在各学院（部）的统一

领导下，由课程归属的专业（教研室）负责组织。实行阅卷人责任制，阅

卷人对自己批阅的部分负责。使用相同试卷的同一门课程有几个教师任课

的，要采取流水作业的方法阅卷，使评分标准保持一致。

机考课程要认真检验系统关于阅卷的设定，由计算机自动阅卷，并进

行手工抽查复核。

第二十四条 批阅试卷原则上须在该课程考试结束后的3天之内完成。

第二十五条 每份试卷、每道题的批阅都必须按照试题的参考答案和

评分标准执行。未经批准，阅卷教师不得擅自更改答案和评分标准。

第二十六条 若阅卷教师发现原参考答案或评分标准有误，应立即向

专业（教研室）主任汇报，由专业（教研室）主任召集命题教师和有关人

员进行检查，确认有误后提出更改意见，经主管教学的学院（部）领导审

核批准后，评卷教师方可按照更改后的答案或评分标准阅卷。同时，教学

秘书将修改后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七条 试卷一律用红色笔批阅。

第二十八条 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卷面一律不打负分。

第二十九条 批阅过程标记：正确√，错误×。记分：每个大题题号

的左侧应注明得分。

问答、论述、计算题等应在小题的题号前注明该题得分，有分步记分

的，应在答案要点或计算步骤右侧给小分。

填空、选择、判断等客观类型的小题题号前可不记分，只在错误处划

线。

批阅非标准试卷和技能课考试试卷时，要按照评分标准批阅，有批注

或评语、分项成绩分、总分、批阅人签名和批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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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总分栏中大题所得分数必须与各大题题号左侧的得分一致。

总分必须等于各大题得分之和。总分如有小数点，应四舍五入为整数。记

录得分的字迹应清晰工整。总分栏处阅卷教师须签全名。

第三十一条 每份试卷批阅后要认真检查，以防漏判、错判。发现问

题要及时补正。更正时，教师应在错误的分数上划杠，在一旁另写上正确

分数。更正处必须签全名。

第三十二条 阅卷完成之后要进行仔细复查，经确认无误以后，方可

拆卷登分，登分后不得再改动卷面分数。

第三十三条 在批阅试卷过程中，教师如发现有雷同试卷，须向专业

（教研室）主任及时报告，作进一步调查。

第五章 总评成绩的确定、录入和修改

第三十四条 根据课程具体情况，课程责任学院（部）负责确定平时

成绩、期中测验、实验（实训）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

折算比例，在开学初由教师向学生公布。

第三十五条 平时成绩的评定以学生到课、课堂讨论、完成实验、完

成课外习题、作业、各类随堂测验等方面的情况为依据，评定方案要在开

课初向学生公布。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应及时记录学生平时的学习状况，

使平时成绩的评定有据可依。

第三十六条 总评成绩的计分制：考试课程使用百分制（精确到个位）；

考查课程使用五级计分值（优秀：≥90，良好：80-89，中等：70－79，及

格：60－69，不及格：＜60）；《形势与政策》课程使用二级计分制（合

格：≥60分，不合格：＜60分）。

第三十七条 成绩录入。录入工作实行任课教师个人负责制，要在规

定日期之前完成成绩录入。录入成绩时要严格按照教务管理系统要求的程

序进行：处理选项（共 7个，在录入页面成绩表的上方）－登录分数－保

存－检查修改－提交。

特别要注意的是，保存以后，一定要仔细检查，在确认所有选项和录

入的成绩没有错误之后再按下“提交”按钮。

提交之后，按班级打印三份《学生成绩单》，教师签名之后连同填好

的《考试质量分析表》交学院（部）教学秘书。

各项成绩一旦提交系统，系统本身将不再允许修改。如确实需要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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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按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三十八条 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补录（修改）学生成绩的程序：

（一）教师本人填写补录（修改）成绩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专业（教研室）主任初审，学院主管院长复审；

（三）教务处处长审查批准；

（四）系统管理员根据批准后的申请书进行补录（修改），并将申请

表存档；

（五）学院（部）将另一份申请表存入教师个人教学档案。

第六章 批阅试卷的复核

第三十九条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各学院（部）要组织专人对试卷的

批阅质量按第四章的要求逐项进行复核。

第四十条 在复核批阅试卷中发现的问题，应当通知阅卷教师，要求

今后改正，并记录在教师的教学档案中。若发现有确实需要更改学生成绩

的情况，按第三十八条执行。

第四十一条 全部试卷复核结束后，复核人员应认真填写试卷批阅复

核表。

第七章 试卷的装袋及保存

第四十二条 阅卷、复核、录入结束后，任课教师要以班级为单位，

按照学号的顺序，将试卷装袋。同时将成绩单、质量分析表和试卷批阅复

核表等文件一并装袋。任课教师要认真填写试卷袋上的各个项目。补考结

束后要及时将补考成绩单和试卷存入相应班级的试卷袋中。试卷袋装袋清

单见。

第四十三条 以设计（作品）、论文、调研、分析或实验报告作为试

卷的，任课教师要按照班级、学号由小到大顺序进行装袋；机考课程，学

生的答卷要与试题、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一起刻录成光盘进行保存；技能

考试的课程，任课教师也要按照班级、学号顺序将评分表与评分标准一起

装袋。其他相关材料，如作品、照片、录音、录像等要注明课程、班级、

学期后归档保存。

第四十四条 装袋的试卷由各学院（部）负责保存，并有专人负责。

试卷袋应按照学年、学期、专业、班级和课程的分类存放，便于查找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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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第四十五条 存放试卷袋的房间应注意通风、防晒、防潮。

第四十六条 因机构、人员变动而需要变更试卷袋存放地点或管理人

员时，必须办理交接手续。因故需要移动试卷袋时，必须要有专人负责，

做好清点工作，防止试卷损坏或丢失。

第四十七条 除另有特殊规定之外，试卷保存期限为自试卷装袋到学

生毕业后满一年。存放期满，由学院（部）统一处理。

第四十八条 对有保存价值的学生作品、创作产品等实物以及可作为

资料的设计、论文等，要登记造册，由各学院（部）长期存放或展示。

第八章 试卷的评估

第四十九条 每学期开学第二周，教务处和督导室聘请督导员和有关

专家抽查评估上学期考试试卷的命题、批阅和装袋保存质量。

（一）试卷命题质量评估依据：

1.第二章试卷命题规范和试卷审批表；

2.考场情况记录表：检查在二分之一考试时间内学生提前交卷的人数

是否超过 50％。

3.学生成绩登记表：检查成绩分布情况：平均分大约在 70-80 之间，

区分度（标准差）不低于 10，不及格率一般不超过 15％，优秀率一般不超

过 10％。

（二）试卷批阅质量评估依据：

1.第四章试卷批阅规范；

2.考试情况统计分析是否科学、全面、深入、细致；

3.试卷批阅复核表。

（三）装袋保存质量评估依据：第七章试卷装袋保存规范。

抽查评估结束后，评估人员填写“试卷质量和批阅质量评估表”，并

做出评估结论。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条 违反以上规范的，要及时整改，情节严重的将追究个人责任，

