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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教教转转型型向向上上走走
“职业教育”和“分类高考”这两个老话题再次散发出新鲜的味道。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时

表示，即将出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方案，这击中了舆论兴奋点。
分类高考服务的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而将和分类高考同步的，是全国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 向应用技术型、

职业教育型转变。
围绕我国职业教育现实与问题的讨论已持续多年。一系列配套改革中，如何能让“劳心者”与“劳力者”平起平坐？不不解决职业教

育地位低的问题，单纯将地方本科高校转为高职教育，极有可能貌合神离。从更严格的层面来看，职业教育应该成为一一种类型而不是
一个层次，学历吸引仅是提高职业教育地位的一面，更重要的还是提升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让技能型人才体面工作作、体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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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王光营

打通断头路

4月8日下午6点多，18岁的谭亮被闹钟
吵醒，开始准备夜班工作。同一时刻，不少
还在高中校园的同龄人，也开始准备上晚
自习。

小学、初中阶段经历同类型教育的学
生，在初中毕业后，延展出两条不同的成
长轨迹。

2011年秋，中考成绩不理想的谭亮进
入山东水利技师学院学习机电一体化专
业，2013年7月，完成为期两年的专业学习。
谭亮同班20余名同学中，绝大多数在毕业
后选择了参加工作。“留下读高职的只有
几个人。”谈及不读高职的原因，谭亮直言，

“读了高职，最后不一样是个蓝领吗？”
在他看来，同班同学中考成绩普遍较

差，日常所受的职业教育也多偏基础型。
“平时真正能学到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对
考高职也没有信心，只要有企业录用，就
都去工作了。”

实际上，不只像谭亮这样的中职生面
对此般现实，另一部分高中毕业后进入高
职的学生，同样面临着毕业即工作的境
况，业内把这一现象比喻为“断头路”。职业
教育的“断头路”，不仅限制着大部分中职、
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也让不少企业重
金难求高级技术人才。

“我们要把现有的职业院校水平提高。”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出席“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14”时发表演讲说，教育部希
望通过“3+3六年学制”、“5+2七年学制”等多
种模式，解决中职、高职衔接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教育部推进教育改革措
施中的一个。“分类高考”、“地方本科院校
转型”等内容也一起被鲁昕提及。“我们即
将出台一个方案，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
考。”鲁昕说，“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
型人才高考要分开。”

这种高考模式在我国已有探索。
2011年，山东省公布的《2011—2015年山
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规定，自2012年起，实行普通本科与高职
分类考试，开始实行春季高考，选拔培养
应用技能型人才。

尽管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内蒙
古、安徽、北京先后取消了春季高考，但从
报名人数来看，山东的春季高考却呈现日
渐火爆的局面。

据山东省教育厅工作人员介绍，2014
年，山东省共有42所高职院校具有春季高
考招生资格，共招收3 . 4万余人，其中本科
计划超过1万人。与2013年相比，今年的报
名人数猛增至9 .9万余人。

“单独招生让学生多了选择，春季高考
还让他们有希望直接读本科。”上述工作人
员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样就有了“3+2”（专
科+本科）、“3+4”（中专+本科）两种路子。

“这样就把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打通并
延续下去了。”济南职业学院副院长李海
平说。

地方本科高校的职业转型

“要让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
鲁昕这句话被媒体纷纷转载的背后，是
舆论对二本、三本就业形势严峻的共鸣。

据统计，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
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为35%，二本、三本的就业率
则更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屌丝”、“码
农”、“金融狗”和“新闻民工”一样，二本
生也开始了自我嘲讽与调侃——— 自称

“二本狗”。
这种娱乐精神与萌化心境无法遮掩

我国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难
题。鲁昕也指出，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
不足的矛盾。

应用型本科高校是职业教育领域的
最高学府，也是输送高技能人才的关键
平台。从地方试点及地方本科高校响应
来看，原本被认为会有颇多阻力的这一
改革措施，反而显得相对顺利。据鲁昕透
露，最近，已有150多所地方高校报名参
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

于2013年开始试点的山东，地方本
科高校的响应也十分积极。

作为大学与市场接轨、教学向应用
型转变的第一步，在山东省教育厅的统
一指导下，齐鲁工业大学于2013年开始
了试点，成为“应用型特色名校工程”的
首批高校。

“很抢手，最终增加到了15所院校。”
据山东省教育厅工作人员介绍，山东省
原本只有5所高校进行试点，可其他高校
对此非常感兴趣，都希望加入试点。最
终，山东“应用型特色名校工程”首批试
点高校增至15所，其中包括山东师范大
学、山东建筑大学、聊城大学等。

此后，齐鲁工业大学和其他近20所
地方本科高校，又通过了“应用型人才培
养高校协作联盟章程”，成为国内首个以
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校联盟，探
索资源共享、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生
互派、课程互选等多种合作机制。

“成为应用型特色名校工程试点后，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实践课增加了，占到
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齐鲁工业大学教务
处处长马万勇表示，应用型强调人才培
养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与当地经济发展
和企业需求相结合。

除了“应用型特色名校工程”试点
外，山东今年将研究制订本科高校转型
发展指导方案，引导一批省属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督促应用基础型本
科高校选择部分学院或专业，对接产业
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省属本科院校要向应用型大学转
型，今年还要推。”山东省教育厅工作人
员表示，虽然省属本科高校转型会经历
阵痛，但转型大方向已经确定。

技工教育应该是市场教育

“高级技工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熟悉的广告语反复播出，不可否认的是，
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已被视作职业教
育的一个代名词。

抛开附加的种种符号意义，那个严肃
的蓝翔技校，是一所由人社部门主管的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它与中职、高职院校分
属两个序列，后者由教育部门主管，毕业
生可获相应学历证书。

从1984年在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一
所简陋的院落里诞生，发展到今天的五
个校区、设有八大门类60余个专业、年培
训达3万人的规模，蓝翔技校很难让人忽
视它的存在。

在地方本科高校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型
的大背景下，蓝翔能带来什么启示？4月3日
下午，齐鲁晚报记者走进了蓝翔技校大门。

第一站是汽修专业实习车间，车间共
分四层，分别为整车、发动机、电路和零部
件。走进实习车间一楼，奔驰、宝马、奥迪、
凯迪拉克几辆豪华轿车首先映入眼帘。

“这些车几乎每天都被他们拆了装、装了
再拆。”该校办公室周女士说，目前市面上
销量较好的高中低档车型已基本配齐，

“考虑到生源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学员毕业后的就业层次，我们特意配置了
这些高档车型。”

据周女士介绍，蓝翔技校的汽修专业
分为理论课与实习课，但在课程设计与安
排上，蓝翔有自己的考虑。

“依据招收学员的特点，我们请专家
重新设计了汽修理论课程，根据汽车最常
出现的故障进行主题式教学。”蓝翔技校
教研室主任曹金栋说，实习课紧接着理论
课，让学员在实际操作中对汽修理论做全
方位的掌握。

与汽修专业相比，厨师专业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更为紧密。厨师专业实习车间设
有阶梯教室，黑板、讲台、投影仪一应俱
全，整体上与普通教室无异，但仔细观察
却大有不同。

(下转B02版)

大改革中的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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