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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高职教育衔接的现实问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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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经济、教育、社会变化的驱使下，激发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建立立交桥相互衔接，构建新型的现代职
教体系已成为一种必然。通过分析中高职衔接中存在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学生方面：生源危机不断加剧，认同危机逐渐

加深；学校方面：对自身定位模糊以及专业设置契合度差，据此结合现实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中职教育；高职教育；衔接；技能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３２－０３

１　中高职衔接的背景
１．１　现实背景

１．１．１　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门

槛提升，对技能人才的学历、技能水平和素质结构要求不

断提高，中等教育水平的职业教育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

求，而高职高专学历成为起步价。

１．１．２　教育发展趋势的变化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形成适应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

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

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１．１．３　社会需求的变化

对于学生来说，更愿意接受高层次的教育，这对自身

以后的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对于家长来说，更

希望孩子接受优质教育，都存在一种让孩子继续升学、获

得更高层次学历、掌握更多本领的愿望；对于企业来说，

更渴求优质员工，对员工能力、素质的要求提升。

１．２　政策背景

在现代经济、教育、社会变化发展的驱动下，迫使中

高职寻求衔接，创建新型现代职教体系成为必然。国家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中高职衔接由浅入深

发展。１９９４年７月３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发［１９９４］第３９号）提出要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逐步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

教育共同发展、相互衔接、比例合理的教育系列。１９９９年

１月１３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９］第４号）提出要逐步研究建立

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立交桥，这加快了

中高职衔接的步伐。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４日《国务院关于大力

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２］第１６号）

提出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建立人才成长“立交

桥”。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尤其是进

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与

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体系。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０日教

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

见》（教职成［２０１１］９号）指出当前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

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专业、课程

与教材体系，教学与考试评价等方面仍然存在脱节、断层

或重复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中高职衔接的内容，

使得中高职倍加重视。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９日教育部《关于推

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

意见》（教职成［２０１１］１２号）指出要统筹中等职业教育和

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这对中高职衔接具有指导性的

意义。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积极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

结构布局、课程体系和教材、教育教学过程、信息技术应

用、人才成长途径、教师培养培训、行业指导作用、校企深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８
作者简介：彭玲芳（１９８９－），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第６期 彭玲芳，等：论中高职教育衔接的现实问题