根据《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处理。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以往规



69

定与本规定不符者，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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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人员守则

一、监考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监考人员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监

考工作，既要维护考场纪律，又要关心考生，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二、监考人员必须在开考前 30分钟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核对考试科

目，检查试卷袋封条等，如无问题，方可办签收手续。

三、监考人员必须在开考前 15分钟进入考场，先检查黑板、桌面等有

无字迹，再检查地面、桌内有无纸片等，然后打开试卷袋，核对试卷考试

科目、份数是否相符，若发现有误，应立即向巡考人员报告，及时处理。

四、考试前 10分钟，准许考生进入考场。监考人员应要求考生将书本、

笔记等与考试有关的物品放到指定位置，告知考生关闭一切通讯工具并对

号入座，同时核对考生的学生证和准考证。然后，宣读考场纪律，并宣布

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

五、考试过程中，监考人员必须关闭一切通讯工具和电子产品，不得

擅自离开考场，不得闲谈、吸烟、看书看报，或做其它与监考无关的事情。

六、考试过程中，监考人员必须巡视考场、监督考生遵守考场纪律。

发现违反考场纪律的现象，应立即予以制止；确认是作弊行为的，必须取

得相关证据，没收考卷，并由考生当场签名确认，再按考试管理的相关规

定作出处理，同时在“考场记录”上写明具体情节和处理意见。

七、监考人员不得与考生随意交谈，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和提

示，但对字迹不清的，可向考生说明。

八、终考后，监考人员应迅速收齐试卷，核对份数，认真填写考场记

录。若发现试卷缺少，必须立即追查。

九、监考人员必须按照考试管理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若

发现监考失职或袒护、包庇考生作弊者，学院将视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

处理。

十、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其他有关文

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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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文件的精神，为

进一步加强我校考试的组织和管理，严肃考风和考纪，促进校风、学风建

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考试违规的分类

学生考试违规分为考试违纪、考试作弊两类。

第二条 考试违纪的认定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不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与要求不到指定位置就座，不出示考试

证件，扰乱考场秩序的；

（二）在考场高声喧哗，严重干扰考场纪律的；

（三）将禁止带入考场的物品（如纸条、书籍、笔记、通讯设备、带

有储存功能的计算器等）带入考场，并且不按规定放在指定位置的；

（四）未将书包和其它非考试必须用品放在指定位置的；

（五）开考后 30分钟内擅自离开考场或将试卷、答卷、草稿纸带出考

场的；

（六）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上海市英语应用能力考试中途强

行离开考场的；

（七）其它考试违纪，但尚未构成考试作弊行为的。

第三条 考试作弊的认定

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不论实际获益与否，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考试过程中被发现，身边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文字材料的；

（二）考试过程中，偷看、抄袭、使用暗号或通讯设备传递、获得或

试图获得试题答案等信息的；

（三）考试过程中，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四）在试卷上填写与考生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五）被举报在考场墙上张贴与考试内容相关的纸条，在考场墙上、

桌椅上书写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字迹并证据确凿的；

（六）考试作弊行为被查实而威胁、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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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学生的；

（七）有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其它考试材料的；

（八）充当“枪手”替他人考试或雇佣“枪手”替考的。

第四条 考试违纪的处理

（一）给予违纪考生口头警告，要求其立即改正，改正后方可继续参

加考试。

（二）若口头警告无效，则立即终止其参加考试，其考试成绩以零分

计，且取消其参加此后一年内的一切学生评优、评奖资格。

（三）对考试违纪而被终止考试的考生，给予其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并造成恶劣影响者给予记过处分。

（四）学生出现考试违纪第 6 条，则此后连续两次取消其相应级别考

试的报名资格。

第五条 考试作弊的处理

（一）学生考试作弊，则立即终止其考试，该门课程注明“作弊”并

以零分计。经教育表现良好确有悔改，可以对该课程给予补考机会。通过

该课程考核、方可取得相应学分。且取消其参加此后的一切学生评优、评

奖资格。

（二）学生出现考试作弊第 1、2、3、4、5 条，给予记过处分；情节

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三）学生出现考试作弊第 6、7、8 条，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情节极

其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六条 考试违纪、作弊的处理程序

（一）由监考人员负责当场取得考生考试违纪、作弊的人证、物证、

旁证材料，并向教务处提交；

（二）监考人员在违纪、作弊试卷上标注“该试卷以零分计”字样并

签名，监考人员将违纪、作弊以及取证等情况清楚填入《考场情况登记表》

和《考生违纪、作弊认定书》；把违纪、作弊试卷、《考场情况登记表》和

《考生违纪、作弊认定书》交教务处备案；

（三）监考人员要求违纪、作弊考生即时前往教务处考务办，以书面

形式叙述其违纪、作弊的具体情节，由教务处备案。如因各种原因，违纪、

作弊考生未能即时前往教务处考务办的，所在班级辅导员应通知该考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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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补写书面材料；

（四）考试结束后，教务处负责根据本办法有关条款，具体审查考生

考试违纪、作弊情况，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并报分管院长；

（五）学校批准同意后，由教务处发布考试违纪、作弊处理结果的文

件，并将该文件提交学生处；

（六）违纪、作弊考生所在学院负责有关学生的思想工作及其它后续

相关事宜（含学生提出申诉等）；

（七）学生处负责将违纪、作弊考生受处分的文件存入学生档案。

第七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018年 3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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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实习管理办法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校外实习是本科教学计划中重要的教学环节，为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校外实习(以下简称实习)工作管理，提高实习教学质量，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实习工作实行在学校统一领导下的校、院、系三级管理制度。

教务处在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的领导下，统筹全校实习工作。具体

负责全校实习宏观管理工作，包括指导性文件的制定、审批实习大纲及实

习计划、分配和审核实习经费、协调各学院建立实习基地、组织实习教学

检查和质量评价等工作。

学院负责本学院内相关实习教学的组织工作，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

为学院实习教学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负责人，全面负责实习教学大纲审定、

年度实习计划审核、实习基地建设、实习教学质量监督等工作。

系(教研室)负责所承担各类实习教学的实施工作，负责拟定实习教学

大纲及实习指导书、编报年度实习计划、落实实习教学任务等工作。

第二章 实习大纲和实习教学计划

第三条 实习教学大纲是组织和检查实习教学工作的主要文件和依据。

各专业应根据培养计划的要求，认真组织编写和修订实习教学大纲，经学

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备案。实习教学大纲的内容

应包括目的与要求、内容与方式、地点与时间分配、考核与成绩记载等。

第四条 为提高实习效果，各专业应组织有关教师根据实习教学大纲

编写实习指导书，详细说明实习要求和完成实习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办法，

并在实习开始前下发给学生。

第五条 按照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学院应于每年十月组织各专业填

写下一年度实习计划，并报教务处审定。各专业应按审定后的年度实习计

划执行。

第六条 若确需调整实习计划，应由系主任提出申请，说明调整理由，

确保调整后的实习计划符合培养计划要求，经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

审核后，报教务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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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习基地

