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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子才15岁，上
三年职业学校出来就业还不
到20岁，年龄太小了。”回民中
学考点门口一位家长说，如果
让孩子读3年高中，哪怕再读
高职，年龄上合适一点。

一位教育人士分析，目
前，读完中职后的升学渠道不
畅通，中职几乎就是学历天花
板了，也是导致中职学校吸引
力不足的一大原因。因此，在

高职学校招生“吃不饱”的现
状下，不少学生宁愿花3年的
时间学习文化课去读高职，也
不愿意早日学门技术。

此外，对中职学校教育质
量信心不足也是家长们的普
遍看法。

“孩子的成绩虽不太理
想，但即使上个差一些的高中也
不让孩子读中职。”家住大涧沟
附近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一些已

经读中职孩子的表现也让她不
放心，“认识两个读中职的，又吸
烟又打架，让人不放心，两个成
绩好的孩子很难把不好的孩子
带好了，但两个不好的孩子能把
好的孩子带坏了。”

针对以上普遍的担忧，山
东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认为，
职业学校确实应先修炼好“内
功”，自身的教学质量、学风氛
围确实需要提高。让人欣慰的

是，不少职业学校已认识到这
一问题并着手改变。不少校长
已意识到，中职不能办成职业
培训班，高就业率也不是职业
教育追求的最主要目标。

历城二职专校长吕学强
说，如何从职业道德、情商等
方面提高学生素质，给予他们
终身发展、自主发展的意识和
能力，才是职业学校亟需修炼
的“内功”。

就业率99%仍不受待见
面子和升学渠道不畅挡住中职学校招生路
本报记者 李娜 尹明亮 徐洁

读高中还是读中职？2013年被称为大学“最难就业季”，相比之下，中

职学校就业形势依旧火爆。然而，即使如此，记者了解到，家长和考生普遍

的职业教育观仍然难以立刻扭转，认为职业教育后升学渠道不畅、看不到

发展希望，以及爱面子、嫌就业低端的传统观念，成为中职招生难的主因。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有关
负责人透露了一组数字，整体
就业率中职生为99%，高职生
为80%，本科生为70%。在山东
济南商贸学校、历城第二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等中职学校的
就业双选会上，岗生比都达到
了5：1以上。

历城二职专校长吕学强
说，不少企业为招到技术水平
高的学生，甚至带着从学校走
出去的师兄师姐现身说法，在
工作环境、加班、住宿等方面
给出各项承诺。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

下，中职生如此高的就业率为
啥还不受考生和家长的待见？

中 职 学 校 学 习 氛 围 不
好 、毕 业 后 找 的 工 作 太“ 低
端”、继续升学的机会少，成
为三大理由。

“就算大学生就业难，那
和中职就业也不是一个概念。大
学生嫌待遇低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而中职毕业是找不到
体面工作的，这很不一样。”
一位家长认为，“如果上了中
职，就一定要当蓝领了，想继
续读书机会就不多了。”中考
考点外，不少家长直接拒绝中

职学校发的宣传单。
吕学强认为，不少家长还

停留在上了大学当白领，上了
中职就得当蓝领这一传统的
观念里，一方面这是社会分配
体制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是

“面子”问题。然而，真费劲挤
进了高中，“不适应”、“不自
信”的感觉就来了，每年，不少
学生3年高中后放弃高考出去
打工就说明了中考后选择的
不理智。

济南一位高中校长也认
为，每年的普高招生，有些本来
达不到高中学习水平的孩子也

进了高中，他们在九年义务教育
后的第一次选择时就缺乏职业
规划和指导，高考才考180分也
就不足为奇了。

济南一所中职校长认为，
城市中很多独生子女的家长
认为,进工厂、进酒店工作不
够体面 ,舍不得让孩子吃苦。
中职学校的往年报名情况也
说明了这一点，去年，历城二
职专填报志愿的906人中，农
村学生为700多人，城市学生
只有200人。全省范围内的中
职学校中，90%的生源来自农
村。