度合作和教育评价改革等方面的衔接，这使得中高职衔

接更加深化。

２　中高职衔接陷入的主要困境
２．１　生源问题

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

家长的期盼，这导致社会上仍有大量家长和学生崇尚“学

科本位”，他们认为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是差一级的教

育，当孩子从高职院校毕业后当个工人，不够档次，有损

面子。只有在普高、本科学校中学习才是学生真正的追

求，这才符合“学而优则仕”的理念［１］。此外，加上高校大

量扩招，导致了“普高热”的出现，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之

时，必然会造成高等职业院校中生源数量和质量的剧烈

下滑。为了挽回这种局面，高职不得不降低录取标准，最

终带来的是生源质量一般、素质一般的后果，如此则造成

了衔接所期望的价值的失落［２］。

２．２　认同危机

部分进入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很多时候处于犹豫和

迷茫、无奈与失望的情绪之中，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发展

目标，缺乏职业发展的准备心态与职业发展的能力。职

业生涯发展的被动反过来加重了学生的“自我认同危

机”［３］。据有关数据显示，认为个人能力不足和缺乏求职

技巧是最大的困扰的人分别占２９．４％、１９．１％。

２．３　定位认识模糊

虽然中高职在培养目标和规格上存在着诸如职业

性、实用性、技能性、层次性等共同特点，但也存在着对职

业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的要求不同的差异。目前许多学

校对中职的培养目标和高职的培养目标的区别并没有准

确定位。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若是都把培养目标定位

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仅仅是学历的高低，没有本质的

不同，就彻底失去了“衔接”的基础。最终中高职毕业生

不仅在市场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会衍生出更多衔接

的问题。

２．４　专业设置不完善

中高职专业设置存在“各自为政”现象，相互之间缺

乏沟通和协调，尚未形成统一的专业目录，中高职专业的

名称、分类、要求等也都很不匹配，导致很多中职学生因

在高职专业中找不到对口或相近专业而不能报考，被迫

放弃升学选择。

在２０１０年教育部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

中，中职专业数由原来的２７０个增加到３２１个，其中新增

专业８５个，从原目录中删除专业２２个，专业（技能）方向

（即原“专门化方向”）由原来的４７０个增加到９２０个。而

现在所用的２００４年修订的高职专业目录分设１９个大类，

７８个二级类，５３２种专业［４］。中职的专业数量多，专业分

类比较细，而高职开设的专业并没有和中职教育的专业

大类相对应，口径也相对宽泛，两者的专业设置不匹配。

因此导致中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契合度和衔接性比

较差，出现严重的重复或断裂的现象。

３　中高职衔接的对策
３．１　拓宽招生渠道

一是根据现有高考的招生方式，地方有权在高考后，

以部分高考科目成绩为基础，加试部分技能内容，作为高

职学校招生的依据，选拔有职业教育潜能的高中生。二

是单独招生。对那些教学设施基础条件好、招生规范、社

会影响好的学校，鼓励更大范围内给予单独招生权。三

是面向中职毕业生的对口单招。此种招生主要以技能考

核为主，这将把更多的中职毕业生输送到高职学校。四

是五年一贯制招生。学生入学年龄小，可塑性强，是学习

知识、掌握职业和生活技能的最佳年龄段，容易形成牢固

的专业思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种学制安排可以通过

在连续的修业年限内统筹安排和整体设计培养目标所要

求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及教学各环节，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减少了课程的重复，提高了教

育效率。五是综合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即考

察学生中学阶段学业水平和综合素质，由学校决定是否

录取，这种招生方式比较适用实际招生困难的专业。比

如说煤矿等艰苦行业的专业。六是对高技能人才的招

生。通过技能大赛或是顶岗实习，可以尝试选拔获奖中

职生免试进入高职学校。

３．２　增强高职院校的吸引力

高职院校还要加强自身基本建设，优化教育教学环

境，改善教育教学设施。学校应调研市场需求，开发市场

需要的专业，充实发展特色专业，把专业办成学校的“品

牌”。此外，要积极开展各种职业技能、技术竞赛活动，表

彰职业院校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支持

职业教育的浓厚氛围。

３．３　帮助学生确立积极的职业自我概念

针对学生自我认同危机的加深，要使学生能在这无

边界职业时代获得竞争力，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职业自

我概念已迫不及待。舒伯（ｓｕｐｅｒ）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将

个人自尊、个人能力、个人潜能、对自己认识的明确性、和

谐性、发展性等都包括其中。这种自我认识，会为个体提

供自我认同感和连续感，促使学生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职业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贯穿人的一生

的过程。学生自我概念的明确将成为职业生涯发展的持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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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推动力［５］。无论学生处于中职教育阶段还是处于高职

教育阶段，都要帮助学生逐渐建立起积极的职业自我的

概念。当他们在中高职阶段进行学习时，或许是因为没

有竞争上本科，或是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无所事事习惯

的沿袭，使他们遭受老师家长不同的评论，接受到不同含

义的眼光，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从而使得他们产生自

卑的心理，这种行为的持续会限制学生的发展，影响他们

的职业竞争力，所以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职业自我概念，

有利于学生从中职教育阶段“健康”地过渡到高职教育

阶段。

３．４　有效协调专业衔接

围绕地方发展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对不同层次、类

型人才的需求，确定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接续专业，推动

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布局结构进行合理的布

局调整，淘汰一些不适应产业和行业发展的专业。基本

形成各个职业学校都有特色专业和骨干专业，而不是一

味地追求顺应时代潮流的热门专业，从而使职业教育形

成错位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学校专业设置应遵循《中

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

导性专业目录（试行）》要求，在中、高职专业衔接环节可

以采取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相近对接，可以理解为专业对

专业的对接，如中职教育中的商务英语与高职教育中商

务英语的衔接；第二种是拓展对接，可以理解为专业对专

业小类的对接，如中职教育计算机应用与高职教育计算

机网络技术专业的衔接；第三种是宽口径对接，可理解为

专业对专业大类的对接，或是专业与专业群的对接，如中

职学校的信息技术类所有专业与高职教育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专业的对接［５］。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模

式对接，利用各自优点，不仅可以深化学生的知识，还可

以使学生更熟练运用所学技能，同时也能增强人才的适

应性。

４　中高职衔接的整体期盼
在无边界的职业生涯时代，职业竞争力的获得不仅

仅只和能力本位教育密切联系，还贯通关键能力和软技

能。Ｖｅｎｔｅｒ曾经指出中国的教育忽视了孩子的“关键思

考”和“软技能”，为了孩子的可持续发展，他建议中国的

高等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弹性”等软性能

力［６］。无论是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还是中等职业院校学

生，除了需要获得专业技能外，还需要获得人际交往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等通用技能，以增强长远的发展后劲，

面对日趋激烈的社会变化［７］。中高职衔接，不是中职和

高职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学制的简单组合，它是一种全新

的、系统的教育体系，需要方方面面要素的有机组合。实

行中高职教育的有效衔接，构建现代职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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