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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讯】 

高考报名数再创新低 四年来超 300 万人放弃高考 

2012 年高考开考。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

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 915 万人，比去年减少 18 万人。2012 年全国安排

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685 万人，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为 75%。 

这已经是自 2009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下降以来连续第 4年保持

下降趋势。北京则连续 6年下降。除了受生源因素影响外，弃考已经成为

高考报名人数锐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法晚记者统计发现，自 2009 年至 2012 年，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

高考的总人数已经超过 300 万人，接近四年报考总人数的一成。弃考的学

生中一部分选择了出国留学。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的《2012 高招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我

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高速增长，而且低龄化趋势明显，成为分流高校生源

的一股新力量。从 2008 年起，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连续 4年保持了 20%以上

的增长速度，2011 年达到 34 万的历史纪录。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公布的《2011 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也显示，

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占我国总留学人数的 22.6%。 

  根据报告预测，近年，出国留学人数还将保持较高的增长，本科生将

逐渐占到留学人数的 60%以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学生弃考

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高校已经面临的生源危机。 

摘自：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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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不应轻易放弃理想 

在博弈中，南科大也渐渐变为温水中的青蛙。如果内部人员失去改革

理想，这将是南科大面临的最大危机。 

  南科大近日公布了经批准的招生方案，今年共招 180 人，纳入提前批

录取。据媒体报道，对于这一方案，该校工作人员认为有着重大的改革意

义。 

  这令我感到惊讶。南科大的这一招生方案——按照高考成绩 60%、学

校面试成绩 30%、中学成绩 10%在提前批综合录取学生，放在一所传统高

校，确实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浙江从 2011 年开始推行的“三位一体”

录取改革，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而放在一所以“改革”立身的新创大学，

却只能说是倒退。如果对此感到满意，并认为其有着重大意义，这表明他

们对何为真正的改革，并不清楚。或者说，在博弈中，南科大也渐渐变为

温水中的青蛙。如果内部人员失去改革理想，这将是南科大面临的最大危

机。 

  有媒体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我给南科大招生方案“没有新意”的评价，

记者感到有点失望，认为这一方案多少还是有意义的。一直关注南科大改

革，当然十分希望其出现有突破意义的改革，然而，我却无法对没有多大

新意的改革硬要说其有新意。 

  一些媒体也随之改变了态度，甚至称，大学改革的关键，不是自主招

生，而是大学自身的改革，比如教学资源能否优化，教学理念能否提升，

管理体制是否去行政化。这种说法本身逻辑就不自洽，自主招生就是管理

体制去行政化(既有外部政府部门放权，又有内部建立教育管理和学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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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的内容之一。这和之前大家对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

革的期待，大相径庭，这是十分明显的对退让的“改革”进行辩解。按照

这种说法，不用给大学自主权，大学不自主招生，只要内部改革，当前的

教育教学问题也解决了。 

  可众所周知的是，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是办学没有活力的根本原因，

而招生自主权是大学最核心的自主权之一。对于一所连办学自主权都不具

备的大学，怎样自主进行内部改革?另外，大学自主招生，不是学校单向

的自主，而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尤其是学生对大学的选择，我国很多

大学之所以不重视教育教学(最近一项调查显示，211 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互

动最差)，就是因为学生无权选择大学(一考定终生)，学校于是不重视学

生的基本权益。而在发达国家，没有一所大学不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

这不是由于他们觉悟高，而是基本制度使然:由于招生实行申请入学、教

育管理实行自由转学，所以大学时刻被学生选择，进而不敢对学生懈怠。 

  事实上，对于自主招生的重要性，我国在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

时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改革中，明确提到了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

制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及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推行“学校依法自

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按理，学校在争取自主办学空间，社会舆论在

关注大学改革时，应当严格依据这一《纲要》精神，可是，在有关部门不

愿意按改革精神推进改革时，学校和社会舆论，反而主动放弃改革原则，

为退让的改革百般辩解，这就令人担忧了。 

  这种做法，在我国教育改革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甚至可以说，具

有某种规律性。最初，大家对改革寄予厚望，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大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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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改革没有出现，对此，学校和舆论都不再坚持，转而热情迎接变调的

