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能否否““专专升升本本””，，家家长长都都很很关关注注
专科咨询会现场，专本连读学校受宠，不过录取分数不低

“独立本科”

其实还是自考
虽然是高职专场，但现场仍

有几家院校在做本科招生咨询。
青岛农业大学传媒学院的一名
招生人员向记者解释道，“独立
本科”是经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批
准由具有资质的高等院校主办，
由主考院校主考，面向高校在校
生借助自学考试平台进行考试
的一种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形
式。

事实上，独立本科的实质仍
是自考本科。此外，人们常说所
谓“试点本科”，也属于一种自
考。

我国的自考本科几乎就是
“零门槛”入学，根据《国家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规定，
自考仅是一种学历考试，不是所
有的考生都可获得相应的学位。
除特殊专业外，一般都没有学
历、性别、年龄等限制，即便是初
中学历的人，也可以随时报考，
对于通过高考的学生而言，报考
时应当慎重。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
院招生负责人牛承文介绍，我国
高等教育学历有三种，普通高等
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虽然同
样是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但毕
业证上显示的不是普通高等教
育证书，而是成人高等教育证
书。另外，毕业后，学生不是干部
身份，没有派遣证。

本报记者 张晶 刘清源

本报7月27日讯 (记者
张晶) 26日上午9点，本报山
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烟台 )在
东山宾馆举行，当天包括部分
国内二本院校、专科及高职院
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在内
的近百家院校，为考生和家长
提供现场咨询。考生家长最关
注学校的“3+2”贯通培养计划
以及学校“专升本”的情况，不
少具有“3+2”专本连读专业的
学校受到追捧，但由于投放计
划较少，录取分数一般不会很
低。

在高招会现场，很多家长
对本科念念不忘，一开口就问

“能不能专升本”，高考没机会
上本科，上了大专还想为本科
探探路。

据了解，以前，专科生
想上本科得参加“专升本”
考试，而近年来“专升本”比
例严格控制在5%，而且录取
院校也不断“瘦身”，多集中
在独立院校以及地方学院
等。而从去年起，省教育厅
试点“3+2”专科加本科招生
和培养模式，考生填报试点
高职院校的相关专业，如被
录取，上 3年专科，第 3年通
过测试，就能直接升本，再
学2年，直接拿本科学历。去
年“ 3 + 2 ”计 划 报 考 相 当 火
爆，录取分数线甚至高过二
本线，主要原因是投放计划
少。

烟台职业学院今年就有
“专本连”读专业，引来考生和
家长的接连不断地咨询。该学
院的招生老师告诉记者，他们
的专本连读专业是“3+2”分段
培养，学校与青岛科技大学联

合培养，考生的分数在二本资
格线下50分可以考虑报考“3+
2”专科与本科贯通培养计划。

此外，烟台职业学院负责
招生咨询的王老师告诉记者，
所有高职院校的学生，到了大
三，只要想考本科，都可以参
加省招考院统一组织的“专升
本”考试，录取比例严格控制
在5%。

另外，省招考院公布的本
科二批第一次填报志愿录取
分数线，文科523，理科489，去
年二本第一次录取线文科
506，理科471，比较两年的录
取线，文科涨了17分，理科涨
了18分，这意味着今年高职院
校的分数线可能也会相应水
涨船高。

考考专专科科读读““一一本本””还还能能拿拿““双双证证””
烟台职业学院获批试点“新政”，现场考生家长咨询火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上专科读本科，怎么个上法？”“交一份钱拿两个‘文凭’
具体是啥政策？”……26日，在高考咨询会现场，烟台职业学院
展位前，不少家长都在咨询，现场的老师有点忙活不过来。据
介绍，今年烟台职业学院获准试点两项新政策，一个是“3+2”
对口贯通培养的招生计划，另一个是高职技师“联合”培养计
划，这对不少考生和家长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

考上专科

怎么拿一本文凭？

“咱们学校多少分能上？”
“去年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哪
些专业好？上专科怎么能拿一
本文凭？”在高考咨询会现场，
烟台职业学院的老师应接不暇
地回答着家长们的一连串问
题。很多家长都对考专科读“一
本”还能拿“双证”感到好奇。

今年“3+2”对口贯通分段
培养试点高职高专院校20所，
共计33个专业点，衔接本科高
校15所(其中不少为省内一本
院校)。“3+2”考生入学后，前3

年在高职高专院校学习，后2年
在对口本科高校学习。

“3+2”贯通培养试点生源
范围分为夏季高考考生和春季
高考考生两部分。夏季高考考
生需参加夏季高考，按文理类
专科(高职 )批填报志愿，报名
资格线为400分，考生投档成绩
达到我省本科二批录取最低控
制线下50分之内；春季高考考
生，需参加春季高考，按专科
(高职)批填报志愿。

