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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_E5_AE_B6_c26_646090.htm 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

执法类申论标准预测试卷一（职业教育）满分100分时限150

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

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请

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卷由“给定资

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

，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满分100分。 3.答题前，请考生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将自己

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用2B铅笔将准考证号所选项涂

黑。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规定答题区域内作答，超

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

应立即停止作答，将试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

待监考人员允许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1.教育部部长

周济在新中国成立60年教育事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从2009年开始，要逐步实行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2009年

先从涉农专业和农村家庭困难学生做起。 而在此之前，已经

有媒体广泛报道称，鉴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大

学毕业生转而“回炉”重读技校，甚至有“回炉”后在技校

重新找到“感觉”的学生称：我的大学真是白读了!尽管这样

的个案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对于某

些学生来说，接受职业教育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 综合上述

两条消息，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有实

际的社会需求，也已经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得



到国家决策部门在财力、政策等方面的鼎力支持，职业教育

有望在今后的整体教育格局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也将因此

使中国的教育格局更加趋于合理。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并贯

穿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配合迅速建立基本工业体系的国

家目标，中国教育格局也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按照严格比

例建立了综合大学、专业学院、中专、企业技校配套的教育

体系。这一教育体系按照计划中的人才需求，按比例地向社

会提供初、中、高各级各类人才，以满足企业及其他单位的

人才需求。 随着计划经济被打破，人才这个最为活跃的生产

要素率先产生流动，人才市场“按需定教”的格局被打破，

尤其是随着大批国有企业的改制，企业技校被大量取消，技

术工人的社会化培养却没有及时跟进。随后出现的高等教育

大跃进，又极大地压缩了大专、中专等中级技术教育的空间

，导致我国高、中、初级技术人才的比例严重失调。 经过数

次大规模的高校扩招，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发布我国高

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好消息.另一方面出现越来越

多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与此同时，却是初、中级技

术人才和技术工人的紧缺状况不仅未见改观，甚至有日益加

重的趋势，以致出口市场稍有起色，东南沿海地区就会出现

严重的“技工荒”。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制造大国而言，这种

重学历教育、轻技术教育的观念和由此而产生的教育格局的

失衡，显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制造”水平的提

高，也使得我国产业升级缺乏足够的后续动力。 反观德国、

日本等技术领先的制造大国、经济大国，莫不高度重视技术

教育的发展。有资料显示，德国青少年在完成9至10年的义务

教育后，只有30%的学生会选择升入普通高中继而接受大学



教育，其余70%左右的学生则会选择各种不同形式的职业教

育。这种对技术教育的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崇尚，不仅造就

了“德国制造”的卓越声誉，而且也奠定了德国从“二战”

废墟上迅速崛起为技术大国、经济大国的雄厚基础。在日本

，虽然大多数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后，会选择普通高中以求

继续深造，但日本企业传统的终生雇用制，使得以企业为主

体的职业教育可以持续每个工人或技术人员的一生。 在一定

意义上，中国正在重复日本、德国由制造大国，发展为技术

大国、经济大国的发展之路。而这个过程能否顺利完成，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一批经过专

门训练的初、中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替代目前的流水线

女工。没有人才的升级，就没有产业的升级，对一个企业如

此，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更是如此。 近年来，教育部和各

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均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财力，

按照“一流大学”的目标，建设了一批硕大的大学。大学大

、大学生多，终归不能算是坏事，但一面是大学毕业生求职

无门，以致各地政府不得不开发出带有救济性质的“公益岗

位”，招收、安置大学毕业生，一面却是初、中级技术人才

的极度短缺，这样的悖论结结实实地证明，我们的教育结构

确实存在极大的失衡。现在，确实到了像重视“一流大学”

那样重视技术教育的时候。 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是体现这

种重视的第一步，接下去能否真正以操办一流大学那样的决

心，来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能否把关注的目光和热情，都

更多地投向职业教育，才是它能否发展的关键所在。 2.在金

融危机的影响下，大学毕业生遭遇了就业寒流，但在大学生

感慨找工作难时，全国职业学校毕业生们却悄然走俏，成为



了就业市场的宠儿，沈阳市120余所职业学校3万多名毕业生

，2008年总体就业率高达98%，职校的学生们说他们不仅能找

到工作，还能挑个好人家。 职业教育的发展早在改革开放之

初就展现出了活力。1980年，国家开始对全国中等教育的结

构进行改革，重点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倡各行业

广泛举办职业技术学校，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各个岗位上

对人才的需求。 1996年，我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和

实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当年在全国中职

教育的招生数达到新时期的最高数量，高中阶段，职教与普

教招生数比例首次超过了一比一，但从90年代末开始，与高

校的扩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职业教育却迎来了一个

下滑期，一直到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之后，职业教育才有了恢复性的增长，但总体规模依然偏小

。 到2004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50万人，与此同时，技工荒

开始困扰着中国经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正是在

这样的现实之下，2005年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决定，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提出

了要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

，2008年我国高职教育和中职教育加起来招生人数已经达到

了1100万人，在校生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但是尽

管职业教育享受到了国家的扶持，也在就业率上展示了傲人

的成绩，但他的发展也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师资力量薄

弱、培养机制不科学、教学质量不高、社会认可度偏低等严

酷的现实，在这个经济寒冬中，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势

必也将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此时此刻，如何能够为他们营造

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更显得尤为重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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