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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要扩招百

万，同年，六部委联合发布《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战略布局匹配，共同引领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内涵与体量规模建设，也正式拉开国家重

点发展职业教育的序幕。 扩招政策的实施给高职院校带来了生源

结构、教学实施和发展诉求等方面的较大挑战，急需对招生就

业、教学管理和师资培养等重要育人环节进行变革和创新，本

文基于扩招政策实施背景，对当前高职院校招生工作面临的挑战

和对策进行探讨。

1  高职扩招下的政策背景

1.1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5G、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等新科技出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和转型升级，

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

不断调整和深化，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高科技融合的新兴

产业过渡，在技术、管理和市场等各方面都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

求，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成为高职院校育人目标的重要考量。

1.2职业教育转型新挑战

近年来，虽然职业院校毕业生已成为各大新兴产业、制造业

和服务业领域一线员工的主力，占新增人员的 70%以上[1]，但是

职业教育仍然存在较大的结构性问题。首先，高职教育生源远低

于高等教育，供需不足的矛盾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其次，高

职教育处于提质发展阶段，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高，供需不匹配

成为常态；最后，我国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和调整阶段，各大

新兴行业更迭频繁，导致职业教育与生产脱节，专业与行业不能

有效衔接，人才培养标准与行业岗位难匹配。

1.3高职生源面临新危机

近年我国仍然面临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偏低的窘境。这

也将影响到我国未来高职教育适龄人口的数量。随着高等教育不

断的扩招，尤其是独立学院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兴起，严重蚕

食了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有限生源，导致高职院校发展举步维艰，

为求发展，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降质保量的方式面向中职扩大生

源，但随着大量中职学校升格、合并，这一部分生源也面临着萎

缩的困境[2]。

2  高职扩招下的招生新形势

2.1生源群体多元化

扩招政策中将退役军人、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等新群体纳入到

高职院校主要生源序列，这对传统生源是个极大的补充，也改变

了生源的构成，在面对多元化的社会生源，高职院校常规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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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程序亟待重塑，原有的招生和培养模式也相应要进行调整，

同时也会引起学校其他工作环节的多米诺牌效应出现。

2.2招生形式复杂化

由于生源多元化，导致生源渠道也将发生变化，传统的招生

模式并未针对社会考生做出相关规定，其个人的知识背景、社会

经历和生活环境等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就要求高职院校需

要针对不同生源类别研制相应的招考策略和录取标准，以及在校

期间的育人模式。

2.3招就工作一体化

扩招生源主要为社会人员，这给高职院校实施的全日制教学

模式带了较大影响。俗话说招生就业一盘棋，招生与就业政策制

定需要综合统筹进行，由于生源多元化，其知识基础、学习经历

和社会经验等各不相同，造成就业面向广口化，不仅带来教学管

理和资源配套上的麻烦，也使得招生工作短期内难以适应。

3  高职扩招下的招生应对策略

3.1 紧盯政策动态，调整招生策略

招生主管部门要加强国家有关高职扩招相关政策的学习，深

入领会政策的实施意图和目标指引，并及时跟进和掌握政策后续

的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对学院自身招生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

同时，还要注意加强与兄弟院校招生管理部门的互动和交流，确

保制定的招生政策有应对、有实效、有保障。

3.2找准办学定位，强化生源质量

在扩招政策实施后，面对生源多元化，高职院校首先要在把

握好进口的基础上，积极落实好出口，强化校企融合，背靠行业，

明确学院办学特色和定位，创新适应新增生源的培养模式，积极

研制生源的招考标准，并在录取环节中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确保

质量扩招。

3.3坚持以人为本，优化育人模式

招生部门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招生环节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牢守入口底线，以就业为导向，协助高职院校

核心部门以学生全面综合发展为基点，以“1+X”证书试点要求为

抓手，以学院办学特色和行业背景为依托，高瞻远瞩，理实兼备，

校企融合，制定不同在校生源对应的教学、实训和就业的多维策

略，确保培养的学生有特色、有证书、有就业和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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