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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发展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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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生在发展中面临着就业和升学的双重阻碍，从社会学角度解释当前中职生遭

遇的不公平处境，可为探讨中职生困境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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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the 

double obstacles of employment and school entrance in their development. Explaining the unfair situation of curr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the pligh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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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迫越深，反压迫的意识就越强烈 ；名声越是不好，所受

到的期盼就越多。”[1] 职业教育多次被教育专家论述其重要性，教

育部门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力求改变人们对职

业教育的刻板印象，但职业教育所面临的招生难、就业难、升学难

的问题仍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不仅是“中职、高

职、本科职业教育一体化培养体系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也是高中阶

段教育的‘双核’之一。”[2]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

要构成部分，中职学生所处的困境十分值得关注。而从社会学与教

育学的双重角度探索中职生的发展生涯困境，有利于深层次发现他

们面临的问题，更对中等职业教育自身的改革和探索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本研究分析中职生在就业和升学方面面临的困境，并从社

会学“镜中我”理论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以期能对解决中职生所

处的困境起到帮助和指导作用。

1. 中职生面临的困境

1.1 就业机会受限，职业发展空间狭窄

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在教育大众化时期人

们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追求趋之若鹜，而如此一来以就业为导向的

中等职业教育却因此受到阻碍，不仅招生人数随之下降，出现招生

难的困境，而且由于生源不足，中职学校一再降低招生门槛，更导

致了学校在生源质量上参差不齐，进而导致就业困难的现象，而这

种恶性循环则就成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阻碍。生源不足、教师水

平不高、教学质量降低 ...... 这一系列问题让中职生在就业这条路上

困难重重。而中职生不仅在学校中面临面临窘境，他们在社会上的

压力也成为自身前进的阻碍。他们被认为“中考分流出来的失败者”，

也因为这种舆论压力使他们在学习时产生自卑心理，学习动力不足。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3]，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在大学生求职难的当下，中职生在就业中则面领着更多的阻碍和歧

视。这样一来中职生被排除在事业体制之外，他们所面临的职业大

多为企业，但大城市的企业公司也对学历及专业技术的要求很高，

他们本来就因成绩差接受中等职业学校，更因生源差的问题和自身

学习能力不够导致在学校中掌握知识不够，自然在就业竞争中不占

优势。如此一来中职生的就业选择则多为三线小城市和小工厂，主

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岗位上，从事低技能的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

工资收入不高，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较低。

1.2 升学路径受阻，可持续发展乏力

虽然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但大多数学生仍想通过职业教

育走上升学的道路，中职生也不例外。在对中职生的一份调查中显

示有 79.66% 的学生表示自己有升学的意愿，在“就读中职学校的

目的”问题中有 52.54% 的学生选择“继续升学”选项。中职生在

就业后会有转岗晋升和技术评定的多次机会，但低学历却是制约他

们职业发展的困境，所以在就业之后的中职生也会选择提升学历，

来达到职位上的晋升。所以学历的提升无论是就业前还是就业后都

成为中职生的必要选项。但他们在升学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不亚于

就业，甚至对一部分学生来说比就业的难度还要更大。虽然目前国

家并没有限制中职生不能重回普通教育，但中职生本身就因自身基

础不好被分流，又因为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不同，

中职生想通过普通高考达到成功的概率十分低。虽然还有“对口升

学”这一路径，但却因受限较多，让许多学生望而却步。近几年因

为国家政策为中职生的升学提供了保障，升学率相较之前有所提升，

但同普通高中相比仍是望尘莫及。

2. 中职生困境原因分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表示职业教育“未来的比重

应达到 70%”[4]，这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在初中毕业之后会进

入中职学校学习，而中职生在就业机会受限和升学路径受阻的困境

仍未缓解，从社会学探究中职生在就业困境和升学困境的原因可为

解决中职生难题提供多个视角，进而提升研究的科学性。

社会学的“镜中我”理论强调，别人的评价和反馈是反映自

我的一面镜子，自身可以在他人的评价中得到相应的发展。中职生

因普职分流走向职业教育的轨道，而正因为这种分流的选择让他们

在社会上面临的不良反馈和评价比别人更多。比如“学习不好的才

上中职”“中职毕业没出路”“中职是坏孩子才读的”这些负面的评

价和态度对中职生来说无疑造成心理上的变化与扭曲，久而久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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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在学习上表现出消极态度，不认真

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导致岗位所必备的技能掌握不足，在生活中

也表现出悲观情绪，对未来生活动力不足，导致自卑心理的出现。

目前对职业教育的鄙视和对高学历的追捧让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

象，中职生以及家长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产生了消极的就业观，一

方面认为自己在求职中不占优势，消极应对就业，另一方面升学的

意识强烈，却因基础知识薄弱导致进退两难。虽然从总体来看普职

分流是为了让基础较差的中职生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但结果却是让职业教育的劣势被大众显而易见的看到，与普通中学

