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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一段线八九十分却读高职，为什么
学生称，学到手的技能比啥都实在，好就业还能继续深造

随着山东高校的陆续开学，高职院校迎来了不少“高分考生”，他们的分数虽远超一段线，却最
终选择报考高职专科院校。连日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进几所具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追
问“高分生读高职”背后的原因。

记者 巩悦悦

整个专业录取的80名学生
分数都超过一段线

今年高考，来自山东青岛的
张欣彤艺术类综合分是526 . 95
分，其中文化课成绩超出了本科
文化控制线49分，美术统考成绩
超出了本科合格控制分数线
42 . 8分，她的成绩原本能上一所
本科院校，却最终报考了淄博职
业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其实，早在高考成绩“出炉”
后，张欣彤心里就有了打算。今
年报考成绩普遍偏高，与其选择
一所不怎么满意的民办本科，不
如选择排名靠前的公办专科学
校。她关注了淄博职业学院的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也向父母道出
了将来想从事设计的想法。但她
的想法一开始并没得到支持，家
人还是在“是不是报考民办本
科”上纠结。后来，经过请教老
师、有经验的同学家长以及亲戚
后，张欣彤权衡再三，终于坚定
地报考了淄博职业学院。

“以后找工作并非只看学
历，更要看个人的技能水平，我
还是想掌握一门熟练技术。”张
欣彤表示，从小学到高中，她画
画的爱好就一直没变过。由于对
视觉传达设计比较感兴趣，才决
定走艺考这条路，“我发现淄博
职业学院综合排名比较高，发展
前景好，就把这所学校放到了第
一志愿。”

眼下，淄博职业学院新生开
学已满月。经过这一个月的学
习，张欣彤逐渐对所学专业知识
和发展前景有了概念，她想通过
理想的学校安放自己的“小情
怀”。“我做出的选择就是要对自
己负责，未来一定要好好努力，
毕竟掌握在手里的技能和知识
才是实实在在的。”张欣彤说。

无独有偶。18岁的刘晓莹也
选择报考淄博职业学院，和张欣
彤不一样，她选择的是该校会计
学院的大数据与会计专业（“3+
2”专本贯通分段培养）。“高考成
绩499分，比预想的低。一开始考
虑过复读，但不确定因素很大。”
经多方考量，刘晓莹最终把目光锁
定到了“会计专业”，“当今社会对
会计人才的需求量大，相对应的岗
位也多。如果我在会计领域的专业
度达到了一定高度，将来想就业也
是比较容易的。”经过对建校历史、
软硬件设施、教学成果等的考量，
刘晓莹最终把淄博职业学院放到
了第一志愿，“我并不认为专科
生就低人一等，只要努力也能做
出一番成就。”

刘晓莹所就读的大数据与会
计专业（“3+2”专本贯通分段培养）
今年录取的80名学生分数都超过
了一段线。淄博职业学院招生办
公室主任张树礼介绍，今年学校
总招生计划7386人。其中，在6000
个专科计划中，超夏季一段线和
春季本科线的学生有1424人，占专
科计划的23.73%。

“学校超一段线的专业数，已
经连续四年递增了。”张树礼介
绍，以招生情况为例，2020年超
一段线的专业数是3个，2021年

超一段线的专业数是6个，2022
年超一段线的专业数是10个，
2023年超一段线的专业数是21
个，“就专业数来说，超一段线考
生的报考数量是翻番的。”

名声很重要
但养活自己更重要

总分512分，比一段线高出69
分，今年夏天在查到高考成绩那一
刻，李悦涵并没有太惊讶。一切都
在预料之中，不仅是成绩，还包
括她心仪的学校。高考前，一模、
二模出成绩后，李悦涵就纠结今
后该走哪条路，有点迷茫，但当
时抱着无问西东的想法只管努
力。等高考成绩出来，她才开始正
视今后的选择。

512分可以上公办本科，但
李悦涵考虑到“6选3”是全文组
合，报考专业会有限制，而且不
一定能录到心仪学校，因此在和
父母商量后，她决定“保就业”。

经过一番遴选，她锁定了山
东职业学院。该校官网显示：山东
职业学院是国家“双高计划”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国家骨干高
职院校，拥有校内实验实训室
171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86个，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2 . 54亿
元……这正呼应了李悦涵“保就
业”的想法。她分析，与其读公办
本科的一般专业，不如在排名靠
前的高职专科院校中选择一个
自己感兴趣、相对好就业的专业。
填报志愿时，李悦涵结合自己的优
势学科和个人兴趣，选定了该校的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今年山东职业学院的新生谭
振宇同样是被现实“推着走”的考
生，他以533分的高考成绩成为全
校普通类专业里的最高分。原本
有机会选择一所公办本科院校，
但考虑到这未必比高职专科就业
前景好。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报
考山东职业学院铁道交通运营管
理专业。让谭振宇意外的是，他所
在专业的高分生不在少数。

和李悦涵、谭振宇的择业优
先不同，周航宇追求的是专业优
先。高考成绩出来后，周航宇得
到过很多报本科院校的建议，但
考虑到自己528分的高考成绩报
本科院校的选项少，而且心仪的
理科类专业不是很突出，就把目

光锁定在了高职院校。
“我不太擅长计算机，但高

中物理比较好，所以更倾向于电气
类。”周航宇了解到，山东职业学院
的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3+2”专
本贯通培养）非常好，学习氛围
和软硬件设施都很符合自己的
要求，而且将来能衔接齐鲁工业
大学，所以就果断报考了。

