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职党建思政简报
第【100】期

中职党委办公室 总第 266 期 2023 年 10 月 12 日

用服务+管理增量 做职普融通的典型学校
——听周慎《“双高计划”建设的认知与实践》讲座有感

中职学校副校长 张治立

2023 年 10 月 6 日，有幸参加了周慎教授的讲座 ，周教授以渊博的知识，

青春的激昂，璀璨的语言 ，悦耳的语音，令人心悦诚服，耳目一新，整个

讲座层次分明，思路清晰，受益匪浅。根据周教授的讲座，依据国家政策，

结合招生工作的实际情况，谈谈我个人的感受和观点。

一、政策导向

政策导向 1: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

育类型。这个文件的出台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应是利好，但同时也是挑战 ，

因为提出了三个转变 ，即 ；“ 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 府统筹管理、社会多

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

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 型教育转变”。其中一个转变是

提高质量，如何提高质量？ 学校应有具体的举措。

政策导向 2： 2022 年 12 月 ，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关于职业教育发展中提出“ 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

键 ”，在战略任务中提到“在职业学校关键能力建设、产教融合、职普融

通、投入机制、制度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改革突破 ”。值得研究的

是：教育部政策导向一方面要解决群众职普分流焦虑的问题，一方面又先出

台推动职普融通，由此可见，职普融通在未来职业教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如何破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真正融通，这是今后面临的最实际

的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各类专家破冰的新课题。

政策导向 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继

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三融 ”的提出，对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中，职普融通是关键，是建立“横向融通、纵向贯通 ”

职教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高职业教育社会满意度的重大举措。

政策导向 4：2023 年 8月 30 日，教育部：将有序扩大高中招生规模，

解决群众普职分流焦虑问题。文中明确指出“ 四个一批 ”。一是加大投入

力度“ 新建一批 ”，高起点新建和改扩建一批优质普通高中，增加学位供

给；二是创新办学机制“ 帮扶一批 ”，通过集团化办学、“组团式 ”帮



扶、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托管帮扶等方式，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总量；

三是多样化发展“提升一批 ”，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地区和学校率先开展

特色办学试点，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职普融通 ；四是有序增加招生计

划“扩容一批 ”，深入挖掘现有优质普通高中校舍资源潜力，并结合实际

优化招生计划安排，有序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重点解决学生上不了

高中的问题。那中职学校怎么办？

二、中职学校应该怎么办

（ 一 ）做职普融通的典型学校

1. 了解什么是职普融通

普职融通， 比较规范的释义应该是： 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合作，通过

双方共同设计课程、互派师资，实行学分互认、学籍互转的人才培养模式，

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是一种培养创新型、实用型、复

合型人才的一种新型办学模式。

这种解释比较官方，用一种更通俗的解释其实就是，高中教育和中职教

育是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并不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 ”， 而是存在

