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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普及化对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提出新

要求

(一)普及化要求职教高考制度适应丰富生源

种类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

的中坚力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储备。 著名学者潘懋元曾

谈到,就目前我国教育形势看来,在未来,我国想要

进一步扩升高等教育入学规模和质量发展,非适龄

人口入学、培训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坚

储备力量,高等教育需要多样化发展、个性化发展,
最终使得人人都能获得适合自己职业发展的教

育[1]。 因此,如何丰富生源类型,促进更多适龄青年

接受高等教育,农民工、复员军人、弱势妇女等非适

龄人口、社会生源接受高等教育和教育培训,普及终

身教育思想,构建学习型社会将成为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肩之重担。
(二)普及化要求职教高考制度提供多样化入学

渠道

迈入普及化阶段,丰富的生源和类型要求高校

针对学生学习基础,对招考制度作出合理变革。 高

考这类传统入学渠道并不能很好满足目前我国高等

教育大规模生源的教育需要,尤其不能体现职业教

育的特点。 为此应根据实际情况将普通高考、职教

高考、对口单招、自主招生、免试入学、社会生源考核

制度等综合纳入高职招考制度中,打破现阶段以高

考为主导的选拔方式,为有意愿且有能力接受高等

职业教育的人提供合适的入学方式,形成更加多样

化的入学渠道,扩大不同生源的选择空间,增加不同

类型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
(三)普及化要求构建具有类型特色的职教高考

制度

随着普及化进程推进,高职院校在招生中以传

统的招考方式(高考)作为主要招生制度,以考试成

绩作为唯一评价标准遴选学生,显然不能适应复杂

的生源结构和多样化的求学需求,尤其不能体现职

业教育以技能学习为中心的特点[3]。 因此作为一种

正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需要架构专属职业教育招

生、富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考试招生制度———职教高

考,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区
别于传统的统一高考,以适用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特点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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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及化要求职教高考制度充分考虑人的个

性发展与全面发展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职院校必须以立德

树人为基础,以学生成才为核心,尽力满足受教育

者个性发展、职业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复杂的生源,意味着学生的知

识背景、能力储备参差不齐,因此在选拔时不能以

同一标准选拔学生。 应形成与受教育者个性发展

切实的评价标准,注重人才选拔过程的个性化,注
重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将学生视为具有发展潜能

的独特个体,充分考虑其发展需要,在“人人有学

上”和“处处可学习”的基础上实现“人人可成才”
和“处处可出彩” [5] 。

二、普及化阶段我国职教高考制度面临的现实

困境

(一)生源结构之困境:传统求学理念与现有招

考方式使高职院校难以招收优质生源

当下,在我国高等院校毛录取率逐渐增长、普通

高校录取率也逐渐提高的情形下,高职院校在招考

过程中却存在着生源危机。 虽然“高职扩招百万”计
划所吸引的社会生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职院校

的生源危机,但在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招考中,高职院

校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不仅招生情况不理想,需要通

过征集计划进行二次招生等现象,而且学生报到率

低、流失率高、质量不高等问题也屡见不鲜。 很多学

生宁愿去复读也不愿选择高职院校[6],严重影响了

高职院校生源结构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长
此以往,高职院校必将陷入招生难的困境中。

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受中

国传统“学而优则仕”教育理念的影响,唯学历、轻技

能的社会思维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扭转。[7] 在中国古

代士农工商的阶层等级中,手工业者、商人一直以来

都处于阶级末端,社会地位低。 在近代,由于经济因

素等原因,商人逐步脱离了阶级末端,被大众接受。
但技术工人社会地位低、职业学校和职业学生受歧

视、蓝领人才等问题依然严峻。 第二,现有招考机制

使高职院校招生处于高考录取序列末端,难以招收

优质资源。 有学者总结我国现有职业教育高考的方

式为“七种类十二方式”(见表 1),彰显了我国高职

教育招生的多样性。 但在实际操作中,统一高考中

的第三批次统一录取依旧是我国高职院校招生的主

要方式,依附于统一高考、缺乏独立和平等地位、录
取批次迟、分数低导致高职院校难录取到优质生

源[8]。 高职招生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具有长

期性,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转重学历、轻技

能的陈旧观念,提高技术工人的薪酬和社会地位等

问题,阶层固化和群体歧视仍会阻挠高职院校招生,
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

　 　 表 1　 中国职教高考的“七种类十二方式” [9]