真正来到山东职业学院后，周
航宇发现学校氛围很好，老师很卖
力地教课，同学听得也比较认真，

“以前网上有关‘高职学生躺平’的
说法不可信，我身边的同学老师都
比较积极向上，挺符合我的心意。
这三年，我要多考取专业证书，多
提升自己，稳扎稳打学好技能。”

据山东职业学院招生就业
与校企合作处处长郑治国介绍，
今年，学校设置了41个招生专
业，招生计划有4100人。其中，有
27个专业投档线超过一段线，超
一段线人数共有 1 7 0 9 人，占
41 . 69%。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
业超一段线学生最多，有171人，
占专业人数的53 . 44%。

“最低录取分超一段线考
生，2021年学校有1030人，2022
年有1138人，2023年有1709人。
投档线超一段线的专业，也从
2021年的9个到2022年的12个，
再到2023年的27个，实现井喷式
增长。”在郑治国看来，超一段线
考生的递增和行业背景有很大
关系，未来几年，预计这种情况
会在国家双高校或电力、轨道交
通、远洋、中医药等专业特色鲜
明的学校体现得愈加明显。

专科层次天花板被打破
引燃高分生报考热情

超一段线却报考高职院校，
究竟是何原因？几所高职院校的
招生负责人也有自己的见解。

郑治国回忆，20年前，孩子们
踩着泥巴进宿舍，软硬件不能满
足学生需求。经过20多年发展，高
职院校有了长足进步，校园环境
建设得更漂亮，餐厅、公寓和生活
娱乐条件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
是引进了北大、清华、中科院博士
等优秀师资，以及和一线配套的
生产性实训设备，保证学生一毕
业就能和公司工厂快速衔接。

除了软硬件之外，郑治国认

为，吸引高分生报考的另一个原
因是“高职院校是以就业为导
向”。“哪个专业就业不好，这个专
业就要停招；哪些岗位需求量比
较大，就得重新调整新增，从而实
现和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的同频共
振。”郑治国透露，近三年，山东职
业学院撤销了21个专业，新增18
个专业，“本科考研考编有优势，
但专科不行。撤销和新增都与就
业紧密相关，一旦与社会匹配度
出现偏差，就得及时调整。”

淄博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
主任张树礼也认为，高职院校之
所以越来越受到高分生的关注，
一是因为党和国家对高职院校
的政策、法律支持；二是因为社
会和家长关注到高职学生的就
业待遇不一定比本科差；三是学
校综合实力的提升也吸引了大
量高分生的报考。

而在这之外，张树礼也注意
到，职业教育学历提升的天花板
被打破，也是高考生乐意报考的
主要原因之一。26年来，“新职教
法”的首次大修，将高职教育和
普通教育放到了同一个地位，其
中最大的变化是打破了高职教
育是专科层次的天花板。郑治国
表示，下一步还会有职教本科，
高职生也可以读硕士博士。这样
一来，当高职教育和普通教育形
成互通，学生的出口就更多了。

可即便如此，职业教育仍面
临诸多挑战。

郑治国见证了高职院校近30
年的发展变迁，“职业教育一开始
不被家长和考生认可，都认为考
不上高中和上不了大学的孩子才
来读高职，是带有明显偏见的，现
在这种偏见仍然存在。但经过20
多年发展，职业教育不被认可的
局面已经得到了很大改观，虽然
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但和自身比改观很大。”

张树礼对此也深有同感，以
前的孩子不愿报考高职院校，甚
至有些看不起的感觉，“但现在
每年来咨询报考的学生特别多，
从‘不愿报’到‘不敢报’，从孩子
选咱到咱选孩子，发生了买方市
场到卖方市场的转变。”

“因材施教，高职院校培养出
来的孩子不比普通高等教育的差，
上职业院校不亏。”在张树礼看来，
高分生报高职，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读本科还是上高职？这个以
往不成问题的问题正在变成一道
选择题。这道选择题的
出现，说明学生和家长
们对待高职的态度正在
悄然发生转变。而从就
业角度看，放弃本科院
校选择入读高职院校，
并非不理性。

在近年高考志愿填
报中，“就业为王”越来
越成为一些考生的准
则。事实上，怎样选择大
学和专业，就业是不是
首要考虑，除了与学生
本人兴趣、分数有关外，
还与学校的办学定位密
不可分。

进入高等教育普及
化时代，大学的办学定
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
是进行通识教育，以能
力为导向培养学生，关
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另一类是进行职业
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培
养学生，关注学生的职
业技能培养。前一类大
学主要是“985”“211”等
综合性大学；后一类大
学，则是地方本科院校
以及高职、高专院校。然
而，受社会对职业教育偏见的影
响，本应该开展职业教育，以就业
为导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本
科院校，大多不愿意把就业导向
作为自己的办学定位，而是想举
办综合性学术型大学。这种定位
错乱，容易导致人才培养“高不成
低不就”。所以，从就业角度看，学
生放弃本科院校选择高职院校，
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也有一些人批评选择高职院
校的学生“太短视”，认为他们最终
会吃学历低的亏。殊不知，持这种
看法的人才是片面与短视的。

一方面，这还是“唯学历论”思
维，认为只有获得高学历才能有好
发展。另一方面，进高职院校读书，
也并不意味着其最终学历只能是
专科。我国已打通职业教育道路，
高职毕业生也可通过专升本，甚至
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在求学过程
中，如果学生重视提升自身职业技
能，也很有可能成长为人才市场中
拔尖的技能型人才。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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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职业学院今年有1400多名学生超夏季一段线和春季本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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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迎新现场，山东职业学院为12名萌新举行了集体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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