据介绍，烟台职业学院获
批“3+2”高职招生计划，首批招
生80人。这是烟台地区唯一一
所获此计划的高职院校，从
2014年开始，该校机械工程系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与青岛科
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开展“3+2”对口贯通分段本
科培养工作。录取的学生前3年
在烟台职业学院上专科，后两
年到青岛科技大学上本科课
程，毕业发放青科大本科毕业
证书。

据了解，入选“3+2”的高职
院校多数为国家高职骨干校和
示范校，“可以说这些学校本身
都是不错的高职，都是省内一
流的高职院校。”学校招生就业
处处长刘佳振说，试点培养的
目的就是要培养既有动手能力
又有理论基础的毕业生。

该校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
曲亭说，“机械工程系是学院最
早成立的工科系之一，模具设
计与制造专业是系里的优势专
业，而对口的青科大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专业在高考录取中
属于‘一本’专业，这意味着学
生不仅能学到不错的技术，将
来还能拿到‘一本’的文凭。”

交一份学费

怎么拿“双证”？

所谓“交一份学费毕业拿
双证”就是考生进入一所学校
学习，只交一份学费，可以同时
注册高职学籍和预备技师学
籍，并且毕业之后可以同时获

得合作院校的专科学历证书和
预备技师证书。今年全省8所高
职联合8所技师学院开展高职
技师“联合”培养，其中烟台职
业学院和烟台工贸技师学院成
为首批试点，今年首招180人。

“这是今年的最新的招生
新政策。”刘佳振告诉记者，“我
们和烟台工贸技师学院联合培
养，招生专业有两个，一个是我
们电气系的电气自动化技术专
业，一个是机械系的数控技术
专业，首次招收180人。”

“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的
优势专业，本来学生就业的形
势就很好，现在试点后，将来学
生毕业还可以拿到人社部门颁
发的‘技师证’，学生不出校门
就可以取得高级技术证书，那
就业竞争力将更强。”刘佳振
说。

“技师相当于中级职称，考
取有一定的难度，预备技师相
当于‘准技师’，工作一两年后
就可以取得技师资格，学生的

薪资待遇等同中级职称待遇，
有的还高。”烟台工贸技师学院
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建新说，“试
点专业的优势还是十分明显
的。”

“按照培养协议，合作培养
有在高职院校就读和在技师学
院就读两种方式，其中在烟台
工贸技师学院就读的两个专业
共80人，烟台职业学院就读的
有100人。”学校教务处处长原
宪瑞说。

据了解，除了烟台两所学
校外，今年全省还有14所学校，
分别是山东职业学院对接山东
技师学院，淄博职业学院对接
淄博市技师学院，山东理工职
业学院对接济宁市技师学院，
威海职业学院对接威海市技师
学院，潍坊职业学院对接潍坊
市技师学院，德州职业技术学
院对接德州市技师学院，济宁
职业技术学院对接菏泽市技师
学院，其中技师学院就读的计
划数为全省600人。

在专科咨询会上，不少家长现场咨询学校就业和专升本情况。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烟台职业学院是经山东省人
民政府批准，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办学历史源于
1946年，1978年开始举办专科教
育，1996年成为全国首批试办高等
职业教育的院校。2010年被教育
部、财政部确定为首批国家骨干高
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2013年以优
秀等级通过国家验收。

学院2014年招生计划为5260

名，招生专业接近50个，涵盖文史、
理工及艺术等类别。4月份，作为国
家骨干高职院校已通过单招考试
渠道录取2014级新生1770名，余下
3490计划在高考专科批次录取。其
中，文科计划 1 0 6 5名，理科计划
1350名，艺术文计划40名。

此外，学院今年的春季考生计
划为1020名，前期单独招生已完成
345名，余下675个计划在高考专科
批次录取。招生专业涉及机电技
术、工程测量、电子商务、会计电算
化、饭店服务与管理、网站建设、护
理操作技术、医学基本技能、电子
商务、学前教育、电子技术、汽车维
修技术、国际商务、机械制造技术
十多个类目。今年，我院减少了外
省计划投放，共投放100名，内蒙古
20(文科)，山西40(文、理各20)，安徽
20(理科)，甘肃20(文科)。

学院的主打专业主要有：会计
专业、船舶工程技术专业、食品检
测及管理专业、数控应用技术和模
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机电一体化技
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汽车检
测与维修等专业。

学校的各个招生类别均为专
科高职批，8月4日在山东省普通高
考填报志愿网站上填报文理科、春
季高考、艺术类志愿，学院去年文
科最低录取线373分，理科最低录
取线354分，可供考生参考。鉴于山
东省实行平行志愿，每个考生都可
以填六个平行志愿，有意报考我院
的考生，可以按照“冲一冲、稳一
稳、保一保”原则，在专科第一志愿
填报。

26日上午，烟台职业学院的展位前，不断有家长和考生前来咨询。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不少考生和家长心中还是有一种“上本科”的情结。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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