种类 录取方式 录取批次及志愿 生源

统一高考 统一录取 第三批次(专科批次) 普高毕业生

春季高考 专项录取 春季高考录取批次 普高毕业生

单独招考
应用技术本科层次录取 平行志愿 中职毕业生

高职高专层次录取 平行志愿 中职毕业生

自主招生

自主命题校考录取 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无需高考

高职提前录取
学考+职业技能测试+

综合评价,无需高考

“三位一体”综评招生 学考+综合素质评价+高考

普高毕业生

中职毕业生

中高职衔接
3+2 或 2+3

中、高职分段培养,
经考核直接升入高职院校

五年一贯制 中、高职一体化招生、培养

初中毕业生

注册入学 申请注册制 考生申请+院校审核+考生确认 普高毕业生

免试入学 申请入学 考生申请免试入学 社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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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招考方式之难题:现有招考方式和内容流

于形式,未能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职教 20 条”),首先指明职业教育

和普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其次指出要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

试招生办法,提高职业教育生源质量。 “职教 20 条”
的出台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明确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发展

过程中要坚持类型定位、强化类型特色,为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现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职教高考的基础框

架,形成了由省级政府主导、以“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为考试核心内容的招考制度,探索了自主招生,
对口招生多种高等职业教育的考试招生办法[10]。 但

在长期由统一高考主导我国高校招生的社会环境和

背景下,我国职教高考制度依附于统一高考,缺乏独

立和平等地位。 在招考方式上,统一高考的统一录

取方式依旧是我国高职院校招生的主要招考渠道;
在招考标准上,仍然以考试分数为选拔学生的最重

要标准;在考试内容上,多采取“文化基础测试+综合

素质评价 / 技能测试”这一模式,文化基础测试以笔

试形式考察学生的语数外等学科基础知识,综合素

质评价以个人陈述、专家提问的面试形式进行,技能

测试则由于场地受限,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等因素

无法全面展开,表现出专业关联性不强、浮于表面、
流于形式等突出问题[11]。 实际的招考方式和内容仍

然以理论知识为主,以技能考核为辅,与普通高考的

考察内容并无实质性区别,无法向考生提出与特定

专业相关的专业问题,很难考察出学生的职业倾向

和专业素养,没有彰显职业教育“能力本位” “技能

导向”的类型特色,限制了学生多元智力发展的可能

性和潜力,进而失去了高职院校实施自主招生、单独

招生的宗旨———为社会经济发展选拔专业型、技能

型人才。
(三)入学机会之困囿:区域差异大、信息不对等

导致教育公平有失偏颇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意味着高等教育要提

供更多入学机会,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体

现教育的社会性功能,彰显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中

的关键一点就是入学机会公平。 尽管我国整体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但教育公平问题仍然突出,
阶层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等因素严

重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公平[12]。 高等职业教

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比起普通高校招

生,高职院校在招考过程中呈现出的生源复杂性、入
学方式多样性等特点,思考如何在招考制度中保证

入学机会公平也是高职院校招考过程中亟待探究的

重要问题。
对于高职院校招生来说,学校生源相当一部分

来源于社会,解决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弱

势群体等非适龄社会生源入学机会公平问题具有

实际价值。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入学机会不平等

导致教育公平有失偏颇现象依然十分严峻。 首先,
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导致入学机会不公。 就目前形

式而言,区域间尤其是城乡之间高等职业教育毛入

学率差异显著,不同社会群体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的数量与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13] 。 经济发达地区

不仅高职院校多,入学机会多,而且院校资质好,教
育质量高,根本不愁生源问题。 但在农村、偏远山

区等经济、教育较为落后地区,学校少,入学机会

少,当地考生成为入学机会获取中真正的“弱势群

体”。 尤其在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提前招生环节

中,高职院校原则上只面对本地区开放,招生“地方

化”现象较为普遍,区域招生不流通严重阻碍了入

学机会公平问题,教育资源分布失衡现象严重。 其

次,高职院校和考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等问题也深刻

影响着高职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问题。 社会生源

由于缺乏教育背景和信息不对等,很难从互联网以

及线下途径中获取到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关信

息,即使获取,也通常以巨大的花费为代价,而且往

往通过教育机构的途径而不是直接与高校进行联

系。 花费高、信息少、耗时长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部分社会生源的入学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影响教育