第七条 每个专业至少建设 5 个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选择实习

基地应考虑能满足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尽可能体现“就地就近、互惠互

利、专业对口、相对稳定”的原则。

第八条 学校与符合实习基地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签订实习基地协议书。

签订协议书后，实习基地可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标

志。

第九条 学校鼓励相关学院及专业共享实习基地的教学资源。倡导各

学院与实习基地建立长期合作的互惠关系。

第十条 教务处会同有关学院不定期到实习基地检查，评估实习基地

的实习教学条件及实习开展情况。对协议到期的实习基地，根据双方合作

意向与合作成效，可办理协议续签手续。

第四章 实习方式和实习组织

第十一条 各学院可根据专业特点、实习要求采取集中和自主两种方

式组织实习：集中实习是在学校统一安排下，由专业教师带队到实习基地

进行；自主实习是在专业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由学生自行联系实习单位

进行，同一实习单位应尽量不少于 2人。

第十二条 自主实习必须按下列程序联系落实实习单位：学生本人将

实习大纲送交拟实习单位，实习单位在确认有条件满足实习要求的情况下，

委派一名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实习学生的指导教师，并将接收学生

实习的意见、要求以及指导人员名单反馈给学生所在学院，学院审核同意

后，方能批准学生前往实习。所有联系工作须在实习前一个月完成。

第十三条 实习指导教师选派：

(一)系(教研室)应选派教学经验丰富，对实习基地(单位)业务较熟悉，

工作责任心强，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中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或在实习单位聘请兼职指导教师。不得用进行教学实践的研究生或助教替

代指导教师；

(二)集中组织的实习，实习指导教师原则上按 1:15-30(学生数)的比例

配备；

(三)对自主实习的学生，各专业应配备教师负责实习过程的检查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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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作；

(四)初次承担指导实习的教师，应提前到实习单位熟悉、了解情况。

并配备有一定指导经验的教师负责实习工作。

第十四条 实习指导教师的职责：

(一)实习前应提前了解和熟悉实习单位的情况，拟订实习进度计划，

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二)加强与实习单位的沟通，争取实习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及时向所

在学院汇报工作进展。

(三)实习过程中，要加强指导，严格要求，组织好各种教学活动，引

导学生深入了解生产实际及工作流程，要布置一定量的思考题或作业，及

时检查与督促。

(四)实习期间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情况，

并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保密教育，以防止发生事故。

(五)对在实习期间违反纪律的学生，应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对情节严

重、影响极坏者有权停止其实习，并将情况和意见及时向所在学院报告。

(六)实习期间应当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不得擅自离开岗位从事其他

工作，不得私自找人顶替。原则上不得请假，如遇特殊情况必须请假，应

经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批准，并指派其他教师顶岗。

(七)实习结束后，要认真阅读学生实习小结，结合实习中的情况与问

题，评定学生实习成绩并认真做好实习工作总结，交所在学院。

第十五条 对学生的要求：

(一)实习学生应按实习大纲和实习进度计划的要求，认真完成实习任

务。

(二)要重视向实际学习，尊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并服从指导。

(三)实习期间严格遵守实习纪律和实习单位有关规章制度，不准在实

习期间擅自外出，不得迟到、早退和无故缺席，不得酗酒、抽烟，注意安

全。

(四)实习期间应主动参加实习单位安排的公益劳动等活动，在条件允

许下尽量帮助实习单位多做工作，为维护好实习单位与学校关系做出贡献。

团干部、班干部要主动承担和协助教师做好各项工作，发挥党团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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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在实习期间无特殊原因不得中断实习。确需中断实习，必须

经所在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批准。

(六)实习期间应认真记录每天的实习情况，实习结束后撰写实习报告。

(七)集中实习的学生应服从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基地的统一管理，集

中往返、集中住宿。

(八)自主实习的学生在到达实习单位后，必须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

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一起制订好实习计划，并及时将实习计划报所在专业

负责实习工作的教师。

第五章 考核与总结

第十六条 实习考核：

(一)学生必须完成实习大纲所规定的全部任务，方可参加考核。自主

实习的学生回校后也应进行相应的考核。考核的方式可采取口试、笔试、

答辩或其他有效方式。

(二)实习成绩应根据学生的实习态度、任务完成情况、实习笔记、实

习报告、实习基地(单位)指导教师的评语以及笔试、口试成绩进行综合评

分，按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记分。

(三)凡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实习成绩均以不及格认定：

1．未达到实习大纲的基本要求，实习报告马虎潦草，内容有明显错误；

考核时不能回答主要问题或有原则性错误。

2．学生在实习期间因故请假的时间超过全部实习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

者。实习中无故旷课超过三分之一者，除实习成绩不及格以外，还须按相

关规定进行纪律处分。

(四)实习成绩不及格的学生需重修，方能取得相应学分。

第十七条 实习结束后，指导教师要认真做好总结工作(内容包括：好

的做法及取得的效果、经验教训和工作建议、经费使用情况等)，于实习后

一周内交院(系)汇总由学院保存。

第十八条 学院应认真做好年度实习总结工作，并于春季学期开学第

一周将年度实习总结报告报送教务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实习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按照学校统一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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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各专业校外实习。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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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制实施办法
(讨论稿)

第一条 为了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把主修专业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

培养成为同时具有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人才，根据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应坚持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和有

效利用教学资源的原则。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应包括本专业的主要课程。

第三条 学分与学制

1. 学生须修满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为 24学分。

2. 辅修专业的课程在主修期间修读，原则上安排在第4至 7学期进行。

3. 学生在一学期内，主修专业课程或辅修专业课程不及格学分达到 6

学分者，取消辅修资格。

第四条 申请条件与审批程序

1. 每年由教务处根据社会需求及学校实际情况，确定所开设的辅修专

业并向学生公布。

2. 德、智、体综合考核成绩良好，自学能力强，已修课程成绩平均学

分绩点达到 2.0(含 20)以上的学生，可自愿申请辅修一个跨学科门类的专

业。

3. 学生申请辅修，应向辅修专业所在二级学院(系、部)提交申请，经

教务处审核、备案后，公布获得辅修资格的学生名单。

第五条 教学的组织与管理

1. 为保证学生有计划修读课程和保证开课质量，凡申请辅修同一专业

的学生人数在 30人(含 30 人)以上时，单独编班组织教学；申请辅修同一

专业的学生人数不足 30人时，取消该辅修专业，动员申请该辅修专业的学

生辅修其他专业。

2. 辅修费按学分收取。中途退学者，不退费。

3. 辅修课程考核不及格，可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须交费重修。

4. 被取消辅修资格的学生，已获得的辅修课程成绩和学分，可转作主

修专业的任意选修课程成绩和学分。

第六条 毕业及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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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按计划完成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的学习，毕业时可同时获得主

