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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通常止步于
专科，这被认为是其发展的关键“瓶
颈”。如何打破职业教育学历“天花
板”？“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
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
育。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技术教
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
位。”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陈子季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在
职业教育领域要做好制度建设三件大
事：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职教高考制
度。目的是依托这一制度，把中等职
业教育和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
育在内容上、培养上衔接起来，使任何
职业院校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职教高考
制度，进入任何一个职业院校的任何

专业学习。
陈子季说，第二件事是健全普职

融通制度，在课程共享、学生流动两
个层面进行，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的资源共享和理念借鉴。第三件
事是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规定职
业教育的学生和普通教育的学生学
习成果等级互换关系，进而规定在特
定领域两个教育序列的学生都享有
同等权利。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
万所，在校生 2857.18 万人；中职招生
600.37万，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0%；
高职（专科）招生483.61万，占普通本专
科的52.90%。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
校开设了1200余个专业和10余万个专

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
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
生。

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迫切要求
培养大批掌握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
才，迫切要求强化数字技术人才的有
效供给与超前储备，迫切要求建设知
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但目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仍是短板。2019年，《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开
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推动具备条
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
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
专业或课程。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允许
一批高职学校试点开展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截至2020年，已分批建设了22
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校。

专家指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
实现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
的重大举措，也是职业教育由参照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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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路
径，有利于使教育选择更多样、成长道
路更宽广，使学业提升通道、职业晋升
通道、社会上升通道更加畅通。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研究所所长徐国庆认为，未来我国
职业教育体系将由三级学制构成，即
职业中等教育、职业专科教育和职业
本科教育。这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的重大突破，将对职业教育发展产
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使职业教育发挥
更大的支撑作用。职业本科教育的举
办也丰富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
是我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近日，网友围绕大学教育的投入与
回报展开了热议。其中，有人认为读过
大学，整个人的境界都会提升；也有人
举例说明一些成功人士并未读过大学，
读过大学也未必等于成功。对于这个
话题，在大学里徜徉了将近十年的我，
也有不少感想可说。

诚然，正如不少质疑大学教育意义
的人所说：从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在社
会上“毕业”，好的成绩也不代表日后能
取得成功。然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
大学都是一块“敲门砖”、一片“缓冲
区”、一座“瞭望塔”。

文凭在很多时候都是重要的“敲门
砖”。在就业竞争愈发激烈的时代，热
门行业和单位的招聘标准也日渐严
格。是否曾在大学相关专业就读、就读
的大学层次如何，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工作的前景。

从人自我完善的层次来说，大学校
园是走进社会前的一个缓冲区。绝大多
数人高中毕业时，只有18岁左右，此前的
人生都是在家庭与校园的小环境下度过
的。他们对社会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
识，也缺少与人沟通、合作的经验。即使
一些外在的技术可以速成，内在的心理
素质却需要较长的时间去锻炼。大学是
从校园到社会的绝佳过渡——从正面来
说，它既有中学的纯粹性和学习氛围，又
有社会的多样性和交际环境。从反面来
说，它不像高中那样“压力山大”，让我们
为一个目标夜以继日，也不像社会那样
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有较多的机会去历
练、去试错。在与同学、老师的交往中，
在课堂学习、实习实训的操作中，学生可
以经历潜移默化的蜕变。

从理想主义的层次来说，大学更是
面向广阔世界的一座瞭望塔。在经历
社会历练之前，大学可以让我们在学习
中磨练心性，找准自己的定位和目标，
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实现理想
的可能路径。

再高的学历在手，也只是奋斗过程
中的一个中间节点。绝大多数人都有机
会通过大学降低走上社会的风险，增加
前往未来的选项。读大学，不是人生的

“唯一解”，却是绝大多数人的“最优解”。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记者
4月2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保证中小
学生享有充足睡眠时间，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中小学生必要睡眠时间，并为
此对作业、校外培训、游戏等管理作出
规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
绍，通知提出了3个“重要时间”：一是必
要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
达到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
生应达到8小时。二是学校作息时间。
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

学一般不早于8:00。学校不得要求学
生提前到校，有条件的应保障必要午
休时间。三是晚上就寝时间。小学生
一般不晚于21:20，初中生一般不晚于
22:00，高中生一般不晚于23:00。

他介绍，2020年 12月，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委托有关研究机构对10省
市开展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监测。结
果显示，小学生、初中生平均睡眠时长
分别为9.5小时和8.4小时，不同程度
存在睡眠不足问题。

“作业、校外培训、游戏都要为学
生睡眠让路。”吕玉刚说，在作业方面，
小学生要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

中学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
个别学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仍未完成
作业的，家长应督促按时就寝不熬夜，
确保充足睡眠。教师要对此进行针对
性分析，加强辅导，如有必要可调整作
业内容和作业量。在校外培训方
面，校外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
于 20:30，线上直播类培训结束时间
不得晚于21:00，不得以课前预习、课
后巩固、作业练习、微信群打卡等任何
形式布置作业。各地教育部门要按照
管理权限，会同相关部门采用技术手
段加强监管，确保每日22:00到次日8:
00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

近日，邢台市内丘县大良村小学学
生对着镜子练习表情。河北省邢台市内

丘县大良村小学开展戏剧文化进校园活
动，通过学习戏剧知识、彩绘脸谱、学习戏

剧表演等形式，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戏
剧文化的魅力。新华社发（刘继东 摄）

未来五年，打破职业教育学历“天花板”
新华社记者 胡浩

作业游戏校外培训都要让路

教育部发文保障中小学生睡眠

大学不是“唯一解”
是多数人的“最优解”

■ 梁博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