“改革”，赋予其积极意义，其结果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出现，改

革变为折腾。就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最初大家的关注点，在监督各级政

府增加投入、转变资源配置模式，缩小校际间的差异，后来有关部门在这

方面作为不大，就是对于《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也不

落实，而是采取推出择校禁令的方式治理择校，不少人也转变“态度”，

把择校乱象的矛头指向社会培训机构和家长。 

  改革本质是权力和权利的重新界定，这当然需要博弈。如果博弈的一

方极为弱势，这就谈不上博弈，而是变为单方面主导。在国外，大学校长、

师生，是以高度敏感维护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治的空间的，当政府

部门越权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时，校长和师生会严词抗议，让相关部门收

回其不妥的做法。（熊丙奇） 

摘自： 新华每日电讯 

【理论研究】 

职业教育要满足谁的需求 

访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博士 
注：下文《麦可思研究》简称《麦》，单强博士简称单 

《麦》：对于高职教育的“产学无缝对接”，即完全以企业、岗位对职

业技能的需求为导向来进行培养。您对此有何看法？ 

单：这里面关键是要全面了解企业，岗位对职业技能的需求到底是什

么？这种需求实质上不仅包括以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为特征的“硬技能”，

而且还包括以职业意识、职业精神、职业素养为特征的“软技能”。“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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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对接”就是要做到学生“硬技能”和“软技能”与产业、岗位需求的

全面对接。 

从现代社会经济复杂多变、技术更新加快的环境来看，产业、岗位所

需要的“硬技能”变化日趋加速，高职教育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学

无缝对接”。当前，高职教育更应该注重提高学生的“软技能”，通过提升

“软技能”来使学生愿意并且善于提升自己的“硬技能”，这不仅是实现

“产学对接”的现实途径，也是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产业链延伸，推进

制造业服务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麦》：您对“大学要为学生的最后一份工作做准备”这句话有何看

法？这句话看起来似乎与“产学无缝对接”存在一定矛盾，您认为这两种

培养理念哪一种应该成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 

单：从教育的理想而言，也就是从“应然”层面说，教育应该为学生

的终身负责，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那就是为最后一份工作做准备；

但从现实的要求来看，从“实然”层面说，学会生存、适应日趋激烈的社

会是学生首要面对的任务，教育也要为他们第一份工作做准备。 

“为最后一份工作做准备”和“产学无缝对接”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

盾，体现了理想与现实、长远与当前之间的关系。“为最后一份工作做准

备”强调以满足学生终身发展为目的，“产学无缝对接”强调以满足企业

需求为目的，两者实际上是“教育目的是以社会为本还是以个人为本”的

矛盾在职业教育中的表现。 

高职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类型，其内在的“职业”属性，决定其存在的

理由与价值在于满足企业、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满足社会需要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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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因此，“产学无缝对接”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首要方向；其次是“教

育”属性，尤其是高等教育属性，决定了其第二位的发展方向——满足人

的自身发展需求。明确高职教育培养目标是社会本位在先，不是否定个人

本位，并不意味着满足社会需要比满足个人需要更重要，而是需要我们明

确职业院校的使命，在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满足人的需要，从而彰显出

职业教育的特色。 

《麦》：您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使得毕业生有更

好的中长期职业发展？ 

单：首先，变就业导向为发展导向，着重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重视学生的核心能力培养，这种核心能力我们归纳为三个能力模块：自主

学习能力、团队沟通能力和持续改进能力。 

其次，变知识导向为能力导向，以上述三种能力为核心，转变教学方

法，推进项目制教学，强调“做中学”、“玩中学”，重构分享学习、团队

学习、创新学习的新学习空间与环境。 

最后，变学校教育为终身教育。建立毕业生发展档案，随时欢迎毕业

生回校“充电”，满足其终身发展的需求。 

摘自：《麦可思研究》 

【人才培养】 

职业素养教育不是空中楼阁 

近段时间，“职业素养”这个概念跃然报章，成为职业教育新闻报道

中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共识是，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在技能上并

不差，但在“职业素养”上却有所欠缺。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曾对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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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进行了职业素养的调查，调查表明：高职生思想活跃，但学习兴趣

和学习欲望普遍不高；他们价值观念多元化，但是理想信念淡化；他们普

遍具有程度不同的逆反心理，社会性情感表现冷漠等。（《中国青年报》

5 月 21 日） 

    对此，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兰明认为，目前，我国职业教

育领域存在着“技能至上”、“能力越位”和片面追求“简单就业”、“一

时就业”的倾向，职业基本素养教育相对处于职业教育“边缘”的境地，

当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成为除了具有出色的一技之长之外，还具有较高综

合素养的人时，职业院校的学生才会生活得“更有尊严”。 

    笔者以为，“职业素养”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背后有着比较微妙的

因素，甚至包含着一种讽刺的意味。我们不妨回归职业教育的本源，追问

一下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相信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者一定