公平。
(四)社会影响力之困局:宣传工作不到位,职教

招考制度社会影响力低

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教高考制度理应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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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样在民众心中拥有独立地位,普遍被民众接

受和认可。 高职院校的招生宣传工作是招生工作

的重要一环,是帮助家长和学生了解职业院校、相
关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就业前景等关键信息的重

要环节。 整个宣传工作需要学校层面、招生管理部

门协调统筹,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了解提前招生、
自主招生等政策,在了解相关信息后放心选择高职

院校[14] 。 但实际上在高职院校的招生宣传工作中

普遍存在信息落后、信息不全、人员不专业、宣传效

果差的情况。 学校将招生自主权下放给二级学院

的同时,也将宣传任务交给了二级学院。 但学院由

于资金缺乏、渠道不通、缺乏相关专业人员等因素,
并未建立起学校、学院、学生三方真正有效的联系

和沟通。 学校和家长、学生普遍存在信息沟通不

畅、不到位的问题,职教高考制度缺乏公信力,难以

获得民众的认可。 此外,社会媒体自觉性低、关注

度不高也是职业教育招考制度社会影响力低的一

个重要原因。 每年一到高考时期,关于高考的社会

新闻层出不穷,送考、出分数及分数线、高考状元、
录取等话题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烈讨论,几乎

形成了全民关注普通高考的舆论氛围。 但与之相

对应的是,关于职教高考制度的新闻和宣传却很

少,每年职业教育的春季高考、高职院校的自主招

生活动很少出现具有威信力的公众媒体大面积报

道事件,只有相关利益相关者才会了解职业教育的

招考制度,甚至有很多大众至今仍不知存在职教高

考制度。 职教高考在社会上“存在感”偏低,影响

力偏弱,认可度不高,民众认识误区较多。
三、普及化阶段优化职教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

策略

(一)统筹规划构建职教高考制度,逐步脱离普

通高考自成体系

为促进构建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和打造类型教育

总目标实现,统筹规划现有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

制度,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高

考”制度任务迫在眉睫。 现阶段我国职教高考制度

已初步成型,下一阶段需进一步由国家加强统筹规

划,加强现有制度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明确国家

统领职责的前提下,将权力下放给地方,省级行政部

门和教育考试机构积极承担本省招考工作,根据本

地实际情况发布考试方案,确定考试方法、程序和手

段,规定中职毕业生参与职教分类招生考试,同时鼓

励普通高中毕业生积极参与。
当下我国部分经济和教育发达省份和地区已经

全面开展“职教高考”试点工作,例如从 2022 年起,
山东省将春季招考彻底划为职业教育类考试,规定

只允许中职毕业生参加,同时实行单独招生、自主招

生等招考方式,提高招收中职生比例,让更多中职生

与普通高考生一样,通过“职教高考”进入高职院校,
此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职教高考”的独立

性、影响力以及广知度。 其他地方省份也可学习山

东省的经验,在现有招考制度上进行“职教高考”的
试点和改革工作,逐步探索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因
地制宜的本土职教高考制度,使高职院校现有招考

脱离普通高考自成体系,在生源数量和质量上拥有

更多主动权。 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必将会使我国

高职院校的招生工作走向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有利

于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更是我国探索职教

本科建立,提升和完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强有

力的措施之一。
(二)深化考试方式和内容改革,建立科学合理

的招考体系

考试方式和内容作为招考制度的核心组成部

分,在选拔人才质量、引导育人方向发挥着重要作

用。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现有招考制度在内容上多

重知识轻技能,综合测试和技能测试流于形式,公正

评价难以深入开展。 未来我国要建立起和普通高考

一样并驾齐驱的职教高考,就必须要保证职教高考

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科学育人理念指导下,遵循

考试制度设计基本规律,充分考虑高等职业教育对

人才培养的需求和学生多样化发展诉求,遵循职业

学生身心发展特有规律,以职业教育类型化的知识

体系为基础,以加强对学生职业能力素养的考核为

核心要义,深化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增强职教高

考作为高考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外部认可度,
真正发挥职教高考为高等职业教育选拔人才的核

心教育功能。
具体而言,首先,教育部应召集有关学者专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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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职教高考建设与改革小组,探索职教高考建构与

改革的内在规律、理论框架与实施模型,研究其背后

运行及管理机制,为实际的建构工作提供切实理论

支撑。 其次,职教高考作为职业教育的选拔制度,应
充分考虑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德技并修”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以技术知识体系作为整

