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社会经纬社会经纬
责编：彭训文 邮箱：wanfenglin596@163.com

2021年11月8日 星期一2021年11月8日 星期一

新视角

破解“重普轻职”，就业改变命运

山东小伙修晨今年从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进
入某车企从事汽车装配工作。自称从小在学校没有存在
感的他，已成为同龄人中的“隐形冠军”。修晨觉得，当
初主动选择读职业学校是明智的。

初中三年级时，修晨的学习成绩一直徘徊在考取普
通高中的边缘。“当时刚好有‘3+4’招生，我和家人商
量以后决定报考中职学校。”修晨说。

所谓“3+4”，是一种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普通教育
相贯通的试点学制。学生前3年在中职学校学习，通过专
业技能+文化理论的转段测评后，后4年可以进入与中职
学校联合办学的本科院校就读应用型专业。修晨认为，
正是职普贯通的升学机制让他获得提升学历、改变命运
的机会。

针对 《意见》 提出的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
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增优等内容，北京师范大学职业
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赵志群表示：“职业教育强调动手
实践能力，普通教育侧重于抽象思维能力。加快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探索出专业技能与文化素质并重的考
试办法，有助于让动手实践能力强于抽象思维能力的职
校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有助于促进教育
公平。”

提起职业教育，60 多岁的老孙还记得年轻时的经
历。“我当时在农村老家割草喂羊，有一天听说西安的
技校要来村里招生，特别兴奋。”老孙和几个同龄伙伴
一起复习备考，遗憾的是，最终因招生名额有限未能
如愿。

“当年谁要是能学一门手艺，进厂做工人，那真是脸
上有光。”老孙的话不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制造业工
人曾是年轻人理想的求职目标。但如今在老孙女儿眼
中，顺利进入普通高中，通过高考升入理想大学，才是
孩子成才要走的“正道”。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本是两种并行的教育类型，两
条路怎么走成了单行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家长
认为就读职业学校是“失败者”的被迫选择。北京某中
学初三年级班主任玉洁发现，在帮助孩子升入普通高
中这条路上，家长们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很少在
中考前主动咨询中职学校的招生信息。“大部分家长都
会将升学和就业与普通教育相关联，职业教育很少在他
们的考虑范围内。”

一边是家长们对职业教育“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
作”的怀疑，另一边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
国过程中对高技能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高达 1900 万
人，到2025年这一数字可能会接近3000万。职业教育对
生源的吸引力不足，明显不利于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足
够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赵志群认为：“接受职业教育并不意味着‘低人一
等’，在就业方面甚至更有优势。家长们要尽快转变

‘重普轻职’的观念，以务实而长远的眼光看待孩子的求
学路。”

强化校企协作，助力学生成才

让学生真正掌握专业技能是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
如何培养有真才实学的能工巧匠？记者听受访者反复提
到一个关键主体：企业。

“在中职上学的时候，实训课用到的模型就是一些车
企提供的。大三时我到企业里实习，学到的东西比前两
年在课堂上多得多。”修晨认为企业是学本领的“第一课
堂”。湖南信息学院财务管理系老师何翀敏也认为，理想
的教学方式是由专业课老师带队，带领学生进入企业的
财会工作场景，在实习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

在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德国，企业与学校联合
开展职业教育的“双元制”培养体系，成功向各个行业
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企业承担了七
成左右的培养任务，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被紧密联系在
一起。

“企业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源头，什么样的岗位需要
人、需要什么样的人，企业最清楚答案。”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杨欣斌认为，校企协作是助力学生成才的
关键培养机制。近年来，深职院与华为、比亚迪等企业
深度合作，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让
学生在与企业同步更新的教学设备上，动手解决企业面
临的现实问题。

赵志群指出，对企业而言，校企协作看似是净投

入，实则能够节省招聘成本，为自身发展储备一批“来
即能战”的人才。职业学校在双方合作中，要敢于对理
论和实践教学占比做出灵活调整，同时也要切实保护学
生的实习实践权益。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刘兰明认为，要提升
职业教育在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根本方法是办好
一批解决企业实际需求、教学质量高、就业前景好的本
科层次职业院校。

革新教育模式，完善支持机制

作为一名刚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老师，何翀敏坦
言，在应用型高校授课还有需要适应的地方，“起初我上
课比较侧重于讲理论知识，但发现同学们对能够直接用
于工作的方法更感兴趣”。

要想提升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需要一批“双师
型”教师 （通常指教师既具备理论教学素质又具备实践
教学素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从
2019年起，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人员中公开招
聘。这意味着企业技术技能人才有望成为职教师资的主
要来源。