不会缺少一些远大的目标与理想，如培养有知识、有文化、高技能、高素

质、有职业精神与道德的人才，人才培养的目标必定是要让学生们获得综

合性全面发展。可现实中，为何“职业素养”却偏偏被边缘化，成了大家

呼吁的一个空口号，甚或成了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空中楼阁？ 

    如果将技能、知识和学术水平比作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硬实力，那么职

业素养则是一个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实力，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但是，往往这两者并不能完全、理想地实现和达到。 

    首先，这两者实现的媒介和场所、衡量的标准并不一样。技能和知识

的获得、学术水平的提高，完全可以依靠课程、靠专业教师在课堂上讲解、

灌输。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更像是“专门家”，有专业之分，每个人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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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而且每门课程的实施都有具体可行的教学目标、教学步骤以及所要

达到的预期效果，最终还可以通过考试、论文等方式来考查学生的大致学

业水平。而职业素养包含的意义比较广泛，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职业素养的培养更在于课外，可选择的范围更大、方法更多样，比如企业

实习、社团活动、宿舍生活等都有可能成为培养学生素养的场所和媒介，

况且这种成长与学习更诉诸个人经历，并非直观的、可以科学量化、直接

衡量的。 

    其次，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职业院校里的工作者似乎每天都忙忙

碌碌：从社团活动到学术讲座，从纪律检查到宿舍评比，从课堂学习到企

业实习，大学里的管理者、辅导员、任课教师每天都被日常琐碎的事务所

牵绊，大家工作的重心大多是围着学生转。按理说，终日与学生在一起，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机会，为何现实却并不令人满意？

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及对外事务处（MEAO）协理副校长程星教授认为，尽管

我们大学的管理者为手头堆积如山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却很少有人停下

手来，静静地想一想：“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做这件事到底要达到一个

什么目的呢？”没有停下来认真想一想我们从事的工作到底都有什么意

义，而学生事务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意义”奇缺的领域。 

    综观整个学校教育，学生的知识与技能主要来自老师和课堂，而处世、

为人、办事、说话等非学术的才能主要是在课外生活中形成的。程星认为，

学生事务规划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从需要什么样的结果，

到设置相应的机构，最后考虑在输入端放些什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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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步骤应该是环环相扣、逻辑紧密的，而不仅仅限于有远大目标，却缺

乏操作性的空谈。 

    当前，普遍认为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是要适应企业的需求，而很多企

业界人士认为，职业素养至少包含两个重要因素：敬业精神及合作的态度。

因此，说培育职业素养是高职教育第一要务并不为过。一方面，职业院校

有必要创造一种有效的校园氛围，将职业素养培养的目标贯彻、渗透到学

校事务、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培养学生的全过程；另一方面，

学校也要定期对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经历加以追踪，收集数据分析，真正

了解学生真实的发展，多反思与所要达成的目标还有多少差距。 

摘自：《中国青年报》 

【他山之石】 

美国职业教育回归 让学生毕业不失业 

毕业即失业，是很多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实际上，许多工种需要的并

非大学文凭，而是熟练技术和动手能力。美国职业教育因此应运而生，却

因政策倾斜和社会偏见逐渐边缘化。职校成了“差生”、“非主流生”的

收容所。 

 近年，职业教育在美国一些州重新得到重视。部分有心进大学深造的

学生也选择职校进修，因为他们在那里学到的技能不仅有助于毕业，更有

利于日后顺利就业。 

一个教师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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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利桑那州凯恩塔市纳瓦霍克自然保护区学校教农业学的莱德·麦

克布赖德不太像“典型”的教师：牛仔帽，马皮领带，两条牙签似细腿支

撑着虎背熊腰的厚实上身。他更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他的“韧性”。 

几年前，当哈里·马丁来到纳瓦霍克保护区履任校监一职时，麦克布

赖德很快登门拜访。“他进门来，对我作了一番‘我有一个梦想’式的演

讲，”马丁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我告诉他我会考虑的，但他每个星

期都要为这件事骚扰我三四次。” 

