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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陈子季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要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从
原来单纯的“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

“就业与升学并重”。升学成为中职教
育的新使命。“就业与升学并重”将会
给中职学校带来哪些变化与挑战？在
升学的同时中职教育又如何保持“职
业”的类型特征？

现实
升学成为中职生向上发展的

刚需

中职学生的升学在一段时间内曾
被严格限制，国家对于职业教育曾有

“3个5%”的规定，严格控制专升本、五
年制高职招收初中毕业生及高校对口
招收中职毕业生的规模。长期以来，
社会有了一种“读了中职就不能上大
学”的普遍认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职的升
学政策逐步放宽。2019 年国务院颁
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首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中职

学生有了一条专门的升学路径。随
后，“高职扩招”取消了高职招收中职
毕业生的比例限制。2021年中办、国
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中等
职业教育要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
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
化基础的生源。

现在中职学生可以通过三二分段
制、五年一贯制、中本贯通、中高本贯
通、职教高考、对口单招、技能拔尖人
才免试升学等多种渠道升学，除了升
入高职专科以外，也能升入本科。种
种政策表明，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
育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中职学生的升
学需求已经得到政策的重视和支持。

变化
吸引力提升

文化基础教育加强

在“就业与升学并重”的定位下，
许多中职学校根据学生发展方向分类
型招生，由于升学通道的打通，一些升
学率较高的学校吸引力明显增强。

山东潍坊商业学校校长孙中升介
绍，学校在招生上分4种类型，一是职
教高考，二是“3+2”中高职贯通，三是

“3+4”中本贯通，四是直接就业。前3
种学生都是升学方向，每年合计招生
2000人左右，第四种就业方向每年招
生一两百人。其中“3+4”中本贯通录
取分数线高于普通高中，学生通过转
段考试可以直接升入本科院校，很受
学生和家长欢迎。

“就业与升学并重”的定位，要求
中职学校在保障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质
量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基础教育，为学
生继续深造奠定基础。

山东潍坊商业学校同时也在强
化学生文化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的
教学。“一些技术技能学生毕业后还
可以根据岗位需求继续学习，但是文
化基础课尤其是思政课在离开学校
以后很难有机会再学习。而中职学
生处在可塑性很强的阶段，如果这些
课程没开好，价值观出现偏差，后面
可能无法弥补。”孙中升建议，要根据
不同的专业大类有针对性地开好文
化基础课。

挑战
中职如何升学不弃“技”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当升学
成为大部分中职学生的选择时，职业
教育会不会失去类型特征向普通高中
看齐？如何保证学生升学不弃“技”？

作为山东省职教高考制度研究的
参与者，孙中升认为，中职学生升学的
目的是为了更高质量地就业，因此中
职教育本质上仍然是就业教育，要用
考试和评价把学生和学校引导到类型
教育的轨道上来。

既满足职业教育升学的需要又保
持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除了完善考
试内容和方式之外，多位职教界人士
表示，中职在新的定位下，更需加强产
教融合这一职业教育基因。

多位中职校长建议，通过中职、高
职、企业三方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中等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问题，利用高职牵引
中职产教融合，达到学生既能升学也能
就业，企业能从高职招到毕业生，高职
能从中职获得生源的三方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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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所有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

一个人只有从头开始“学怎么活”——
学如何听话，学如何说话，学如何赞美，
学如何助人，学如何信任，学如何做小
事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事业和
人生中遇到的难题。人生是大功课，必
须从头学起。只有从自己的起心动念
开始调整，才能逐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
遇到的难题，从而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幸
福的人生。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活
好”，除了“活好”，人生没别的事。本书
不仅是作者十多年来“学怎么活”的“学
习笔记”，也是他给所有人的一堂幸福
重修课。

近日，浙江省温岭市坞根镇滩涂
研学基地，孩子们在滩涂挖寻小螃蟹
等海涂生物。

暑假期间，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孩子们开心充实过暑假。

新华社 刘振清 摄

近日，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教
育部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续梅介
绍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应用进展
情况。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一期项目主要
包括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国家
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国家高等教
育智慧教育平台和“24365”大学生就
业服务平台等4个子平台。

自3月28日平台正式上线以来，
各类优质数字资源供给不断扩大，浏
览量持续增加。数据显示，截至7月12
日，门户和4个平台的总浏览量已超过
30.3亿次，总访客量达4.3亿人。国家
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现有资源3.4万
条，上线以来的日均浏览量达到2891
万次以上，最高日浏览量达到8997万，

有效服务了各地“双减”提质增效。
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专业

教学资源库累计上线1189个，新增13
个；在线精品课累计上线6628门，新
增192门；视频公开课累计上线2222
门，新增213门。

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用户
覆盖六大洲143个国家和地区。在首
批上线2.7万门慕课课程基础上，新增
课程资源850门，新增课件等其他资
源6.5万余条。

“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累
计汇聚岗位资源达1124万个，新增岗
位资源744万个，2022届毕业生累计
注册519万人，新增注册223万人。主
动向毕业生推送岗位信息2192万条
次，累计推送1.03亿次。 （本报综合）

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公共卫
生研究显示，青少年的应激相关想法和
生理反应能在一节30分钟的在线训练
课程后得到缓解。研究结果为调节青少
年压力提出了一种简短且低成本的干预
方法，或许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如今，青少年的应激相关焦虑和
抑郁症状达到了历史之最，已经严重
威胁到他们的精神健康。找到青少年
接纳和应对这些应激源的方法，是帮
助他们平稳过渡到成年期的关键。

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应激优化法，主要
是教会青少年主动应对社交和学习应激
源，而不是想办法回避，从而提升他们的
抗压能力。这种称为压力有益的思维，是
基于生理应激反应能激发一个人的最佳
表现。另一种思维是成长型思维，成长型
思维认为，努力、策略以及来自他人的支
持具有促进智力发育的作用。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
究人员此次开发了一种干预方法，并
从学龄儿童到本科生组成的6组学生
（共4291人）中进行了测试。这一测试
包括一个30分钟的自我管理在线培训
模块，该训练测试融合了压力有益思
维和成长型思维的协同策略。随后，
团队检测了这些学生的应激水平，包
括心理幸福感、焦虑症状、学习成绩和
应激相关认知、激素、心血管反应。

他们发现，通过同时针对两种思维，
单次的干预课程可以避免脆弱的青少年
对正常应激产生不健康的应对方式，防
止对相关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研究团队指出，这种可推广的干
预措施或许能提供青少年所需的资源
和指导，帮助激发他们的潜力和创造
力——这对于人类应对未来挑战至关
重要。

从“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

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
■ 欧 媚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总浏览量已超30亿次

干预训练助青少年缓解压力
■ 张梦然

《人生只有一件事》
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