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本报记者 张盖伦
策 划：刘 莉

在现代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等领域，我国一线新增

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

职业学校毕业生。他们

推动先进技术和设备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中国

产业链、供应链保持强大

韧性、行稳致远提供了基

础性保障和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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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这是一个在讨论职业教育时经常被提起的数

字。

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我国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学校毕业

生。

前段时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

展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

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

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在大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飘扬的旗帜上

写着“前途广阔 大有可为”几个大字——这是 2019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山丹培黎学校时，对职业教育

提出的期盼。

目前，我们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

系，2021 年高职学校招生 557万人，相当于十年前的 1.8

倍；中职学校（不含技工学校）招生 489万人。中高职学

校每年培养 1000 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产

业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红利。

职业教育的师生们，在新的起点上书写他们的人生

篇章。

成为那70%
保证送出去的制件经得起检验

毕业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刘世峥给自己某

社交账号写下的个人介绍是：一个爱折腾的科研民工。

他目前就职于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做新型复

合材料的科研辅助工作。

他的母校，是一所非传统意义上的名校，也是中国

第一所应用技术大学。

2015 年 11 月，教育部同意建立该校，赋予学校“探

索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通道，构建完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使命。学校的前身，是天津中德

职业技术学院。当年高考后，刘世峥选择院校的标准非

常明确——在分数能及范围内，报更好就业的那个。听

说天津这所高校后，他“一下子来精神了”：“我小时候也

有过造飞机的梦想。”他特意研究了一下，学校从职业教

育体系中成长而来，2014 年，李克强总理送给时任德国

总理默克尔的鲁班锁，就出自天津中德学生之手。

2016 年，刘世峥入学时，学校第一次有了三个本科

层次专业，他选了飞行器制造工程。

回忆自己大学四年的收获，刘世峥最常提到的词，

就是“职业素养”。“我以前的性格有些马大哈。大家都

说德国人严谨，我就觉得，我这辈子都去不了德国，我可

受不了这种严谨。”读了大学后他发现，这种严谨特别靠

谱——只要你养成习惯，保持严谨，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不少专业老师出身于空客公司，有丰富的实践经

历。他们强调操作规范，也强调国际化。

在一些航空航天类比赛中，刘世峥观察过顶尖学府

的学生怎么干活。“做科研我们比不上他们，但是论操

作，我打心底觉得我们做得好。”说到这，他的语气上扬，

带着一点小小的得意。

很多东西藏在细节中，藏在上课、实训时教师一遍

遍的强调中。比如操作台上区域的划分。刘世峥牢牢

记得，桌面上右下角为工具区，所用工具平行摆成一排；

右上角放原料和半成品；左上角放游标卡尺之类的量

具，操作区域为桌子左下角。“这些区域是不能乱的，否

则会对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他说。

他们也学习了大量理论课程和交叉课程，从原理上

熟悉飞行器；他们参加比赛，学会团队合作，用创新思维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在像中国航发这样的大企业，不缺名校博士、硕士，

但刘世峥并不因此而有学历焦虑。新材料研究，刚起步

时，以科研实验为主；但研究推进后，制件就会越来越

多，此时急需一批技术技能人才，更高效地完成从设计

到实物的这一跃。

有些活，理论人才也能干，但刘世峥也听他们自己

感叹——“还是手笨”。

这是刘世峥的比较优势。博士、硕士要做金字塔顶

尖的原理性、基础性工作，他这样的应用型人才，可以做

现场工程师和工艺流程的制定者、管理者。大家各有分

工，各司其职，都是作贡献。“我就踏踏实实干，保证从我

这出去的制件是高质量的，是经得起极端环境检验的。”

刘世峥很清醒，“我不会去跟人家争谁更会设计发动机，

谁更会写论文，我要把自己岗位的工作做好。毕竟我们

学校培养的，就是大国工匠，就是一线工程师。”

前段时间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指出，

这些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一线

领域工作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推动先进技术和设备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保持强大韧性、行

稳致远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和有生力量。

培养那70%
将企业真实案例作为教学载体

在教师节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司长任友群专门讲到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规模从 2012 年

的 111 万人增加到 2021 年的 129 万人，为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中青年正成为职教教师队

伍中的骨干力量。

陈俊杰，就是其中一位。

陈俊杰在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北京电

科院）工作了 7 年。对他来说，职业教育地位发生变化

的最直接体现，是招生。

以前，确实出现过招生困难的情况，名额多，学生

少，生源质量一般；但现在，情况大为不同。北京电科院

党委书记张启鸿表示，2022 年学校自主招生的咨询大

大超过往年，报考人数大大超过招生计划。“这是多年未

有的重大转变，也是国家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给职业院校

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以前大家普遍觉得，学习成绩不好才去职业院校，

职业院校学生低人一等。”陈俊杰说。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开宗明义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今年，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也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

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

两件事，都给职教人打了强心针。

“我从心底觉得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没有层次区

别的，只要你用心培养，学生都能成才。”职业教育为国

家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

掌握熟练的操作技能，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性。高等职

业教育，更是要让学生能够处理更复杂、具有创新性的

生产实践问题。在采访中，陈俊杰随口就能说出不少毕

业生的名字，细数他们的成绩——有的考上了 211大学

的研究生，有的在知名汽车公司做研发工程师，有的已

经成了国际大公司的技术骨干……

怎么教好职业院校的孩子？

陈俊杰说，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学生感兴趣。

不能老拿陈旧的、过时的知识教给现在的学生。相

关规定指出，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每5年必须累计不少于

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陈俊杰是汽车工程

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老师，他去北京奔驰进行过半

年的实践学习，还到北京理工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将

那些热乎的、前沿的真实案例作为教学载体，把学生分成

小组，让他们尝试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触碰企业最真实

的需求。学生如果能学以致用，就会有成就感，这份成就

感，也能在今后慢慢发展为对职业的荣誉感。

汽车专业群是北京电科院的“王牌”之一。学校为

北京奔驰订单培养了 1000 余名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公司 30%的一线班组长、三分之一的首席技师均出自该