麦克布赖德希望新校监帮助实现“梦想”：建一座拥有尖端设备的农

科教学楼，配有两间兽医手术室，一间给小动物用，一间供大型动物用。

这样，保护区的孩子们就能接受培训成为兽医助理或相关技术人员，或许

还能培养出几个未来兽医。 

马丁坦承：“我当时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我是一名老英语教师，

对职业教育持怀疑态度。”他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培训基础技能方面，但

麦克布赖德的执着改变了马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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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投入 240 万美元的农业与科技教学楼投入使用，成为马丁口

中“我们最好的项目”。麦克布赖德请来全国各地的兽医参观保护区，并

与学校的226名学生互动教学。学生们在两间手术室内协助兽医为动物“病

患”做术前准备、缝合伤口、抽血和注射药物。这些技能对自然保护区而

言是实用性很强的宝贵资源。更让马丁欣喜的是，孩子们在数学、阅读、

科学等传统科目上的成绩也令人满意。“在亚利桑那州 17 岁学生都参加

的州级综合测试中，这些（参加职业教育课程的）孩子几乎每个人都及格

了。而非职教学生中仅有不到 40％的学生通过测试。” 



普及大学致职教没落 

大约 40 年前，职业教育在美国成为一种没落的教育模式。部分原因

在于，一些民权人士视其为孤立低阶层少数族裔的形式。尤其在北方城市，

职业学校通常被当成收留成绩不好的少数族裔孩子的“收容所”。 

“这确实是个问题，”前纽约市总校监乔尔·克莱恩说，“而且当时

的职教课程很糟糕，它们并没有为孩子们提供具体工作或认证技术的相关

培训。确实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不幸的是，教育部门没去解决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而是在潜移默化

中向社会灌输一种“上大学（主要是 4 年制的文科大学）才是正途”的理

念。因此，每个孩子在上中学时都被要求上大学预科课程。 

结果得不偿失：中学辍学率之高依旧令人触目惊心，大部分念完高中

而进不了大学的年轻人却完全没有准备好参加工作。 

近年的高中毕业生中，不再继续求学的人群失业率高达 33％。即使成

功进入大学校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拿不到大学文凭。入读４年制大学的

学生中，仅有大约四成能顺利毕业；两年制社区大学的毕业率才 23％左右。 

    “人人都上大学的理念成为关乎政治正确性的事情，”纽约大学教

育学教授黛安娜·拉维奇告诉《时代》周刊，“可是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

据，新增的就业需求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岗位要求拥有学士学位。至于实

际存在的工作岗位，我们并未向学生提供相应培训。”与此同时，美国出

现技工荒，急缺焊工、装玻璃工和汽修工等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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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今非昔比 

不过，在亚利桑那州和其他几个州，情况正在悄悄改变。职业教育如

今更名为“职业与技术教育”（CTE），不仅受到有意求职的高中生青睐，

也受到一些成绩优异、计划继续大学深造的学生的欢迎。 

在亚利桑那州，大约 27％的高中生选择职业技术教育方向。相比专注

于普通学科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州级水平测试中往往分数更高，顺利毕业

并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更高。 

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东谷技术学院是该州名列前茅的职业教育专科

学校。学院校监萨莉·唐尼谈起本校教学来轻描淡写：“不是什么尖端科

学，就是找到学生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严格地教给他们。” 

不过，东谷所提供的教学条件与过去的职校不可同日而语。学校汽修

工作间内有 40 辆旧款汽车和最新式的检修设备，那是来自亚利桑那州首

府菲尼克斯汽车经销商的捐赠，他们急需熟练的汽修工。唐尼说：“你只

要掌握电脑知识和电子元件技术，就能靠当汽修工生活，一年挣 10 万美

元以上。” 

东谷技术学院的发展策略是：与当地企业合作，向学生提供适应行业

需求的技术培训，让他们毕业后能顺利就业或得到公认的技能证书。 

亚利桑那州发展职业教育有独到优势，即深得州教育部门支持。该州

教育总监约翰·胡彭塔尔中学曾就读于该州南部城市图森的一家职业学

校。“上职校曾被认为是失败者的出路，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选择，”

胡彭塔尔说，“我来自一个机械工家庭，我认识的人没人上过大学，我在

木材厂里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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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做过一副象棋，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却让数学在我眼里

