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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高考正酣，众多高职民校蹲考点揽生源

生源危机能否逼出高质教育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翟楠楠 朱松梅 王爱玲

高考，场内是考生书
写入学之路，场外是各类
院校招生大战。

连续4年生源下降，加
之今年我省专科批次“二
合一”，“坐不住”的院校越
来越多，今年的高考考场
外，忙碌穿梭的不再仅是
民办院校，公办高职院校
也加入了这场招生大战。

生源“探底”，与公办
本科高校相比，处于招生
劣势的民校、高职专科院
校如何应对？

▲8日，山师附中考场外，
大批中介和办学机构发放材
料，希望吸引客户。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民校招生负责人驻扎高考考点外

“马上要散场了，来不及多
谈，我得去和家长们再聊聊。”8

日下午，从泰安赶到莱芜的高
考考点外，东营职业学院招生
就业处处长张汝山在考试结束
10分钟前，在电话里和记者匆
匆道别。高考两天来，考场外散
发宣传单的队伍中，高职和民
办院校是一股主要的力量。

8日，记者致电我省多所
民办学校、高职院校的招生负
责人，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在

高考考点外，有的在省内潍
坊、泰安等地，有的在河南、江
苏等省外地区。

“以前都是民校在宣传，
今年公办高职院校宣传得更
卖力，招生竞争更激烈了。”正
在江苏高考考点外进行招生
宣传的山东英才学院招办主
任李剑锋说，在他近日赴河
南、江苏等地开展招生宣传的
过程中，就见到了来自省内公
办高职院校的招生宣传人员。

公办院校也“坐不住”，与
两大背景有关：高考生源的持
续下降和我省高考招生录取
批次的调整。

据了解，近四年来，全国
高考人数下降近140万，我省
近4年来高考报名人数降幅达
三成。

“今年四五月份我们就在
全省范围内调查，和中学校长
座谈。”张汝山告诉记者，调查
中，7成高中学校认为今年高

考生源已经降到谷底了，“这
说明，今年招生形势将更为严
峻。”

另外，今年我省调整招生
录取批次，将原专科一批和二
批合并为一个专科批次并实
行征集志愿，考生有了更多的
选择余地和填报志愿机会，省
内多所高职院校招生负责人
均认为，此举将加速高职院校
的“洗牌”，让好的更好，招不
齐生的更“吃不饱”。

>>专科(高职)招生计划最多

记者分析发现，高校向我
省投放的各层次招生计划，呈

“金字塔形”分布，金字塔的底
层专科(高职)批次招生计划
最多，而这部分招生计划主要
来源于民办高校和高职院校。

以2011年为例，位于金字
塔“塔尖”的本科一批共录取8
万余人，金字塔“中部”含有部

分民办高校、独立院校本科计
划的本科二批共录取16万余
人，金字塔“底层”专科批次录
取考生24万余人。

但记者在高考考点外采访
发现，对考生和家长而言，“塔
尖”的本科一批院校是最佳选
择，“底层”民办高校或高职院
校属无奈之举或宁愿干脆放

弃。“有些民办院校的毕业证
书，工作单位根本就不承认，学
费比公立学校也贵，考公务员
也不承认。”济南一中考点考生
家长殷先生表示，自己的孩子
模拟考试分数在370分左右，他
想让孩子报一个公办学校的专
科，最好是本科层次的院校，

“比较正规，管理严”。

“除了学费这方面原因，
我儿子自己也不愿去那类学
校，他成绩很好，自己就说万
一失利，宁愿复读也不去高
职。”济钢高中考点陪考家长
孟先生则认为，孩子既然上了
高中就是为了读本科，“否则
高中就白读了，要不初中毕业
就可以读中职去。”

高校不得不

进行反思了

“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
出国，不完全是为了避开高
考的压力，其中一部分是对
我们的大学教育感到失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程方平说，中国现在的高教
水平总的来说是不让家长满
意的，大学四年学不了什么
东西，如果按照教育计划来，
只有一年进入专业学习状
态。

