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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近日举行的郑州市2007年中职学校招生咨询会，吸引了

近万名学生及家长前来咨询。虽然今年6月4日教育部在《关

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各类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强

调，“高校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计划不超过当年应届中职毕

业生5%的比例安排”，但在咨询会上各职校被学生和家长问

得最多的问题仍是：上中职还能不能考大学？ 郑州市教育局

副局长刘鹏利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除了就业，职业学校

的毕业生还可参加高招，或者通过对口升学继续上大学，也

可以在工作之余通过成人高招、自学考试等方式取得学历证

书和资格证书。 职业学校不就是做就业教育的吗？中职毕业

生考大学会不会使中职学校背离了职业教育的方向，重走普

通高中教育模式的老路？一些社会人士提出了疑问。 用“考

大学”吸引“曲线升学”的生源 郑州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目前该市已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110所，其中国家级重点

职业学校14所，在校生26.2万人。但从2000起的高校扩招、普

通高中扩招，使相当一部分初中毕业生执著地选择上高中继

而上大学，不考虑自己成绩的实际情况，使得中职校生源相

对减少，冲击了中职学校的发展。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盲目

追求高学历，中职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竞争中看似处于劣势，

使得一些不了解中职教育的考生和家长更多地选择了上高中

、上大学。加之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许多学生家长认为，大学生就业都成问题，上个中职，拿



个中专文凭更不好就业了。而且，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对职业

教育思想的偏见和误解，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攀比情绪严重

，使得一部分考生不愿报考职校。 但实际上，中职学校的毕

业生就业并不是难题，而且出路还很多，许多企业越来越青

睐那些有技术又踏实肯干的中职毕业生，这是许多家长和学

生并不了解的。郑州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侯松彦

说，郑州市中职院校的就业率平均能达到98%，剩余的部分

学生也是通过参加高考或对口升学考试等形式，走进了大学

校门，有些中职学校就业率甚至达到100%。所以，曾经有人

形容中职学校招生和就业，是冰火两重天。 在无法彻底改变

学生和家长推崇“考大学”的情况下，中职学校通过宣传“

中职毕业生同样可以考大学”，以达到吸引更多生源的目的

。侯松彦说：“这也是为了发展职业教育，国家给的鼓励学

生上中职的一个政策。” 中职生考大学也是社会的需要 河南

省南阳市的曹力元从小就喜欢美术，3年前，她的中招考试成

绩不太理想，不可能上普通高中，但她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

爱好，便选择了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美术专业。她以为自己

一辈子就能当个幼儿园的美术老师了，没想到3年后，她通过

普通高招考试，以专业课成绩全省第15名的优异成绩，被云

南某校录取，成为一名大学生。 像曹力元这样的学生，仅郑

州市艺术工程学校(原郑州市第一职业中专)，今年毕业的不

足百名的学生中，就有55%被南京理工大学、河南大学、郑

州大学等高校录取。 “一些中招成绩还不错的初中毕业生，

可能因为家庭原因而放弃了复读或上高中的机会，来到中职

学校上学，为的就是早点就业。但在学习过程中，他也许会

对自己的专业产生浓厚兴趣，希望继续深造。于是，我们给



这些学生提供了普通高考、对口升学、成人高招、自考等更

多的出路。”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校长杨洪波介绍说。 从去

年开始，为了迎合学生和家长“考大学”需求的专业，郑州

市艺术工程学校推出了“艺术高中部”。据介绍，该校的艺

术高中部，所有的文化课设置全部符合普通高中的教学大纲

，较同校的中专部文化课深度有很大提高。由于是小班化教

育，更有利于学生的专业课学习，3年后学生同样可以参加统

一的艺术类高考。 加强文化课教育，在中职学校中开办了与

专业相结合的高中部，获得了学生及家长的认可。在中职学

校招生咨询会上，该校当天就现场发出录取通知书近百份。

郑州市齐礼闫乡三中的马凯，中招考试考了539分，满分630

分，第一志愿就报考了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的艺术高中部音

乐专业。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高职院校都加

强了技术培训，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核心专业的

老师下企业工厂了解岗位需求，根据现代工业的流程来重新

编写教材，具体到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都要与行业需求相吻

合。以就业为导向，增强学生的就业 竞争力。不少学校瞄准

市场，与企业的需求相结合实施了订单式培养，把职业教育

的“职业”味做足。 据媒体报道，一项来自京、沪、渝等部

分城市的统计信息显示，继2005年京沪等地高职生就业率首

超大本生之后，06届高职生和07届高职生在就业率方面仍呈

增长态势，并逐步稳超大本就业率。在部分地区，特殊专业

的高职毕业生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部分用人单位甚

至需提前一年“下订单”招聘毕业生。 “中职学校培养的是

普通的技工，高职院校培养的则是高级技师，用人企业不仅

欢迎有一定技术的技工，更需要有高级技能的技师。我们鼓



励中职学生考大学，并不是让他们放弃自己所学专业，而是

鼓励他们继续学习，以此来调整我国的人才结构。”侯松彦

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