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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生源质量偏弱生源质量偏弱
学生心理教育须重视学生心理教育须重视

有媒体曾对三省六市100
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高
达73.08%的企业认为目前最
大的难题就是“技术人才的
缺乏”。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
重要地位。”2019年 1月国务
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中，开宗明义地点明
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社会公众普遍还是对职教
生存有偏见。生源质量偏弱、
学生心理教育缺失等仍是职业
教育不容回避的痛点。

王宇是一所西部地区重点
技工院校的高级讲师，在她30
年的教学经历里，上课时被学
生扰乱课堂秩序是“家常便
饭”，学生跟老师顶嘴的事也屡
见不鲜。

“学生轻则上课睡觉、聊
天、玩手机，重则打架、发生校
园霸凌事件。”分析起职业学校
学生难以管教的原因，王宇认
为，除了简单的“学习不好”外，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都
存在心理问题。

王宇告诉记者，一个50人
的班级，农村孩子占九成以上，
不少学生都是被隔代人抚养长
大，有些甚至是在亲戚家长大，

“在以成绩论英雄的应试教育
模式下，很多学生在初高中时
就因学习不好被老师、同学和
家长厌弃，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欠佳，来到职业学校后，从心态
上就放弃了自己。”在王宇看
来，职业学校应该加大对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只有让
学生增加自我认可感，才能根
本性地解决一些行为模式出现

的问题。
记者注意到，2019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
扩招100万人；2020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又提出，2020年、
2021 年两年高职院校扩招
200万人，这足以证明职业教
育愈发受到国家重视。

“招生情况依旧不容乐
观，因为高中和大学也在扩
招。学校生源目前仍以农村
孩子为主，城市里的孩子万不
得已才会选择职业学校。”王
宇说。

教师薪资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教师薪资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高新技能专业师资力量匮乏高新技能专业师资力量匮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
仅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普遍受到
社会偏见歧视，就连职业学校
的老师也处于教师体系“鄙视
链”的下游。

川妹子翟晨2016年硕士
毕业后，选择进入重庆一所职
业技术学校就职，但就在近
日，翟晨向学校递交了辞呈。
待遇差、上升空间小、社会认
可度低是她离职的重要原因。

“我们基本工资很低，只
能靠课时费赚钱，可就算每天
上到五至六节课，一个月到手
也就4000元出头。一些教龄
超过20年，职称已经是高级
讲师的老教师，工资也就比年
轻教师高几百元。”翟晨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虽然这两年
职业技术学校提高了教师入
职的门槛，但优秀的老师普
遍留不住，年轻教师离职率
非常高。“出去学习和培训时，
提起自己是一位职业学校的
老师，会感到难以启齿。”翟晨
坦言道。

记者采访后获悉，一些职
业技术学校是自负盈亏的模
式，教师工资主要来源于学生
的学费。因此，为了提高学校

营收，除教学压力外，教师身上
还背有招生任务。

“每个老师都被安排了招
生指标，完不成还要扣钱。现
在很多青年教师都在‘挤破头’
往初高中或企事业单位考，人
才流失很严重。”翟晨说。

2018年 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其中
提出全面提高职业院校教师
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
的教师队伍。

《意见》提出，切实推进职
业院校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
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建立
企业经营管理者、技术能手与
职业院校管理者、骨干教师相
互兼职制度。

“职业院校的老师与普通
院校的老师有点不一样。职业
教育是以技术实践和产业发展
为导向，因此对教师的要求不
仅仅局限于理论教学能力，更
要求实践教学的能力。所谓双
师型，就是老师既持有教师资
格证，又有技师证书。”王宇说。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抽取天津、吉林、浙江、江西、云
南、宁夏6个省市区，组织开展
了实地督查。

4月21日，教育部网站公
布了督查发现6个省市区存在
7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其中就
包括“职业教育‘双师型’教
师占比较低，教师待遇落实
有差距”。

记者注意到，在 2019 年
10月印发的《深化新时代职业
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将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投入的
支持重点，现代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进一步向教师队伍建
设倾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

适时提高职业技术师范专业生
均拨款标准，提升师范教育保
障水平。

此外，还需留意的是，在
双循环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
的要求会更高，势必需要职校
培养大量的复合型产业技能
人才。

但据翟晨透露，学校招生
简章上提到部分高新技能专业
基本形同虚设，因为师资力量
匮乏，“根本没有老师来教学”。

产教融合进程慢产教融合进程慢，，企业缺少企业缺少
课程和实训设计话语权课程和实训设计话语权

要问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答案必
然是对学生实操能力的培养。

实操二字，一方面意味着
更多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意味
着职业教育如果单靠职校的力
量难以提高培养质量，还需要
跟市场和企业紧密结合。

记者了解到，在投入保障
上，2004年，财政部与教育部
联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实训
基地建设计划，重点支持紧
缺专业建设实训基地。2012
年以后，我国又大幅增加对
职业学校的资金投入力度，
提高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保证学校的运转经费；但
在校企合作上，仍有不少堵
点待打通。

“我们会给学校‘下订单’，
要求学校定向培养一些专业的
技能人才，但是这些学生很难
满足‘毕业即上岗’的要求。学
生在学校学的跟我们企业需要
的仍存在差距。”一家中部地区
装备制造企业相关负责人如是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认为，上述情况的出
现，是由于企业在学校的课程、
实习等安排中缺乏话语权。

“企业在职业院校开课需

要成本，如果职业学校与之无
关的必修课太多，针对实操的
训练课安排得又太少，那企业
就得在成本核算上有所顾虑。”
储朝晖提醒，未来发展职业教
育应该注意两大关键点：一是
充足的经费投入；二是职业教
育要与市场亲和，依法保障其
市场的主体权利，而不能成为
政府的下属机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推进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是发展高质量
的职业教育的必然选择。虽
然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出台意
见、下发文件，强调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的重要性，但具体到
落实，却存在概念多于实质、
流于形式的问题。

熊丙奇认为，职业教育要
办出特色和高质量，唯有走类
型教育之路，否则，如果仍把职
业教育作为低于普通教育的

“层次教育”，参照普通教育模
式办学，职业教育将更加被边
缘化，这将影响我国整体教育
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并保
障质量。

“由于缺乏有力的统筹管
理，发展职业教育存在多头管
理、政出多门、各自为战、资源
配置效率低的问题，这需要从
制度设计上加以理顺。”熊丙
奇说。

1998年版《新华字典》中，
关于“前途”一词，释义了这样
一段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
学，李平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
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
有光明的前途。”

眼下，随着职业教育受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
期待职业教育发展不断完
善。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将会
有更多“大国工匠”出现，书写
更多“技能点亮光明前途”的
精彩故事。

产教融合会使职业教育冲破偏见吗产教融合会使职业教育冲破偏见吗
“等你长大了想做什么？”“科学家、企业家、医生、教师

……”在孩子们心中，受大众尊敬的职业才有吸引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职业学校”“学门手艺进工厂”在

许多中国家长的心中代表着教育的失败，也折射出不少人至

今仍对职业教育存在着偏见。

不过，随着国家层面制定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启动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试点，实施职业

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一系列重大举措正在推动职业

教育迈上新台阶。

“十四五”规划强调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提出要加强创新

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

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职业教育的现状如何？还有哪些痛点堵点亟待解决？

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4月14日，江西工程学院新余市仙女湖校区科技园

内，大学生在智能制造实训车间利用工业机器人进行实际

操作。 人民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