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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炜

职教高考的开通，预
示着我国进入技能型社
会，研究型和应用型教育
将在不同领域平分秋色。
在某些方面，一技之长可
能比学历更重要，如何从
小发现孩子的优势和特
长，进而针对性的进行引
导和培养，将成为每个家
庭的必修课。

近日，教育部就“关于降低中专

生进入高等院校进行全日制教育

门槛的建议”做出答复：将继续贯彻

落实党中央对于职业教育改革的

政策部署，进一步强化中等职业教

育基础作用，规范长学制技术技能

人才贯通培养，严格执行技能拔尖

人才免试入学条件，逐步建立“职教

高考”制度，使中职毕业生享有更多

样的教育选择和更畅通的学业提升

通道。

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

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早在2020年7月30日，中办、国办印

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

要因地制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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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

育，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

本科教育。《意见》明确，职教高考也

就是职业教育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

试，与现行的高考并行，没有主次之

分。职教高考的制度轨道铺设完

毕，蓄势待发，我国高考制度，普通

高考和职教高考“双车道”时代已经

到来。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

选拔人才的通道单一狭窄，只有一

种曾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高考制度即普通高考（夏季高考）。

以往由于我们的经济有限，无奈选

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标准化的

教育和选拔模式，而对于多样化、个

性化培养力不从心，只能望洋兴

叹。如今，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以

及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渴求，新的

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作为从2012年开始实施春季高

考的规模最大的省份山东，从 2022

年起，春季高考将升级为职教高考，

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

生办法，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在录取

中所占权重原则上不低于50%。这

是一个极其令人鼓舞、值得击节称

赞的有益尝试。

职教高考让中职生拥有接受更

高层次教育的机会。随着“中职—

高职—职教本科”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的建立，各级各类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成长空间和发展通道逐渐打通

和拓宽，中职生也能获得更好的发

展空间。

职教高考有利于引导中职学校

调整办学方向，形成“升学与就业并

重”的办学思路。中职学校可以以

职教高考为重要抓手，不断深化“三

教”改革，着力实施“三全育人”，加

强学校管理，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职教高考有望扭转社会公众对

职业教育的偏见。长期以来，很多人

将中职生视同“差生”，中职学校抓升

学教育也备受质疑。职教高考回应

了社会的关切，采取“文化素质+职

业技能”的招生方式，注重以人为

本，可以让每一名中职生都能理直

气壮地抬起头、挺起胸，重拾自信，

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精

彩，铸就未来绚烂的人生之路。

目前，各地进行的“职教高考”

虽然尚处探索和试点阶段，但其带

来的效应是明显的。随着职教高考

制度的不断完善，它对推动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高考改革乃至教育

生态的建构等，必将产生十分积极

和深远的影响。

《意见》明确指出，预计到 2025

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也

就是说，2025 年大部分地区将开通

职教高考。我们该如何未雨绸缪，

提早规划呢？第一要重视基础教

育，培养好基础学科能力是十分必

须的，即使是职教高考，也是给那些

专业技术过硬，基础知识扎实的孩

子准备的。第二，要尽早地发现和

培养孩子的特长，不论是通过特长

降分进入名校，还是选择和特长相

关的职业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孩子

的优势选择更适合的赛道。普高和

职教的选择没有谁更好，只有适合

与否。

职教高考的开通，预示着我国

进入技能型社会，研究型和应用型

教育将在不同领域平分秋色。在某

些方面，一技之长可能比学历更重

要，如何从小发现孩子的优势和特

长，进而针对性的进行引导和培养，

将成为每个家庭的必修课。

在此，要特别进言那些成绩不

冒尖，或是不适应现今应试体制和

升学模式的孩子，与其等到高中毕

业无法考上好大学，又无可以谋生

的技能而面临困境，倒不如提前选

择一所适合自己的中专学校，学得

一技之长，加上自身的努力，未来同

样可以和名牌大学毕业生殊途同

归，甚至前途更好。

张开双臂迎接普通高考和职教高考
“双车道”时代的到来

来
论

湖北嘉鱼 汪昌莲

北京大学“全国高校
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
题组于2021年6月起对高
校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样本包括东、中、西部
地区19个省份的34所高
校，样本量超过2万人。调
查显示，2021年“慢就业”
“缓就业”“懒就业”的就业
观念略有增加，有7.9%的
毕业生选择了“不就业拟
升学”或“其他暂不就业”，
比2019年提高了1.8个百
分点。如果这些毕业生选
择积极就业，那么总体落
实率还会进一步地提高。
（1 月 5 日《每日经济新
闻》）

必须正视的是，“慢就业”现象

的背后，折射出了当今大学毕业生

的一种就业困境和焦虑。比如，最

近湖北一家文化事业单位面向全省

大学毕业生招录4名工作人员。谁

料最终报考者仅9人。然而，在理性

分析大学毕业生弃考原因之后，他

们也就释然了。起薪不到2600元，

无法承担基本的生活开销，因此，这

样的“业”宁可不就。事实上，如今

就业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在

择业时，更多的是考虑专业对路和

薪酬合理。因此，不仅仅是大学毕

业生“慢就业”，农民工也开始觉醒，

一改过去盲目就业的习惯，用冷静、

理性的选择，去维护自己的劳动权

益。每年年初席卷全国的“民工

荒”，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吗？可

见，面对“慢就业”现象，需正视其背

后的多重诉求，应给予“慢就业”者

更多的宽容和理解。特别是，“慢就

业”还须一个“慢环境”。国家和地

方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为大学毕业

生提供专业对口、薪酬合理的就业

机会。要落实普惠政策，加快推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工资倍增

计划”，缩小行业差距。只有这样，

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才会逐渐

消失，才能让更多民众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

正视“慢就业”背后的
多重诉求

湖北嘉鱼 张西流

8 月 8 日早上，包头
一小区居民家中发生火
灾，浓烟滚滚。最先发现
的，是恰好在马路对面的
15 岁少年聂子椋、刘瑞
欣。报警，挨家挨户敲门
叫醒居民，指挥他们拿湿
毛巾捂住口鼻弯腰逃生，
随后又十余次往返火场，
冒险救出两个孩子一位老
人……两个少年的举动救
了一楼人，也震撼了一座
城！挺身而出、有勇有谋，
这就是少年强！（1月3日
《北京青年报》）

众所周知，在中小学校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及生命安全教育，是一

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工作贵在平常，

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现实情况却

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一旦遇到险

情，如何应急自救，居然成为一道

“生命难题”，更谈不上救助他人，折

射出了学校生命安全教育的严重缺

失。如此语境下，面对突如其来的

火灾，包头两名少年进行“教科书式

救援”，救了一楼人，不仅震撼一座

城，而且给学校、家庭、乃至全社会

带来有益启示。

普及生命安全教育，应成为学

校亟须补上的“必修课”；全面系统

地编写应急教育教材，才是对在校

学生进行生命安全教育的关键。在

此基础上，生命安全教育，应进入社

会各个阶层，让应急技能贯穿人生

的始终。比如，在小学阶段就开始

设置预防雷电知识课，让孩子们自

小就学会保护自己，而且还要教会

他们如何规避各类意外风险。通过

生命安全教育，体现以人为本的教

育原则，促进人的自然生存和社会

生存能力的提升，有效地预防意外

人身伤害，将影响程度降至最低，为

每个家庭的幸福和谐提供坚强的

保障。

两少年“救了一楼人”
是堂生命教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