上中职“孩子容易学坏”？
缺少升学渠道，教育环境差是第二堵墙

要面子还是要岗位？
不体面：成为中职学校招生的第一堵墙

前不久的高考中，“弃考”现象成为公
众热议的焦点，除了参加“洋高考”出国留
学的学生外，据统计，相当一部分考生因
感觉升学无望而弃考外出打工。“这说明
一些并不适合高中教育的人进了高中，连
高考都没坚持下来，这是谁的过错？”长期
关注教育的王先生认为。

王先生认为，不理性的就学观念以及
在初中毕业、面临第一次选择时缺乏及时
的指导，直接导致了3年后的“弃考”。

2012年，济南市60753人参加学考，第
一志愿普通高中报名50974人，第一志愿
职业学校报名7195人，第一志愿普通中专
报名2584人。今年，由于“先考试后报志
愿”的高中阶段学校录取方式的变化，让
职业学校对招生前景更不乐观。

“以前学生在学校填报志愿，老师可
以给予理性建议，今年，可能多数学生在
家填报志愿，自主性更强这是好事，但恐
怕绝大多数人会先填普通高中，最后实在
录取不了再考虑职业学校。”一位职业学
校负责人说，多次填报志愿的方式将影响
到他们的生源质量。

前不久，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徐曙光
介绍，目前中职教育的学历“天花板”正在
慢慢打破，孩子求学有多条道路可以选
择，一是参加主要面向普通高中生的夏季
高考，二是参加主要面向中职生的春季高
考，三是参加29所高职院校的单独招生，
四是“3+2”高职大专连读，五是就读“五年
一贯制”高职大专，六是“2+4”师范本科连
读，家长应当为孩子选择一条最适合其发
展的道路。

历城二职专校长吕学强建议家长，在
帮助孩子做出选择的时候，应正确审视普高
教育、职业教育能在3年后为孩子带来什么，
不要单纯为了面子，让孩子失去一次宝贵的
选择机会，更不要等3年后不适应高中教育、
不想高考再一无所长地去打工。

为陪儿子考试，家住天桥区药山街道的
王女士请了3天假，“儿子必须考上高中，不
能上职高。”这几乎成为全家的信念，“要不
以后怎么办？”在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时，她就
给孩子报了补习班，6年来从没落下过。

“6年了，我儿子就没有假期，每个周
末都在上补习班，一天没落下。”王女士说
全家5口人，4口都围着儿子一个人转，怎
么也不能让他落到中职去。王女士在建筑
工地做一些零工，一天能赚140元，而她儿
子的一节补习课要150元。“我上5天班赚
700块，他上一天补习班600块，工资刚够
补习费。”王女士说，只要儿子能考上一个
好一点的高中，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挤进好的高中、考上好的大学，似乎
是每一个中考生最理想的出路，也是6万
余个中考生家庭的焦虑所在。相形之下，
职业学校更像是无奈的选择，记者采访中
发现，每当提到“中职”这个词，总是遇到
家长们的刻意回避。

乔先生说，他祈祷儿子能考好一些，
虽然儿子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无论哪个高
中只要够成绩就去上，儿子不想读中职，
这让当老爸的也很为难。然而，他还是悄
悄地收了一大把中职的传单，“实在考不
好也不能辍学不是？”

记者在天桥区、市中区、历下区多个
区的考点采访了解到，家庭背景的不同也
影响到了就业观念。汇文中学一位送考老
师说，从前两年的升学情况看，500个学生能
有超过300多个考上高中，超过3成的学生需
要到中职去读书，这其中外来务工子女又占
了八九成。而市中区、历下区初中学校只有
很少的学生会主动选择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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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上职高

三年级就上补习班
本报记者 李娜 尹明亮 徐洁

格行家提醒

应提早职业规划

别等高考再弃考
本报记者 徐洁 尹明亮 李娜

13日，省城某中考考场外，相对于各类辅导班的火爆，中职学校的招生人员不太受家长待见。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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