修专业毕业证书和辅修专业证书。

2. 学生修满辅修专业规定学分，但主修专业未满足毕业条件，暂不发

给辅修专业证书：当学生按规定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时，再补发辅修专

业证书。

3. 学生在毕业时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但未修满辅修专业规定学分，

可在毕业后一年内修完剩余课程。如果不再继续修读辅修专业的剩余课程，

可将已取得的辅修专业课程的成绩和学分记入主修专业成绩档案。

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由教务处解释。本实施细则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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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规则

一、进入教学楼时应自觉出示本校证件，自觉遵守教学楼的管理制度，

服从管理人员的管理。

二、保持教室安静。严禁在教学楼内举办舞会、歌唱会及对教学有影

响的其他活动。严禁大声喧哗、溜旱冰、打球和踢球，严禁在教室内谈恋

爱，自行车不得入内。

三、遵守课堂秩序，专心听讲，不得干扰教师授课。

四、尊敬教师，发问举手，提问起立。使用电梯，教师优先。

五、遵守学习纪律，不迟到，不早退。遵守考试纪律。

六、爱护教学楼和教室的公物和设施，不得随意拆卸固定设施，损坏

公物要按价赔偿。不得在桌面上、门墙上乱写乱画乱刻，不得在墙壁上乱

张贴。

七、不得在教学楼内饮食就餐。进入教学楼必须衣着整齐，凡穿背心、

裤衩、拖鞋或裸身者不得进入教学楼。

八、不得在教室内吸烟，不得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

九、临时借用教室，在教学日历内由有关教务部门出具证明，然后由

教室管理部门安排；在教学日历外由学校出具证明，到教室管理部门办理

借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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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

（讨论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学生管理行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

序，建设良好学风，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培养德、智、体、美、劳等方面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贯

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坚持依法治校，

科学管理，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将管理与育人相结合，

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条 学生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应当树立爱国主义思

想，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应当增强法

治观念，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管理制度，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应当刻苦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

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应当积极锻炼身体，增进身心健

康，提高个人修养，培养审美情趣。

第四条 实施学生管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教育和引导学生承担

应尽的义务与责任，鼓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

第二章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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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文娱体育及科技文化创

新等活动，获得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

（三）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

（四）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科学、公正评价，完成学校

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及与专业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五）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对学

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

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

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六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

（二）遵守学校管理制度；

（三）努力学习，恪守学术道德，完成规定学业；

（四）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相应

义务；

（五）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

惯；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学制与修业年限

第七条 学校实行学分制管理，本科标准学制为 4年，最长不超过 6 年；

专升本 2年，最长不超过 4 年。学生在规定学制内未获得教学计划规定学

分，需要延长修业年限的，须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办

理相关手续。

第八条 凡在延长学习期限内学习的学生，均应按规定缴纳学费。应征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者，其服役期间不计入

学习年限。

第四章 入学与注册

第九条 凡按国家招生规定被学校录取的新生，应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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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其他有关证件，按录取通知书中所规定的日期，到学校办理入学手

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及时向学校请假，并附有关证明。请假一般

不得超过两周。请假期满，应到校报到。凡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而未报到者，

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作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处理。

第十条 新生入学报到时学院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

的办理入学手续。学院将入学资格初审结果报教务处，教务处根据新生入

学报到及入学资格初审情况注册学生学籍，并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完成学

信网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

学校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

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一条 新生因病或其他原因（入伍、创业、出国留学等）不能参加

正常学习的，可向学校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经审核批准可保留入学资格一

年。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生待遇。

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前应向学校申请入学，经学校审查合格后，办

理入学手续。审查不合格的，取消入学资格；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

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二条 学生入学后，学校在 3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新生进行

复查。复查由招办、教务处、学生处、纪委、心理咨询中心联合组织进行，

复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

（二）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

（三）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四）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

保证在校正常学习、生活；

（五）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取要求。

经复查不符合招生条件者，学校视具体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

资格。凡属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学籍，予以退回，情

节严重的报请有关部门查处。

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

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以按照第十一条的规定保留入学资格一

年。在保留入学资格期内经治疗康复，在次年七月前可以向学校申请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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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符合体检要求，并经学校复查合格

后，重新办理入学手续。复查不合格者或者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者，取消

入学资格。

第十三条 学生应在每学年开学报到时一次性缴清应缴的各项费用。未

按学校规定缴纳费用或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者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在办完相关手续后予以注

册，保证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学业。

第十四条 每学期开学后 7天内，学生应持缴费凭证及学生证到所在学

院办理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按时注册者，应办理暂缓注册手续，暂缓注册

时间一般不超过 30天。未办理暂缓注册手续或暂缓注册逾期而未注册者，

视为放弃学籍，按退学处理。

第十五条 已注册的新生由学校建立其学籍档案，学籍档案内容包括高

中学籍表、新生入学登记表等材料，档案由学生处统一管理。

第五章 纪律与考勤

第十六条 学生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学校的各项规章

制度，对有违反法律、法规、本规定以及学校纪律行为的学生，学校给予

批评教育，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

学籍等纪律处分，具体按《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执

行。

第十七条 学生要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学校组织的各

项活动。学生上课、实验、实习、实训、设计、军训等都要进行考勤。因

故不能参加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

第十八条 学生考勤记载分为请假、旷课、迟到、早退。

第十九条 学生请假分病假、事假、公假，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手续：

（一）病假。学生因病不能坚持上课者，持医生诊断证明办理请假手

续，如本人无法办理的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假期因病不能按时返校的学

生，必须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辅导员说明病情并请假，返

校时持有关证明材料办理补假手续；因病不能按时返校，又未请假者，以

旷课论处。

（二）事假。上课期间学生一般不可以请事假，如因特殊原因确需请

假者，须提供能够说明请假理由的材料，由本人办理请假手续，不得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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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代为办理。

（三）公假。学生代表学校、学院参加各类文、体比赛，专业技能竞

赛，创新创业技能竞赛或因公办理其他事宜，须持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

经学院同意后，到辅导员处备案请公假。

第二十条 学生请假，三天以内（含三天）由辅导员审批；三天至七天

（含七天）由学院院长审批；七天以上至十四天（含十四天）由学生处审

批；十四天以上由主管校长审批。

第二十一条 学生请假期满，应及时向准假老师或组织销假，按时恢复

上课。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恢复上课或返校，需提前办理续假手续，否则以

旷课论处。

第二十二条 学生请假计入缺课，凡缺课累计超过本课程教学时数的

1/3 者，不准参加本门课程的考核，令其自修参加补考。

第二十三条 学生未经批准而不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视

为旷课。无故旷课累计超过本课程教学时数的 1/3 者，取消参加本门课程

的考核及补考的资格。一学期累计旷课超过该学期总学时 1/3 的，应予以

学业预警。

第二十四条 学生应按时参加教育教学活动，对迟到、早退者，任课教

师应及时批评教育。迟到、早退均应记入考勤，迟到、早退累计三次按旷

课 1学时计算。

第二十五条 学生课堂缺勤，由班级考勤员和任课教师如实记入考勤表，

并向辅导员报告。

第二十六条 各学院要建立学生考勤档案，作为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毕

业鉴定、评选先进个人和优秀学生奖学金、以及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依

据。

第二十七条 旷课时数按课表实际上课学时数计算，军训、实习、实训、

课程大作业等独立设置的实践环节，每天按 5学时计。

第二十八条 凡旷课者，取消其当学年各类评优、评奖（含奖学金）资

格，并视旷课学时数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具体按《上

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执行。

第六章 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二十九条 学生应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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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含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成绩合格者取得相应学分。成