高校不得不进行反思
了，反思自己是否还要坚持
走研究性大学这一条路；高
校也要低下高昂的头了，降
低身姿去推广了……“一个
良好的教育结构，不应该是
金 字 塔 结 构 ，北 大 清 华 最
好、其他学校递减。培育多
样的高校环境，形成教育的
多元选择，才是国内教育结
构发展的方向。”21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据《中国青年报》

“实在是不好招啊。”在采
访中，一位民办高校招生负责
人反复向记者表示，与公办高
职院校相比，民办高校面临的
招生困境更加突出，因为没有
拨款，所以学费就是学校维持
基本运转的经费。

李剑锋表示，除了“加强自
身”宣传外，在招生类别上今年
该校也进行了分流，增加投放春

季高考400名本科计划和100名
专科计划，这部分计划可以吸收
一些优质的中职生源。

而针对一些家长认为的
民校学费较贵问题，记者了解
到，为吸引考生报考，有民办
学校开始降低学费。

正在潍坊进行招生宣传工
作的山东协和学院招办主任刘
永刚告诉记者，目前许多民办

高校的学费都在8000至1万元
左右，今年该校发布的招生章
程显示，该校本科学费从去年
的1万元下降到7500元。

公办高职院校则更“舍
得”投入真金白银提高办学质
量，张汝山介绍说，去年以来
该校除了将8个二级学院优化
调整，重点打造石化等“蓝黄”
专业外，还投入2亿元新建了

实验实训中心、学生活动中心
等，美化校园环境。

刘永刚则透露，在招生竞
争中，民办院校除了面临社会
观念上的误区外，还要面临

“业内”不正当竞争带来的损
害，“招生宣传只是治标不治
本的办法，关键还得靠内涵培
养和办出特色，每个民办高校
都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民校分流招生计划或降低学费

本报讯 高等学校统一
考试报名人数自2008年后，已
经连续4年下滑，累计下降人
数近140万。

高考人数下降所带来的
影响已经相当明显。它所带来
的首先是痛苦。“对不少高职高
专院校来说‘生源危机’意味着

‘生存危机’。”中国教育在线总
编陈志文说。

从中国教育在线的统计
数据可以看到，2011年山西省
为保障录取工作，已经取消了
三本志愿，专科分数线降到了

150分。即使这样，该省当年的
招生计划是24 . 1万人，而实际
录取数仅为22 . 9万人，出现了
1 . 2万人的缺口。

“高职、高专批次计划没有
完成的情况在2011年并不少
见。”陈志文说，而这类学校学
费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很
大，学生招不上来或是招来了
也不报到，学校的运行就会出
现问题。

不过，危机总与“生机”相
伴而生。“无论对高等教育还
是基础教育，这都是一次改革

的契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说。“过去的高校靠

‘卖’文凭就能生存了。”陈志文
说，高校实际上不用考虑自己
的办学特色是什么、学生就业
前景如何就可以过得不错，因
为，“卖方市场”手里只要有计
划，就可以招到学生。

当“卖方市场”转变为“买
方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市
场变得更为理性了。这一规律
的作用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中也
开始显现。

“随着生源危机的真正

到来，短期内，我们看到更多
的是它对高校的冲击，但是，
从长远的角度看，对教育是
绝对利好！首先是高校不得
不对自己的定位做调整、对
办学方向做调整。这靠行政
命令是很难做到的。第二，教
育的外部环境开始改善，很
多教育改革有了推行的空间
与外部环境。”陈志文说，一
直以来让人们深恶痛绝的基
础教育的外部环境已经开始
改善，应试教育正在松绑。

据《中国青年报》

生源危机与教育生机相伴而生

高招“买方市场”促应试教育松绑

格专家观点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高职
高专院校生源不足的问题，有
很多省份教育主管部门尝试
改革此类学校的招生规则。

去年8月，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宣布，在全国率先实行注
册入学，省内专二批次的26所
高职院校不设统一省控线，由
校方自行设定录取要求，一档
多投，学生、学校实行双向选
择。

但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
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仍有大
批高职高专院校无法按计划
完成当年的招生。究其原因，
还是由于当前的高职高专院
校的教育及质量很难满足学
生的教育需求，很多学生选择
复读或是直接去打工。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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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26所高职

实行注册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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