变得栩栩如生。”他的成绩很好，还是个运动健将，得过州级比赛的摔跤

冠军。在教练鼓励下，他到亚利桑那北部大学读工程学。 

在胡彭塔尔看来，“世界一流的教育必须包含某种形式的职业教育”，

这能提供一种“三维”学习体验，学生通过动手实践掌握技能，比坐在教

室里纸上谈兵效率高得多。 

前亚利桑那州校监卡罗琳·沃纳认为，选择职业技术方向的高中生“更

能集中注意力，所以能从两年制或四年制的大学毕业的几率更高。那些手

持汽车维修或焊接等某个技术领域专业证书的高中毕业生当然更有希望

找到工作”。 

“在台风中行走” 

然而，胡彭塔尔发现，要让本州教育机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仍阻碍重

重。比起大学预备课程，职教课程仍然受歧视，而且达到一定水准的职教

成本大大高于“二维”的普通教育。 

民主党人信奉“平等”，通常是“人人都要上大学”理念的坚定支持

者；共和党人则不舍得花钱购置类似兽医手术室这类高端设备。“就像在

台风中行走，”胡彭塔尔说，“你知道自己想往哪里走，但大风总将你推

离轨道。” 

纽约大学的教育历史学家约翰森·齐默曼说，学术界对职业教育存在

偏见，是因为普遍认为公立学校有“培养公民”的责任，而非仅仅为学生

日后就业做准备，而文化课程可以培养学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不过，职业教育自有其推手，比如麦克布赖德和唐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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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尼的东谷技术学院目前有 38 个培训科目，培养消防员、警察、急

诊医士、厨师、焊工、飞机制造师、无线电工、销售员、按摩师……学校

附近有很多度假中心，一些学生会在课余给游客做按摩，所得收入上缴学

校。学校医学实验室设备齐全。唐尼说，退伍军人事务部给学校拨款 150

万美元，委托培训外科医生助手，还配了一名讲师。 

东谷技术学院的几乎所有课程都能让学生在修完高中文凭所需学分

同时拿到专业技术证书。很多学生接受企业的特定技能培训，毕业后可直

接上岗。全校 3200 名学生，没有一个是全日上学的。他们通常花半天时

间在东谷上课，另外半天在普通高中读文化课。很多人要花数小时往来两

个学校。 

在纳瓦霍克自然保护区的兽医手术室内，麦克布赖德的学生们拿香蕉

和橙子做缝扎伤口和注射药水的练习。在学会协助下，来自匹兹堡来的一

对兽医志愿者夫妇为一条狗做阉割手术。他们称赞孩子们的表现。一群野

狗最近袭击了保护区内的羊群，麦克布赖德带领一帮学生去治疗伤羊。“有

些孩子缝伤口缝得比我都强，这让我热泪盈眶，”麦克布赖德说。 

相关链接１：美国的职业教育 

早在 1917 年，美国就制定了《史密斯法案》，扶持职业教育发展。

1984 年，美国出台《柏金斯法案》，扩大联邦政府拨款补助职教的对象，

并规定联邦拨款推动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提升职业教育的学术基

础。《柏金斯法案》每隔六年重新签署，继续扶持职业教育。 

美国提供 12 年免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作为高中教育的一部分也是 

免费的。作为高中阶段教育机构主体的综合高中，在以学术类课程为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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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设有职教部，提供多类职业课程。 

在第 10 年级（高中一年级）和 11 年级（高中二年级），学校会开设

一些职业指导课程，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兴趣和能力选择未来的职业道路。

学生可以在 11 年级选择转入本校的职教部或其他职业学校就读。 

在职业学校，学生可以一边学习职业技能，为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做准

备，一边修读高中必修文化课程。这样，结束两年职业学校的学习后，能

同时拿到专业技能证书和高中毕业文凭，即可选择直接就业也可进入大学

深造。 

相关链接２：美国未来就业市场技工更吃香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估计，2012 年至 2020 年间，很多不要求大学文凭

的技术岗位劳动力需求可能出现大幅增长，包括砖瓦工、兽医技术人员、

铸铁工、无线电工、物理治疗助理、护士等。其中，对砖瓦工的需求将增

长 60％，兽医技术人员队伍需要扩充 52％。医疗超声波扫描师在 2010 年

的收入中位数达到 6.44 万美元，而未来８年内可能需要增加 44％的人手。 

摘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