“拥有职业技能的企业人才并不一定具备教学能力，
因此不能直接把他们认证为合格的职教教师。”赵志群表
示，当前各地对于“双师型”教师资格的认定方式并不
完全相同，只有统一认证标准后，才能建立专业评估、
教学能力测试等认证流程。

但是，如何吸引企业工作者到职校任教也是一个课
题。“成熟的技术骨干对于企业来说是宝贵财富，而一般
来说，职校能够为教师提供的薪资待遇又比不上企业。
让一线人才全职到职校任教，可能会加剧产业人才紧缺
的困境。”赵志群认为，“双师”培育要实现校企“双向
奔赴”，既支持职校教师定期到企业培训，也要完善校企
互聘等机制，允许企业人员灵活从教。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职业院校不得不开展在
线教学。但不少教师反映，理论课程从面授迁移至线
上较为顺利，实习实训教学则受到较大冲击。调查
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的院校实习教学和实训教学开
展比例不足一半，超过 1/3 的院校完全没有开展实习
教学。

对此，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韩锡斌认为，信息
化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线上线下
融合的混合教学是未来职业教育教学的新模式。利用
虚拟现实、算法模拟等技术构建的虚拟仿真实训系
统，可以在 5G 技术的支撑下，为学生创造线上的实践
环境。

“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具有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成
本投入大、开发周期长等难点，需要在产教融合和校企
合作中推进建设。”韩锡斌表示，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
展，需要学校、企业、社区、政府、研究机构的多方参
与，培育常态化的支持机制。

“职业教育是授人以渔。我们期待通过‘职教一人，
就业一个，富裕一家’的方式，努力让每个人都有出彩
的机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许建领说。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
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
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
要职责。当前，中国拥有 1.13 万所职业学
校、3088 万名在校生，已建成世界规模最
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实现历史性
跨越。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十三
五”期间，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
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服务
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校开设的专业和
专业点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每年培
养1000万名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
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
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职业教育
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前不久，中
办、国办印发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就是着眼于破除改革发
展障碍、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步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引
力至关重要。长期以来，重普通教育、轻
职业教育的观念较为普遍，还有一些职业
学校按照办普通教育的方式办职业教育，
盲目追求大而全，淡化人才培养特色，偏
离发展定位。《意见》提出因地制宜、统筹
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求

通过推动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促
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加强各学段普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打通；加快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推进高等职业教育
提质培优，实施好“双高计划”，集中力量
建设一批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等。
这些措施都十分有利于激发职业学校发展
动力，推动职业教育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同频共振，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和
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新需求，有利于

职业教育迸发出更强劲的生机活力。《意
见》 提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
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鼓励学校开设
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支持
企业技术骨干到学校从教，推进固定岗与
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等。只有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才
能确保学生真正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培
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目前，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就业、落
户、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的
通道正在打通。近年来，国家层面和许多

地方都已出台文件，支持企业对职业技术
人才进行职称评定，薪资待遇也在一定程
度上与其挂钩。随着文化水平和实操能力
得到双重提升，就业保障不断完善以及发
展前景逐渐广阔，越来越多学生逐渐愿意
进入职校。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展
望未来，进一步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各
行各业必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孩子明年要参加中考，成绩一直提不上去，送他读职
高，也是一种选择。”河南洛阳的方先生说起儿子升学，有
了新打算。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

到2025年基本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2035年职业教育
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的总体目标，为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按
下“加速键”。

那么，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从顶层设
计到愿景落地，职业教育该如何走好每一步？

提升职校吸引力、完善职普融通、加强校企协作——

努力让每个人都有出彩机会
本报记者 朱金宜

推动职业教育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王晶玥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容要点

◆ 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因地制宜、统筹推
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加快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公平
公正。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及时总结中国
特色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制度模式。

◆ 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优先
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
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
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学前、护理、康
养、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的专业，改造升级钢
铁冶金、化工医药、建筑工程、轻纺制造等一
批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
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
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
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 丰富职业学校办学形态。职业学校要积极与
优质企业开展双边多边技术协作，共建技术技
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大学科技
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服务地方中
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推动职业学校
在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基地、企业在职业学校建
设培养培训基地。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
院、企业学院，延伸职业学校办学空间。

◆ 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全方位践行世界技
能组织2025战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鼓励开放大学建设海
外学习中心，推进职业教育涉外行业组织建
设，实施职业学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高技能
领军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境外培训计划。积极
承办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办好办实中国－东盟
教育交流周，形成一批教育交流、技能交流和
人文交流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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