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制度改革，根本目的在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使其学有所长、学有所用。招生
制度改革从何下手？职业教育困局如何突破？在推行素质教育方面，不少教育界代表委
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今日点题
【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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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什什么么报报完完本本科科才才能能轮轮到到职职校校
多位代表指出，应改变职业教育是等而下之选择的观念

有观点认为，应当鼓励三本
学校向高职转型。“三本院校本
身有自主权，不仅仅要鼓励三本
转向职业教育，甚至一般普通本
科也应该鼓励。”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沈琪芳说，如果一所学校的办学
能力、特色、水平更适合培养这
种类型的人才的话，即使不完全
转，至少在人才培养的方向、目
标上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对此，龚克持不同观点，他
说，三本院校是有办学自主权

的，尤其许多三本院校为民办，
他反对用行政手段规定某一个
学校改成职校。

尽管在三本院校转型的问
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两名代表
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却非常一
致。“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平
行的另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
等而下之的层次。”作为知名大
学校长，龚克对职业教育的支
持毫不吝啬：“现在为什么先报
一本二本三本，完了再报职业
院校？希望能改变这种状态。”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3月11日发自北京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 (记者
王富晓 马云云 王光营 张榕
博) 11日，全国人大代表、省教育
厅副厅长张志勇说，今年我省将启
动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制度，
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布。

“开设好体育课，给孩子们提
供丰富多彩的体育课程，让孩子们
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目标是
让孩子掌握终身有用的体育技能，
养成健身习惯。”张志勇透露，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我省今年将启动体
质健康监测制度，监测结果向社会
公布，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他同时强调，公布的不是每个
学生的情况，而是公布整体情况，
比如让大家看一看某个地方、某所
学校、某个年龄段学生的身体素质
状况。

省教育厅有关人士介绍，今年
我省正委托有关部门建设学生体
质健康数据平台。此前，每年一次
的学生体质测试数据主要上报国
家教育部门，但由于系统权限设置
问题，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对本地学
生的体质数据掌握得并不全面。

据了解，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
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
和评优评先中实行“一票否决”。

“有了这样的数据平台，就有了进
行处罚的依据。”上述人士表示。

我省建监测平台

跟踪学生体质

马上落地

引体向上达标率

不足一成

“每5个中小学生就有一个胖
墩，一半以上都有视力问题。”省教
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按照国
家统一安排，我省每5年进行一次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上次是在
2010年进行的。“表现在上肢力量
上，男生引体向上成绩堪忧。”山师
附中体卫艺处主任王喜刚说。

据介绍，省城某学校曾对高一
学生的引体向上项目进行过抽查，
10名男生中只有一个达到10个，而
大多数男生连6个的及格标准都达
不到，整体达标率还不到一成。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张榕博

延伸阅读

济济南南两两高高中中推推职职教教课课
却却遭遭部部分分家家长长反反对对

既能修车、做饭，也能
学好数理化，这样“全能型”
的学生正悄然在济南七中、
济南中学的特色校本课程
中产生。不过，作为普通高
中和职业教育融合的一种
尝试，这种做法却招来了部
分学生家长的反对。

去年11月，济南七中组
织高一年级部分学生分别
到济南三职专和济南电子
机械工程学校参加烹饪技
术、数控车削、数控铣削等
项目的学习。在充分介绍课
程内容的基础上，采取学生
自愿报名和教师择优推荐
的方式选出了首批学员。同
学们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参
与了首次课程的学习，有的
学会了做一道色香味俱全
的家常菜，有的学会了烤制
美味可口的披萨，还有的学

会了操控电子机械。
作为“普职融合”的一

项尝试，济南七中和济南中
学成为这种特色课程的试
点。“学生都是利用课余时
间参与这些特色课程的学
习，不占用平时的学习实
践，职校也不会给学生颁发
学历证书，完全是兴趣爱
好。”济南七中一位老师对
记者说。

然而，部分学习成绩较
好的学生的家长对此表示
反对。一位家长表示，他们
担心普通高中因此忽视学
生学习，耽误孩子考大学。
有教育人士透露，济南市准
备向全市推广这一特色校
本课程的计划目前已经推
迟。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张榕博 实习生 靖雯

“从录取的角
度讲，高考改革中
安排的高中学业
水平成绩可以打
开高校的视野，但
最难的是怎么做
综合评价。”支持
多元录取，但如何
界定“综合素质”，
也是全国人大代
表、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没能解决的
难题。

9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对媒
体表示，高考制度改革中有关

“招”的部分，将主要以全国统
一高考成绩为基础，同时依据
学生3年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来
综合考虑，还要参考综合素质
表现。

“从录取的角度来讲，高中
学业水平成绩可以打开我们的
视野，可以全面看考生在高中的

学习情况，也有利于推动高中和
初中实行素质教育。”龚克认为，
最难的是怎么做综合评价。

“允不允许加权，允不允许
做不同的加权，这件事情还在
探索中。”龚克说，只有在多元
的加权情况下，才可以有多元
录取，否则依然是一个固定公
式算出来的一元录取，“难就难
在如何建立公信力。”

“综合素质”评价应有公信力

三本转职校，不应由行政力量推动

11日，全国人大代表沈琪芳（右）、龚克（中）就素质教育问题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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