绩不合格，不能获得学分，考核成绩和学分均记入成绩册，并归入学籍档

案。

第三十条 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考核成绩的记分方式为百分制或等

级制。均以 A、B+、B、B-、C+、C、C-、F八级记入成绩册。成绩低于 60

分或不及格，记“F”，不能取得该课程的学分。

（一）学分绩点反映学生掌握课程知识的程度和能力，反映学生学习

的质量。考核成绩与学分绩点之间的关系如下：

百分制
90～

100

85～

89

80～

84
75～79

70～

74

65～

69

60～

64

60 以

下

等级制 优秀 良上 良好 良下 中上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成绩记

载
A B+ B B- C+ C C- F

绩点数 4.0 3.5 3.0 2.5 2.0 1.5 1.0 0

注：军事训练和理论、综合实践类项目、形势与政策、课外科技活动、体

育课、通识教育类选修课、素质拓展类项目、辅修专业课程等的记分方式

为（合格/不合格）两级制；不计入学分绩点。

平均学分绩点是学生评定奖学金、授予荣誉称号、选拔优秀生、重新

选择专业、选择辅修专业以及发出学业警示等的重要依据。

学分绩点计算方法如下：

平均学分绩点=∑(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

（二）学生所修读的课程均应参加考核，课程考核可采取多种形式，

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半开卷考试(指定参考书) 、口试、综合练习、综

合设计或实验操作、论文、报告以及技能操作考试等方法。

（三）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体育课学习者，由学生本人申请，持学校

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学生所在学院的初审意见，经基础

部核查同意，可免于跟班上课，但必须参加体育保健课，经考核后给予相

应成绩（按合格、不合格两级分制评定）。

（四）学生思想品德的考核、鉴定，以本规定第三条为主要依据，采

取个人小结、师生民主评议等形式进行综合评定，并记入《学生综合素质

学分记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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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设计（论文）采取综合考查的方式进行考核，由答辩委员

会做出最终成绩评定，并由指导教师写出评语，不计入学分绩点。

第三十一条 学生课程考核不及格，可以参加补考，按学生课程考核规

定执行。

（一）必修课程考核成绩不合格者，不能取得相应课程学分，允许参

加补考。补考一般在下一学期开学前一周内进行，补考成绩采用两级制，

即合格（≥60）和不合格（<60），补考通过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成绩绩

点为 1.0。补考不及格者，必须重新学习，按照学校课程重修管理办法执行。

（二）公共选修课程考核成绩不合格者，不能取得相应选修课程学分，

补考不合格，学生可重新选修或改选（在同组）其他课程学习。

（三）公共体育课为必修课，不合格者要进行重修。学生体育成绩评

定要突出过程管理，可以根据考勤、课内教学、课外锻炼活动和体质健康

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每学期旷课三次或缺课 1/3 以上（含 1/3）者，不予

评定成绩，必须重修。重修安排有困难的，学生本人申请，体育教研室审

核，基础部备案，可限期补考一次。

第三十二条 在校期间参加与课程相应的技能证书考试，成绩合格，取

得相应职业资格或技能证书者，根据学校《关于开展“技能证书认可学分”

和“技能大赛认可学分”工作的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由本人申请，教务

处核实，可冲抵对应课程考核成绩，具体职业资格证书和课程的对应方案

由学院申报至教务处审批备案。

第三十三条 学生一般不得申请缓考。因下列原因不能参加必修课程考

核者，可以申请缓考，但是选修课程不得申请缓考：

（一）因考试时间安排冲突而不能参加某门必修课程的考核；

（二）因病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确实不能参加某门必

修课程的考核；

（三）因特殊原因（如直系亲属亡故等）而不能参加某门必修课程的

考核。

申请缓考者，应事先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经学院院长批准，报教务

处备案。未经批准而擅自缺考者，以旷考论处。因急病、急事来不及事先

提出申请者，应在本门课程考核结束后一天内，持相关证明补办申请缓考

手续，逾期未办者，以旷考论处。课程缓考以一次为限、经批准缓考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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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考核，在下学期开学前随同补考同时进行。缓考成绩计分同该门课正考

成绩计分。缓考不合格，不能取得相应学分，必须重新学习。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成绩以零分记，不能获得相应课程学

分，必须重新学习。

（一）学生必须参加修读课程的一切教学活动，因无故缺课时数累计

超过某课程学期总教学时数的 1/3 及以上、或缺交习题、作业、实验报告

累计超过该门课程作业量的 1/3 及以上，即被取消其该课程（含独立设置

的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资格，并不得参加补考；

（二）学生擅自不参加课程考核，视为旷考，旷考者不得参加补考；

（三）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应按学校有关规定视其违记

或者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律处分，该门课程注明“作弊”并

以零分计。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及留校察看处分，经教育表现良好

确有悔改，可以对该课程给予补考机会。通过该课程考核、方可取得学分。

第三十五条 学生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可以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

课程学习。学生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经学校审核同意后，予以承认。

第三十六条 学校鼓励、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

由此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业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折算

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具体办法按《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关于鼓励和

支持学生自主创业的管理规定（试行）》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学校健全完善学生学业成绩和学籍档案管理制度，真实、

完整地记载、出具学生学业成绩，对通过补考、重修获得的成绩，予以标

注。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获得学分，

应当予以记录。学生重新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件，再次入学的，其

已获得学分，经学院、学校认定，可以予以承认。

第三十八条 学校开展学生诚信教育，以适当方式记录学生学业、学术、

品行等方面的诚信信息，建立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

第七章 转专业与转学

第三十九条 学生应在录取专业完成学业，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

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

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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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可

允许在读学生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

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学校予以优先考虑。

第四十条 一年级学生的转专业必须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放假前三周

提出书面申请，二年级的学生转专业只能转入下一年级。学生转专业须由

本人向原专业所在学院提出申请，经原专业所在学院审核同意、由拟转入

专业所在学院组织进行专业能力测试，经测试合格，拟转入专业所在学院

审核同意后，由原专业所在学院报教务处同意后，对转专业的学生予以公

示，无疑义才能办理转专业手续。

第四十一条 对于转专业的学生，已修读过的课程，若学时及教学要求

基本达到本专业要求者，须提交成绩证明及有关材料，经教务处、主管教

学校长审核批准后，可以免修并承认该课程的学分及成绩；未修读过的课

程，需自修参加补考，成绩等同正考成绩计分。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转专业：

（一）跨科类转专业的（主要是艺术类与非艺术类两大类）；

（二）入学未满一个学期者；

（三）毕业班学生；

（四）通过对口招生，录取时享受过加分政策专业的学生；

（五）按本校有关规定应予退学或开除学籍者。

第四十三条 凡被我校录取的学生，应在本校完成学业。如患病或确有

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按照有

关规定，申请转学。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转学：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二）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