个制度建构的核心基石,按照技术知识的组织逻辑、
层次结构和生产模式设计高考内容的组织、位阶关

系和呈现形式,以考核学生职业能力素养为核心要

义,设计高考制度的考试内容和呈现方式。 再次,在
内容选择上,职教高考制度作为社会性综合选拔制

度,必须践行科学合理的 “筛选机制” 和 “组织机

制”,遵循基础性、关联性和思维性原则解决如何培

养学生在现代社会中必备的跨职业的核心能力、复
合型职业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问题,筛选出真正具有

科学性或行业内具有较大共识的内容,以及专业大

类内部共享度较高的技术理论和技术实践知识,选
拔出真正具有职业发展潜力和现代职业素养的学

生,体现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类
型特色” [15]。 最后,各省级政府也应根据本地经济

产业发展特征和地域差异,在国家统筹指导下因地

制宜,在内容选择和组织方式上体现区域产业发展

和特色经济结构特征,建构适应本地社会经济建设、
人才需求特征和结构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本土

职教高考制度。
(三)坚守招考制度改革的公平底线,提升入学

机会公平的质量内涵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入推进,入学机会的

社会需求与高校供给必然整体性增多,提升入学机

会公平的质量内涵成为教育公平中的重要一环。 增

强高职院校的优质入学机会供应能力,满足社会弱

势群体在内的更多人的入学需求,丰富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内涵建设,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成为职教高考

在改革过程中的重点问题。
针对区域发展差异问题,有关部门要科学制定

高职院校招生名额分配标准,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缩

小地区、城乡招生人数与质量的差异,保证入学机会

向农村、偏远地区弱势群体倾斜,均衡优质高等教育

入学机会分布。 同时,鼓励应届毕业生跨省份参加

高职院校招生工作,增强区域流动性,严厉禁止地方

高职院校在招生上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在促进非适

龄人口的入学机会公平时,教育部门须坚守招考制

度改革的公平性,强力保障不同生源在获取入学机

会上的程序性公平,使针对社会生源的招生方式更

趋多元,加大高职扩招政策宣传力度,通过专题报

道、政策解读、广告宣传等方式,发布高职扩招相关

信息,拓宽社会人员对于成人高等职业教育参与方

式的了解,简化入学途径,减轻入学负担,吸引更多

社会生源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促进

高等教育普及化可持续健康发展,彰显教育公平真

正内涵。
(四)提高高职院校招生宣传的科学性,扩大职

教高考制度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生源危机” 作为制约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

“瓶颈”之一,院校之间争夺生源乱象事件层出不

穷,究其根本原因是高职教育吸引力不够。 通过加

强职教招考制度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可让更多民众

认可职教高考制度,选择教高考制度,通过职教高

考制度进入高职院校学习。 通过借鉴传播学理论

以提高高职院校宣传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改进招生

宣传效果,提升高职院校宣传质量,提升职业教育

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增强整个社会对于职业教

育的广知度、认可度和信心,从根源上解决职业教

育生源危机问题。
扩大职教高考制度的社会影响力,需要高校和

新闻媒体共同作出努力。 首先,高职院校的招生宣

传工作是有效途径之一,为了提升招生宣传工作的

社会效益和品质,高职院校应专门建立专业的招生

小组和宣传队伍,精选宣传人员,并利用新媒体等各

种媒介有效地将学校自身的招生计划、招生政策、专
业设置、办学条件等相关信息传递给学生及家长,从
而引导学生积极报考本校。 在宣传过程中,高职院

校要及时传达社会关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动态,帮助

学生和家长厘清学历情节误区和求学理念误区[16],
改变社会对高职教育认识不够、认可度不高的现象。
其次,新闻媒体作为职业教育招考制度的参与者和

行动者之一,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多为“职
教高考”正向发声,多关注和报道职业教育的招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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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社会民众了解职业教育招考工作提供足够多

的途径和渠道。 新闻媒体工作者的有效参与将是职

业教育招考制度在普及化阶段扩大社会影响力,增
强“存在感”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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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Gong Jing

Abstract:China ' s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as one of the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ts enrollment examination system—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uld be reformed and
improved in line with i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the lack of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ypes,the crisis of enrollment and poor quality of student;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unfairness of education and weak social influence,it is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planning to build a " 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in the reform of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im-
prove the scientific part of the publicity of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and promote the rec-
ogni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voc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college entrance examina-
tion system;education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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