的学生相比，中职生的优势全无，反而因为职业教育的对比人们感

受到了普通教育的优越性。同时普职分流体现的仍然是以普通教育

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职业教育的选择具有相当的被迫性，并没有体

现出真正的主体平等。而中职生又被大众一次次的“贴标签”，在

大众的不良反馈和职业教育的恶心循环中强化了这个标签，让他们

在“镜”中看到了自己所处的窘迫处境，加剧了焦虑和悲观心理。

3 中职生解放对策探析

3.1 化解认同危机，打造过硬本领

中职生不只被整个社会看作是“被淘汰的人”，而且也在“镜中”

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表现出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

自己讨厌自己的现象。中职生的因在就业和升学方面的困难本身就

容易表现出消极态度，不敢表现自己并且不敢竞争，而在别人的消

极评价下就更加失去了自信，从而产生悲观心理。在社会日新月异

的新时代，中职生不应继续消沉，应在认识到自身缺点的同时，转

变就业观念，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首先，调整就业观念。虽然中职生在就业和升学中面临着较

多的客观因素，但他们在求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好高骛

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职生应调

整自己的心态，缓解就业升学压力，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相信自

己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发光发热，通过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依旧可以

大有作为，各行各业都有广阔天地。其次，学好专业知识。只有自

身本领过硬才能不惧求职和升学中的困难险阻，教师在课堂中应发

挥引导作用，树立他们的信心，让学生学会正确看待自己的优缺点，

合理的面对压力。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学校中扎实掌握基本知识，

铸就过硬的本领，以应对未来的就业和升学。最后，提升综合素质。

学校应该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注重学生的德育，提升学生的

思想道德素质，让中职生不仅在专业上本领过硬，更要在职业道德

素质上不断提高，从而改变大众的观念，得到公众的认可。打铁还

需自身硬，只有中职生自己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升学观，牢牢掌握

相关专业知识，全方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才能实现自身的突破与

发展。

3.2 关心学生诉求，提高人才质量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大众的偏见却仍未

有所改变，主要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真正置身于职业教育场域

中，缺乏对职业教育行动者内在关切与核心诉求的现实观照 [5]。学

校是中职生的中职生成长的主导战场，应以身作则，学校作为培养

中职生的主要场所，应该提高师资水平、改进课程设置、做好职业

规划。

首先，提高师资水平。教师是最主要的课程资源，提高职业

教育的教学水平很大部分取决于师资力量。中职学校应吸引一批高

水平的双师型教师，更新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法，打破固有的教

学内容，吸引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对中职生从全方面、多方

位给与指导，让他们树立信心。其次，改进课程设置。中职学校的

专业课程设置与未来就业市场息息相关，课程专业的设置影响着中

职生未来的就业选择。中职学校应该与市场紧密联系，对未来岗位

所需人才的数量及从业要求要有准确的定位。未来是瞬息万变的，

中职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应有前瞻性和灵活性，能根据就业市场的要

求更新自己的课程内容，让学校课程更具专业性、实用性与针对性。

最后，做好职业规划。中职生因身心发展不成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规划存在不明晰和混乱的情形在所难免，而学校应努力承担起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的责任，将职业生涯规划贯穿到教学与实践的始终。

利用好课堂这个主战场，通过专业职业生涯规划的教师，让学生从

入学开始就养成规划意识，适时给予学生指导，及时为学生解疑，

让学生了解目前的就业形势，从而早做准备。同时要避免职业生涯

培训的僵化和刻板，将讲座培训、企业实习等多种途径应综合利用，

让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有全面的认识，以便为以后从业所需知识、

技能和从业资格证有所准备。

3.3 树立人本意识，营造良好舆论

就业是民生之本，破解中职生的困境除了学校和中职生自身

的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和包容。普职分流以考虑到不同学

生的知识掌握差异而分流，但是这种分流却让中职生成为普通教育

的排外者，职业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并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普

通教育，也并非所有学生都不适合职业教育，应树立人本意识，健

全就业保护体系，建立多元的评价机制，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为身在

其中的中职生提供保障和支持。

首先，政府应健全就业保护体系。一份职业的收入保障、社

会地位如果能与从业人员付出相适应，那么从业者就会产生职业幸

福感。政府应出台切实可行的就业倾斜政策，从法律、政策、培训

等各方面健全中职生的就业保护体系。其次，健全多元的评价机制。

对中职生的评价不应仅从学习成绩这一个角度评测，更应该结合职

业教育实践性、综合性的特点，加大对学生操作技能的评价比重，

让学生在职业教育的学习中更加能体会到学习的自信。多元评价也

可改变社会大众的刻板印象，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更大范围的改

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印象。政府应积极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引导

人们多方面评价中职生，多宣传出色的技能型人才和大国工匠，并

给予奖励，让社会重视到职业教育。最后，加强统筹规划管理。政

府与就业保障部门、人力资源部门、企业和学校的统筹合作是中职

教育协调发展的保障。政府应对中职生的规划做好统筹规划与安排，

完成专业设置和资源分配的统一规划，提高中职教育资源的利用效

率。同时政府还要建立健全求职和升学的信息平台，提供公共全面

的就业与升学信息指导。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职生发展的困境，须全社会共同努力，从

思想上破除“重普轻职”的观念。 我们“既需要培养爱因斯坦，也

需要培养爱迪生，还需要培养鲁班”[6]，中职生也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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