绩的；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四）招生时被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或订单式培养的；

（五）按本校有关规定应予退学或开除学籍的；

（六）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学生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学校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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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协调转学到同层次学校。

第四十五条 学生转学，应由本人向学校提出申请，说明理由，经转出

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审核同意，由转入学校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

认为符合学校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能力的，经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

会议研究决定，可以转入并经过网站公示。由转入学校报上海市教委相关

行政部门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后，办理转学手续。

跨市转学者，还需由上海市教委相关行政部门和相关省教育行政部门，

按转学条件确认后才能办理转学手续。

对转学情况及时进行公示，并在转学完成后 3个月内，由转入学校报

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八章 休学与复学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休学：

（一）因病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须停课治疗休养时

间达学期总教学周数的 1/3 者。

（二）学生因身心健康原因申请休学、需出具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

上医院诊断结果，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经学院院长同意、报教务处批准、

发给休学通知书。学生在休学期间不得擅自来校上课，不能取得学习成绩

和学分。

（三）学生因非健康原因（如自主创业等）需中断学习，可根据学校

相关规定，由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所在学院院长同意，教务处批准

备案。

第四十七条 学生休学期一般每次以一年为期（休学年限最多两年），

休学期计入在校学习年限。

第四十八条 新生和在校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新生需要武装部开具保留入学资格申请，学校保留其入学资

格或者学籍至退役后 2年。

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跨校联合培养项目，在联合培养学校学习期间，

学校同时为其保留学籍。学生保留学籍期间，与其实际所在的部队、学校

等组织建立管理关系。

第四十九条 休学学生必须于批准休学后二周内向学校有关部门办理

休学离校手续，由教务处发给休学证明，学校保留其学籍。休学期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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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在校学习学生待遇。因病休学学生的医疗费按国家及当地的有关规定

处理。约定的保留学籍期满不办理复学手续者，取消学籍。休学期间若有

违法乱纪行为者，取消其复学资格。

第五十条 学生休学期满，应于期满前一个月向教务处提出复学申请，

经学校复查合格后，方可复学。因病休学的学生在申请复学时还应持二级

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

第五十一条 休学学生复学后、学生应保留原有学号，原则上编入原专

业低一级（或二级）班级学习。若原专业已调整或低年级无原专业班级，

可进入相近专业学习。复学学生按复学专业当年收费标准缴费。

第九章 学业预警与退学

第五十二条 学生在1学期中取得的学分不足该学期修读课程总学分的

二分之一应予以试读警告(公选课、重新学习课程不在统计范围内)；第 2

次出现上述情况应予以退学警告。

试读、退学警告每学期进行 1 次，书面通知学生本人；毕业班最后 1

学期不作学业预警。

试读警告和退学警告由二级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统一签发。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予退学处理：

（一）受到试读警告、退学警告后，第三次出现在 1 学期中取得的学分

不足该学期修读课程总学分的二分之一者(公选课、重新学习课程不在

统计范围内)；

（二）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

业者；

（三）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后二周内未向学校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

学经复查不合格者；

（四）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而无法继续在校学习

者；

（五）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育教学活动者；

（六）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者；

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第五十四条 学生退学是学籍处理，不属纪律处分范畴。退学学生，由

学院院长签署意见，教务处审核，校长批准。对退学的学生，由学校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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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证明书，并送交学生本人，同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五十五条 退学学生应在接到学校出具的退学决定书后7天内按规定

办理离校手续并离校。对逾期不办者，在确认退学决定已经送达后，由学

校办理退学手续。对于无法送达者，在校园网公告栏进行公示后，办理退

学手续。退学学生的档案、户口退回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五十六条 已取消学籍或退学的学生，不得申请复学。

第十章 毕业、结业与肄业

第五十七条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

容，成绩合格，并认真参加毕业鉴定，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

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由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第五十八条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

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学生在结业后 2 年内

可申请缴费重新学习原未获得学分的课程，取得学分后，可由结业证书换

发毕业证书，并按换发日期填写毕业证书。对结业的学生（含由结业证书

换发毕业证书者），学校将不授予学士学位。

第五十九条 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虽然修读完教学计划规定内容，

但经考核与审查，思想品德鉴定不合格者，作结业处理，发给结业证书。

可在结业半年后，持用人单位或所在地区的鉴定意见，经学校审核合格后

换发毕业证书。

第六十条 学满 1 学年及以上退学的学生，学校根据已取得的学分发给

肄业证书或者写实性学习证明。受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只出具写实性学

习证明。

第十一章 学业证书管理

第六十一条 学校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式，以及学

生招生录取时填报的个人信息，填写、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

业证书。

学生在校期间变更姓名、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信息的，应当

有合理、充分的理由，并提供有法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文件。学校进行审查，

报请学生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协助核查。

第六十二条 学校严格执行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管理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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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办法，按相关规定及时完成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

第六十三条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学籍的，取消其学籍，

学校不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已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依法予以

追回并撤销。对以作弊、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学校将依法予以撤销。被撤销的学历证书、

学位证书已注册的，学校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

第六十四条 学历证书、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经本人申请，学校核

实后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二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本规定从 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试行。如与上级有关政策

规定相悖，按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020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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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讨论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管理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专业应是我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置并经上海市

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学位的专业。

第三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本科毕业生列入拟授予相应学科学士学位的

审查名单：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品行端正；

（二）达到培养方案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

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它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

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

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一）政治上有公开违背宪法的言行，经说服教育仍坚持不改的；

（二）主修专业平均学分绩点未达 2.0 者；

（三）非计算机类专业学生未通过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

级）者（允许以毕业当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成绩替代）；

计算机类专业学生未通过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或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者。

（四）非外语类专业学生未达到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规定成绩者

（400 分，艺术类专业除外）；外语类专业学生未通过本专业全国专业四级

考试者。

未达到上述规定成绩者分别允许以毕业当年校级英语水平考试合格成

绩和校级外语专业水平考试合格成绩替代。

（五）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认为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

第五条 学士学位授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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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逐个审核学生的课程学分、学习成

绩、毕业论文（设计）、毕业鉴定等材料，提出拟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名

单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名单（逐个注明拟不授予的原因）；

（二）校学位办公室汇总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并投票，对

通过审查者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证书。

（三）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学位审查，须有委员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在学位授予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以超过全体委员半数的表决结果为有效结果。

（四）由学位办公室负责组织向通过审查者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第六条 毕业时未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不再补授。

第七条 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学位

授予规定的情况，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予撤销。

第八条 本细则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校学位办公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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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条例

（讨论稿）

一、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十五至十七人组成，每

届任期一般为四年，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三人，秘书长一人。

委员会下设学位办公室，负责有关学位的日常工作。学位办公室暂设在教

务处。

二、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包括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各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主任及有经验的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教师。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应是教