一定的重叠区域。这个“ 重叠区域”就是高中教育和中职教育的“ 缓冲区 ”，

给那些中考意外落榜，依旧想通过普通高考拼一把的中职生，实在跟不上的

高中生再次选择的机会。让部分中职生有机会冲击普通高考，也让有些高中

生通过职教高考得到更好的结果。不论从哪方面来说，职普融通是一个人性

化的设计，避免了人才选拔时的“ 一刀切 ”，“让不同禀赋和需要 ”的

学生通过选择适合的道路，实现了“ 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 ”的目的。

2.职普融通有哪些形式



职普融通的理论设计是非常美好的，实现资源共享，全面实施素 质教

育，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 主动适应

社会。但是，在现实操作中难度很大，单就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来说 ，操

作起来难度就很大。但既然是国家提倡的新型办学模式，而且又是职业教育

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自“ 职普融通 ”提出以来，就有很多教育部门、

学校在尝试职普融通改革 ，目前所见的职普融通办学形式，基本上可以分

为两类。

1. 以高中为主体的职普融通

这类职普融通办学模式，基本上是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组织，采取

高中和中职学校合作的模式开展 ，很多地区称为综合高中。综合高中，主

要以高中为主体实施中招录取平台招生，学生入校 后办理高中学籍，主要

以高中课程为主，一学年后组织考试，分数较低的学生自愿转入合作中职，

变成中职学籍，后续学习中职课程，参加中职升学考试。这种模式下，选择

中职教育的考生其实并不多，也符合目前的教育现状。

2. 以中职学校为主体的职普融通

这类职普融通又细分为两类：

第一类， 中职与高中合作办学 ，以中职招生为主体。这类办学一 般

是中职学校招生为主，注册中职学籍，学生学习一学期或者一学年 后参加

合作高中组织的考试，通过考试进入合作高中，变成高中学籍， 参加普通

高考，而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则继续学习中职课程，参加 中职升学。这

种模式下，会有少量学生通过考试进入高中。多数学生 还是留在了中职，

毕竟单就文化课教育而言，中职教育和高中教育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类，纯中职学校办学，没有合作高中。中职学校招生，注册 中职



学籍，学习高中课程，参加普通高考，如果学生学习比较差，参加中职升学。

据了解，荆州已增加了多所高中，中职学校以艺考和体考升学教 育为

主推出高中班。这是一种很聪明的选择，如果说高中生和中职生在升学上存

在差距的话 ，那差距最小的点就是艺考和体考。因此，很多中职学校将艺

考和体考作为职普融通办学，冲击普通高考的突破点。目前市面上见到的以

参加普通高考为主中职升学班，基本是艺考或体考。

（ 二 ）做服务增量的口碑学校

2013-2022 年，中职学校数量连续十年累计减少 3039 所 ，招生 累计

减少 249.1 万人 ，高职院校则累计增加 192 所。招生对象越来越少，招生

更费劲，很有可能出现大批量学校招生量严重下滑的现实情况。总之，再不

加强学生管理，让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过来，没得活；再不加强教学管理，

没升学率，没得活；再不加强特色建设，泯然众人矣，只能等死。

中职学校规模的逐步减少、撤并优化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的

一大趋势。十年间中职学校数量减少超三千所，背后原因何在？中职招生怎

么办？现在中考越来越简单，高分考生越来越多，而高中建档线又越来 越

低 ，这一增一降之间 ，导致能够进入高中建档线的考生越来越多，只是由

于部分家庭担负不起民办高中的高额学费， 无奈选择中职学校。

所以，从整体而言，中职教育的招生对象基本是学习不好的，或者是学

习还可以但家庭一般的孩子。中职教育依然是托底的教育。做好服务势在必

行！

（三）做管理增量的特色学校

大家想过未来随着人口下降，中职教育势必会有跟高中抢夺生源的激烈

冲突时刻 ，但绝没有想过会这么快到来。明年，高中扩招了之后，高中生



扩招又被实锤，这下家长们不再 焦虑了，因为普高扩招，孩子上高中的几

率更大了。家长群中锣鼓喧天，中职教育哀鸿遍野。我们不禁惊呼，中职本

就处于末端，未来怎么办？ 现在冲突提前了，但中职却毫无还手之力。看

着新政策，我们又不得不思考，中职教育怎么办？高中建档线是不是还会下

降？让更多学生能够选择高中，那对于 中职学校来说，能够选择的生源越

来越少，而且成绩越来越低，教学效果只能是越来越差 ，逐渐走进一个死

循环，直至彻底消失。

我们未来的竞争对手就是二、三流高中。看，高中扩招了，我们跟他们

之间的竞争提前了。这个竞争不是你想不想争，是你没有选择， 想要活下

来 ，必须争。靠什么争？ 人家光凭着“ 高中 ”这个牌子，就具备先天优

势。所以，我们要攒实力，找特色，建立与其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这个竞争

力要靠管理？如何强管理出特色？学校后期将研究后出台一系列举措。

面对新的政策和挑战，我相信在董事长的正确领导下，中职招办 将“ 以

负重前行、一往无前的韧劲爬坡过坳 ；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锐气涉险

过滩 ；以背水一 战、誓破楼兰的决心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既

定目标前进，开启加快转型、跨越提升之路的新征程！

稿件来源：机关联合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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