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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考不上高中，被
“分流”到职校怎么办？为此，一些

家长焦虑不断。近日，教育部强调，高中
教育多样化发展，中考“普职分流”有其必要

性。不过，要缓解人们的焦虑，中职教育需要调
整定位，增加升学机会和发展通道，提高质量提升

形象，避免“普职分流”变成“普职分层”。
过完了第一个没有校外培训的寒假，孩子们陆续

返回校园。2022年是“双减”第二个年头，落实“双减”
依然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尽管全社会认可“双
减”的氛围正在形成，但一些家长的焦虑情绪并没
有得到有效缓解。孩子考不上高中，被“分流”到
职校怎么办？

那么，有没有必要推迟或者取消“普职
分流”？如何让“普职分流”不至于变

成“普职分层”？这些话题引
发了社会热议。

“普职分流”不能变成
“普职分层”

“我们普通家长关心的，无非就是孩
子的未来，工作收入、工作环境、职业发展
空间如何等，但这些家长最在意的东西，
现在来看职校生和大学生差距还是挺明
显的。”李慧对记者讲道。

李慧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了佐证。
以就业出口为例，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
2021 年就业蓝皮书显示，相比大学毕业
生，高职生工作的流动性很大，毕业3年内
平均换过 2.4 个工作，一半的人会换行业
或者换工种。离职原因排名靠前的是：工
资低、发展空间不够、工作压力大、就业
没有安全感。

如何能够实现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使
得“普职分流”不会最终变成“普职分层”，
从而不再成为大家按照分数被迫、被动选
择的一个结果？

和震认为，这需要社会中由学历本位
逐步向能力本位和贡献本位转变；人们主
要追求在学校中的学历提升发展转变为
追求既在学校中发展，也要在职业继续发
展的轨道上不断地提升，而不完全要依赖
学历提升的这种向上发展；在教育的内部
是要促进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从
现在比较单一的供给走向多样化的供给，
为不同的学生人生的出彩提供多样化的
选择和自由。

在 2 月 23 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邓云锋讲道，山
东在2012年就进行“职教高考”制度的探
索，学生不但就业有优势，升学还有渠道，
有力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现在有
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和
爱好选择成长的路径。去年全省中考有
2.95万人达到了普高线，却选择上职业学
校，还有1.7万名学生在普高学习，之后转
到了中职学习。他说：“每个孩子都有各
自不同的禀赋、兴趣，这是人才成长的规
律，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陈子季表示，今年教育部将把“提高
质量、提升形象”作为职业教育发展两大
任务，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

人们期待，随着社会各方合力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职业教育也可
以成为学生的第一选择，从而让“你读了
普高，我上了职中，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成为现实。 （据《工人日报》）

中考“普职分流”，如何让家长不心慌？

能推迟或取消
“普职分流”吗

家住山东省青岛市的李慧，其
孩子今年读小学四年级。去年“双
减”后，她和另外四名家长攒了一个
奥数班以及语文班，在辅导老师家
里偷偷上课。“不敢放松啊，我们这
里中考竞争太激烈了，不少孩子被
挡在普高门外。”李慧对记者表示。

像李慧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取消或者延后中考“普职
分流”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在

“双减”背景下，今年这种声音更为
强烈。

“被分流到中等职业学校的学
生，他们的年龄都很小，十五六岁心
智还不成熟。是否可以到18岁以后
分流呢？”1月份，来自中国科学院的
武向平委员向全国政协提议，适当
延长义务教育阶段，等学生高中毕
业后再推行“普职分流”。

在日前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也
有代表、委员提出，推迟或者取消

“普职分流”。如广东省政协委员、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许旋呼吁，争取
国家授权广东部分城市试点将高中
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乃至取消中考
分流，减轻家长学生的焦虑。四川
省政协委员、遂宁市政协主席杨军
也呼吁，普职过早分流，否定了学生
后期成长转变的可能，导致部分地
方中考之难堪比高考。

针对近期人们对中考“普职分
流”的高度关注，在2月23日教育部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做出
了回应。他强调说：“坚持‘普职分
流’是非常必要的。”

陈子季讲到，中等职业教育是
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
负着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
的重任。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
教育协调发展，既可以满足不同禀
赋和潜能学生的学习需要，又能够
提供多样化的成长成才空间和通
道。同时，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扩
大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改善民
生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职教高质量发展是“良方”
如何能让“普职分流”切实推行下

去，吸引学生和家长主动选择职业教
育？陈子季表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中
职教育办好，提升自身的质量，在普职融
通上下功夫。

陈子季讲到，一要提升中职办学
条件，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加快补齐办
学条件短板。二是要畅通升学渠道。
高质量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完善

“职教高考”制度，扩大职业本科、应用
型本科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计划，
满足中职学生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
求。三是要优化办学定位，中等职业
教育要按照升学与就业并重的办学定
位，为学生提供升学、就业、职普、融通
等多种发展路径。

“普”与“职”应该分流，但是“普”与
“职”之间各占多少比例，依然存在很大
争议。多名专家表示，把中职教育自身
办好，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固然是根本，但
我们也不能罔顾现实一刀切推行“1:1普
职分流”。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
和震建议，在“普职分流”及普职比的
政策设计上，要坚决避免简单化的行
政指令，应该把追求职普比的均衡发
展与加强对职业教育的规划保障、资
源投入、提高办学质量、办学条件水平
等等各方面实现同步发展，让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在投入、质量等各方面
都大体相当。

为此，教育部表态，将积极推动各地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本地产业
发展需要、健全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等因
素，合理规划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招
生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