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聘任由学校确定，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由学校主要负责人担任，并报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备案。

三、学位评定委员会按学院设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各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任期一般为四年。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由学院提

出，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由学位评定委员会

委员担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应为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设秘书一名。

四、学位评定委员会职责

（一）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二）做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三）对学位授予中有争议的问题和其他有关学位授予的问题有裁决

权；

（四）审定本校授予学位的文件并检查执行情况；

五、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职责

（一）审查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二）审查学士学位的申请，提出是否同意授予学士学位的建议，提

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提出撤销因违反规定授予学位或错授学位的建议，报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批表决；

六、 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有效工作对保证我校的学

位授予质量至关重要。凡因某种原因，无力承担此项工作的成员应及时进

行调整，调整的程序按产生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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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的有关规定

为稳定教学秩序、严肃教学纪律、规范教学管理，预防教学工作中各

类事故的发生，并使已发生的各类教学事故能得到及时、有效、妥善的认

定和处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教学事故的定义和分级

（一）由于教师、教学管理人员、为教学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此三

种人员以下总体简称为“有关人员”）的直接或间接责任，导致影响正常教

学活动和教学管理的事件，称为教学事故。对教学事故应负直接或间接责

任的有关人员，称为教学事故责任人（以下简称“事故责任人”或“责任

人”）。

（二）根据教学事故发生的情节和造成的后果，分为一级教学事故、

二级教学事故和三级教学事故。

第二章 教学事故的认定

（一）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均属于一级教学事故：

1.在教学活动中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分裂、思想内容不

健康的言论，造成恶劣影响；

2.对学生实行体罚或使用辱骂性语言；

3.收受学生或学生家长钱物等贿赂；

4.利用工作之便以任何方式直接或变相向学生泄露考试试题或答案；

5.由于工作过失造成试卷被盗或试题泄密；

6.随意修改学生的考试分数，私自为学生加分或扣分；

7.监考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帮助考生答题或暗示、协助学生作弊；

8.擅自对不合格或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学历文凭；

9.帮助学生伪造假证件或提供虚假学历、学籍、成绩证明；

10.严重败坏教师声誉的其它失德行为。

（二）凡发生以下情况之一，均属于二级教学事故：

1.任课教师未经批准，擅自调课、代课、停课达到 1学时；

2.任课教师上课迟到、提前下课、中途离开教学场地达到 20分钟；

3.任课教师按课程教学要求应向学生布置作业，但实际上从未布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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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4.在指导学生毕业实践（综合训练）过程中，由于指导教师未按要求

指导学生或对工作不负责任，导致学生不能按时完成规定的毕业实践（综

合训练）任务；

5.在教学活动中因教师擅离岗位或指导失误造成学生受伤必须就医，

或造成财产损失 1000 元（含）以上；

6.有关人员组织考试时错发试卷，且未及时纠正，造成一定后果；

7.监考人员擅自找人代监考，或迟到 20分钟（含）以上未到达监考岗

位，或擅自离岗，造成考场内无人监考；

8.监考人员对已发现有作弊行为的学生不当场认定并作出处理，不报

告主考；

9.命题人员未按规定要求编制考题，命题出现明显错误，导致考试无

法正常进行；

10.由于回收、保管不当，造成考生试卷丢失；

11.未经批准，擅自剥夺考生的考试权利；

12.有关人员丢失学生原始成绩，造成教学档案遗失或严重损坏而无法

辨认；

13.有关人员因工作疏忽，造成未及时采购，导致开课一周后按种类计

仍缺供教材 15%（含）以上，影响学生正常学习和正常教学秩序；

14.有关人员由于工作疏忽，造成教室、实验室等教学场所仪器设备被

盗；

15.违反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擅自向学生收取各类费用。

（三）凡发生以下情况之一，均属于三级教学事故：

1．任课教师在上课期间、监考人员在监考期间使用通讯工具或电子产

品；

2．任课教师开课后第二周内仍未向所在学院（部）递交课程授课计划

表；

3．任课教师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课表规定的教学地点；

4．任课教师向学生布置了书面作业却从未批改过作业，或遗失学生作

业 10%（含）以上；

5．任课教师上课迟到、提前下课、中途离开教学场地 10 分钟，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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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累计达二次；

6．任课教师对学生严重违反课堂教学纪律的行为不制止，放任课堂秩

序混乱，造成一定后果；

7．任课教师强行向学生推销书籍或其它商品；

8． 有关人员因工作疏忽造成未及时采购，导致开课一周后按种类计

仍缺供教材 10%（含）以上，影响学生正常学习和正常教学秩序；

9．命题人员未按规定要求编制考题，导致考试现场出现全体学生在规

定考试时间的一半时间之内，都已完成答题并交卷；

10．监考人员不认真检查学生证件、未按规定安排考生座位，或监考

失责、放任考生违反考场纪律不加阻止；

11．监考人员迟到 10分钟未到达监考岗位；或在考场内看书看报、交

谈、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

12．阅卷教师未按规定时限完成试卷评阅和（或）成绩上报，而影响

了成绩管理工作的正常进程；

13．有关人员由于工作疏忽，学生成绩登记的差错率超过千分之一（含）。

第三章 教学事故的处理

（一）事故责任人所属部门应及时查清事实，并按一事一表的方式填

写《教学事故登记表》。登记时应明确责任人，记载查实情况，并由责任人

所属部门负责人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后交教务处；

（二）教务处在接表后两天内核实情况并报分管院长审批、签发《教

学事故通知单》；

（三）《教学事故通知单》原件存教务处并按要求归档，复印件送责任

人所属部门、人事处及责任人各一份。

（四）一级教学事故的处理

1．触犯国家法律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2．对情节严重，不思悔改的责任人，学校解除对其的聘用合同（或协

议）；

3．责任人应写出书面检查，学校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并全校通报；

4．责任人的年度考核结果应为不合格，并取消本年度各类评先进、晋

级、晋升资；

5．停发责任人学期奖金和与事故相关的课时、监考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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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一轮责任人应聘岗位时，应予以低聘或不予聘用。

（五）二级教学事故的处理

1．责任人应写出书面检查，学校给予责任人全校通报批评；

2．责任人的年度考核不能评为优秀，并取消本年度各类评先进、晋级、

晋升资格；

3．停发责任人与事故相关的课时、监考津贴。

4．下一轮责任人应聘岗位时，职务不予提升；

（六）三级教学事故的处理

1．由责任人所属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2．责任人的年度考核不能评为优秀，并取消本年度各类评先进资格；

第四章 附则

（一）若事故责任人对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有不同意见，可在接到《教

学事故通知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出申诉。

（二）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其他有关

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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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讨论稿）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

为保障各类国家教育考试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类课程考试工作的顺利进

行，及时预防和有效处理考试过程中的突发公共事件，特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

本预案以教育部《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为依据，从保

证广大考生利益，维护考试公平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学校应急处置机

制，提高应急处理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损害程度，保障校园的安全与稳定。

（三）适用范围

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特指各类国家教育考试和学校组织的各类考试中，

在命题组织管理和试卷印刷、运送、保管等环节出现的泄密事件，以及在

考试实施、评卷组织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违规事件。

二、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成立学校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学校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相