校。北京奔驰也认定该校为公司唯一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供给基地。

教职校学生，要给他们充分的实践机会。陈俊杰

说，学校里有学生赛车赋能中心，学生能利用课外时间

自己造车。学生社团创新研制的方程式及巴哈赛车，与

国内知名高校同场竞技，也不落下风，获得过 1 次国内

赛冠军。2019 年，北京电科院的 ST 车队以耐久赛第三

名的成绩登上美国巴哈大赛的领奖台。

陈俊杰知道，职业院校学生的优势，在于动手能力

强，想法能落地，而且不怕吃苦。“我们高等职业教育必

须要培养这种‘劳动精神’，不能得过且过。每一个螺钉

的扭矩都要死磕，达到最高标准。学生就是要有一股不

怕苦、不怕累，一心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劲头。”

时代的发展，也对职业院校的教师不断提出挑战。

他们不能安于象牙塔，必须了解一线的风和浪。当好一

名职教老师，“确实挺累的”。从教 7 年来，陈俊杰没停

止过学习：参加各种培训，参加各种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更新自己的教学方式，更新自己的知识库。

“比如汽车技术，这几年更新换代很快。一开始我

来学校时，国家专业目录中还没有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智

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后来，这两个专业相继被增加到

专业目录中，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完成报备与开办；今年

还招生了第一届百度 Apollo订单班。接下来，我们还要

大力开展国际化工作，招留学生。”陈俊杰必须不断提升

自己，来回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专业的调整和更新，也一直在职业教育体系内发

生。目前，全国职业学校共开设 1300 余个专业和 12 余

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使人才培养

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迁更好地对接起来，有力支撑了

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更高质量的70%
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能级

陈俊杰所在专业的学生李新海，已经步入了毕业年

级。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要准备春季的专升本考

试，向成为一名本科生进军。

对于未来，李新海已经有了明确的想法——他想去

北京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做技术。“老师也跟我们说过，

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能力是最重要的，但首先我还是

得有本科学历作为‘敲门砖’。”

此前在采访中，也有职校学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高职毕业找工作不难，但他们仍会担心在企业的成长、

能从事的岗位范围都会受到学历的限制，“路比较窄”。

所以，很多学生也怀揣着提升学历、得到认可的渴求。

作为老师，陈俊杰也清楚，社会上不少单位对学历

都有硬性要求。“有些孩子挺优秀的。社会各界可以多

关心关心我们职校学生，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和平台。”

陈俊杰呼吁道，“如果我们能培养更多职业教育的本科

生、硕士生，会对职业教育地位的提升更有促进。”

近年来，很多院校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和公众刻板

印象里的职业教育面貌已经大不相同。杨中力 2002年

进入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

亲身经历了这些年学校的快速成长：2007 年学校成为

国家级示范校，2015 年获批成为首个应用技术大学，今

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我们不是补充教育，不是低端教育，更不是淘汰者

教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用三个“不是”

为职业教育正名。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职业教育，不

“low”。

受访的多位职业院校教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

希望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看法，能真正发生改变；对

职业教育的重视，也能落实到学生毕业找工作时的“机

会平等”上；他们也期待，更多像李新海这样的学生，能

在不同成长阶段有多样化的选择、多路径成才的畅通渠

道；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职业院校能找到更适合自己

的发展路径，建立职业本科标准化体系……

目前，我国“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

的职业学校体系基本建成，职业教育内部的“断头路”

已经打通。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普通高等学校、

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预留了空

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上本

科。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

下一步要继续支持一批优质的高职专科学校独立升

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指导符合条件的高职专科学校举

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开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以下简称职业本科）是我

国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

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分化及追求类型结构合理化的共同

趋势。

今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903名 2020级专升本

学生，成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该校校长谢永华

指出，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发生了改变，每个

专业要在技术复合性、精深性、创新性等三个方面找到

各自侧重。以学校职业本科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为

例，以前强调的是培养一线维修人员，现在则强调培养

现场工程师，学生要懂数字化设计，会集成控制，能做技

术改进。他们强化学生的大学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理

论课程学习，夯实学科和专业基础；开发跨岗位、跨专业

和跨平台的课程，打造各类协同育人平台，提升学生的

创新素养。

谢永华介绍，截至 8 月中旬，首批毕业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超 90%，超过全国本科院校平均水平。

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陈子季在

了解这批学生的就业质量后表示，这充分表明职业本科

毕业生是能够得到社会认可、行业企业欢迎的，也充分

彰显了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旺盛的生

命力。

让更多毕业生得到社会认可，提高办学能级，也是

对职业院校的新期待和新要求。

鲁昕强调，后疫情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是“新

变化”“新方式”“新技能”。在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

会的论坛上，她告诉台下的职业教育同仁们，要牢牢把

握“高质量”三个字，把它作为一种思维范式，作为想问

题的逻辑起点。接下来，职业教育还要加快数字化转

型，加快绿色人才培养和技能供给，增强自身适应性，提

供更高质量的那 70%。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闭幕时，发布了《天津

倡议》。

倡议指出，各国政府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和投

入力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树立职业

荣誉感、增强社会认同感，鼓励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大有可为”的殷切期盼，正在转化为“大有作为”的

生动实践。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