关工作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教务处处长、人事处处长、继续教育学院院

长担任。

成立学校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工作组成员由党委办

公室、校长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后保处、宣传部、纪检办等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组成；其他相关单位负责协同配合。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日常工作由教务处承担，以教工为主体的考试工作由人事处承担，设计成

人教育的考试工作由继续教育学院承担。

（二）工作组主要职责

负责协调处理国家统一考试和学校统一考试命题、保密等考务工作中

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确认或协助确认事件等级；启动相应预案，采取相

应处置措施；决定对外公布、公开与事件有关信息的口径及发布时间、方

式等；报请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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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信息沟通机制

考试期间，各学院（部）或考点要成立应急工作小组，建立健全考试

信息沟通机制，实行突发事件逐级报告制度，快速有效应对各类考试突发

事件。

三、等级确认

根据事件危害程度，学校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分为重大事件和一般事

件两个等级。

（一）重大事件包括：

1．考试期间发生战争、地震、台风、洪水、火灾或其他不可预见的自

然灾害。

2．考试期间发生突发性恐怖事件或大面积爆发传染病。

3．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或故障、考试组织和管理或其他原因，导致试

卷不能按时运抵考点或大量考生无法按时到达考点。

4．命题、印刷、运输、考前保管等环节发生试卷被盗、丢失、被私自

拆启或其他原因造成泄密。

5．考试期间发生考生集体作弊，集体罢考，集体闹事，围攻、冲击考

点，殴打考点工作人员，或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受到严重威胁，损毁公共财

产等情况导致考场秩序严重混乱，管理失控。

6．他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

（二）一般事件包括：

1．试卷启封后，发现试卷科目与本场考试科目不符，或者试卷数量与

考场编排不符，或者试卷有缺页、漏印、重影、损坏等情况。

2．考试过程中，发现试卷试题出现明显错误。

3．语言听力考试过程中，出现内容明显错误、语音介质放音不正常或

语音设备发生故障。

4．考试过程中，考点突然停电。

5．考试过程中，考试计算机出现病毒或软件故障；或者局域网出现中

断、病毒或软件故障等。

6．考试期间个别学生突发重大疾病。

7．考试期间考生违规违纪导致考点秩序混乱，或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受

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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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不可预测的一般事件。

四、应急措施

（一）在各类国家教育考试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类课程考试过程中发生

重大事件，考点或学校应立即向应急处置工作组和学校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学校应立即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必要时还应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同时，做好重大事件情况处理记录。

（二）考试期间发生战争、突发性恐怖事件、自然灾害或大面积爆发

传染病时，应急处置工作组和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和上级部

门要求做出停考、缓考或其他处置措施。在考试过程中发生自燃灾害，学

校应妥善疏散、安置考生，配合地方政府帮助考生解决食、宿、交通问题，

将自燃灾害的损失降至最低。在考试过程中爆发传染病，学校应配合地方

政府和卫生防御部门，实行考点隔离、人员隔离或采取地方政府、卫生防

御部门要求的其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三）由于自燃灾害、交通事故或故障、考试组织和管理或其他原因，

导致试卷不能按时运抵考点或者大量考生无法按时到达考点时，应急处置

工作组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处理意见。应采取措施安抚考生情绪，将

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应急处置工作组应请示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以下

决定：该次考试延时；保留该批学生该次考试资格，顺延至下次考试时，

免费参加该科目考试；该批学生该次考试资格作废。

（四）由于试卷在命题、印刷、运输、考前保管等环节发生被盗、丢

失、被私自拆启或其他原因造成泄密时，应急处理工作组和各相关单位应

立即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并协助进行泄密事件调查。

如果在命题过程中发生试题泄密，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以下决定：启用第二套备用试卷；重新命题，另外安排考试时间。

如果在试卷印制、运输或保管期间发生试卷被盗、丢失、被私自提前

拆启或其他原因造成试题泄密，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以

下决定：启用备用试题重新印制，考试照常举行；重新命题，另外安排考

试时间；已考科目成绩无效。

（五）考试期间发生考生集体作弊，集体罢考，集体闹事，围攻，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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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考点，殴打考点工作人员，损毁公共财产等情况导致考点秩序混乱，管

理失控时，应采取措施尽量阻止事态蔓延，安抚考生情绪，将负面影响降

至最低。

如果在考试过程中发生集体作弊、考场秩序失控、集体罢考等情况时，

应对考生进行劝解和教育，终止该场考试，并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考试规

定进行详细记录和处理。

如果在考试过程中发生集体闹事，围攻、冲击学校考点，殴打学校考

点工作人员，损毁公共财产等情况时，应对考生进行劝解和教育，终止该

场考试，不准涉案人员离开考场，并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考试规定进行详

细记录和处理。同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六）在各类国家教育考试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类课程考试过程中发生

一般事件，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按照国家或

学校有关考试规定做好情况记录。应急处理工作组应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

要求制定处理方案，通知考点采取相应措施。

试卷启封后，发现试卷科目与本场考试科目不符，或者试卷数量与考

场编排不符，或者试卷有缺页、漏印、重影、损坏等情况时，应急处理工

作组应通知考点根据实际情况启用、复印备用试卷，补足考生因此而耽误

的考试时间，同时做好考生安抚工作。

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试卷试题出现明显错误，语言听力考试过程中，

出现内容明显错误、语音介质放音不正常或语音设备发生故障时，应急处

置工作组在接到更正通知后，应及时通知考点和相关考生；如果有考生在

试卷更正前交卷，应在其试卷上需更正的题目旁边注明“更正前交卷”字

样，并按照国家或学校有关考试规定做好情况记录。

（七）考试过程中考点突然停电时，各考点应做好考生安抚工作。如

果停电不影响考生考试，考试应正常进行。如果停电影响考生考试，应立

即启用备用电源，保证考试正常进行。如果属于区域大面积停电，应急处

理工作组应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确认恢复供电时间。学校应急领导小组

或应急处置工作组应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后，做出以下决定：该次考试延时；

保留该批学生该次考试资格，另找时间举行该科目考试。

如果考试微机出现死机、掉线、病毒或软件故障时，各考点应做好考

生安抚工作。监考教师应立即安排考生在备份机上进行考试，并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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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补足考生因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同时做好情况记录。

如果局域网出现中断、病毒或软件故障等情况，应急处置工作组应安

排相关技术人员尽力排除故障。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后，

做出以下决定：该次考试延时；保留该批学生该次考试资格，另找时间举

行该科目考试。

（八）发生其他不可预测的重大或一般事件时，应采取必要措施，将

不利因素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九）发生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时，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急处置工

作组和相关考务人员应根据事情等级和危害程度，亲临现场进行指挥和处

置。

（十）考试安全类突发事件的对外新闻发布工作由党委宣传部归口负

责。考试期间不接待新闻单位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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