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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职分离”造成人才培养“有文化没技能” “有技能没文化”，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借助职

教高考、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充分发挥“职教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循序渐进推进普职融合，重点改革学制、课程衔接体系和升学考试制

度，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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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已达到 2000 多万，到 2025 年缺口将达

到 3000 万人。2021 年 6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技能中国

行动”实施方案》中就提出“十四五”时期技能人才规划：新增技能人

才 4000 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比达 30%。[1]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完善高职考试招生制度， 2020 年、2021 年两年高职扩招 200 万，职业

技能培训 3500 万人次以上。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下，人才资源结构性

矛盾显著急需解决高技能人才缺口。然而目前社会上 “普职分离”，出

现“有文化没技能” “有技能没文化”，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能适

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 

早在 2019 年 2 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出了融合发展，共

建共享，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提出健全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机制；在《职业教育

法修订草案》再次提出建立各级职业教育有效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因此在职教高考大背景下，对高职

院校普职教育融合对策研究，以培养更多优质的技能人才具有现实意

义。 

1.高职院校普职融通的痛点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偏重技能型、而普通教育培养人才偏重学术型， 

培养的人才难以互通，出现“有文化没技能” “有技能没文化”，导致

单向度人才培养的弊端，削弱了高等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功能。职业教育

学历层次过低，通常只有专科层次，削弱了技术技能人才学业成长路径，

很难吸引青少年走技能成才之路。 

部分地区出现初中毕业学生人数猛增，普通高中报考录取率低，而

中职招生难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急需打破普职教育界限，统筹

普教职教师资、生源，推进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2. 高职院校普职融通对策 

2.1 完善招生机制 

完善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平台，根据区域发展的需求，精准定

位，统一招生平台，确保高职院校招生生源充足。建议普通中学、职业

高中、职业院校三方共同制定招生政策，职业高中、职业学院一线专业

教师深入中学召开家长会，借助手机等通讯工具，通过短视频等手段，

通过扩大职业学校社会宣传，提升“普职融通”政策知晓率，引导学生

特别时家长理性择校，减少对高职职业院校歧视，逐步建立普通高中和

中等职业学校深度合作。[3] 

2.2 支持中职、普通高中、职业学校生源互通 

支持中职与普通高中对口举办职普融通班。鼓励借鉴育人优势，采

取结对方式举办职普融通教育实验班。实验班开设普通高中文化课程、

中职学校专业课程及专业实习、实训等，促进学生健康成长、顺利发展。 

支持职业学校学生选择接受普通高中教育。职业学校高一年级下学

期结束前实验班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申请到普通高中学校就读。对

转入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原则上成绩符合要求即可同意学生的转学申

请。[4]中职学校学生转入普通高中之后，要及时注销中职学校的学籍，

将转入的学生学籍纳入普通高中进行管理。学籍转入普通高中后不再享

受职业教育免学费等相关资助政策。 

支持普通高中学生自愿转入中职学校就读。普通高中学生可在高一

年级和高二年级上学期结束前，根据中职学校招生简章选择专业申请转

入中职学校就读。经转入、转出学校同意并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

按学籍管理规定为拟转入的学生办理中职学生学籍注册手续，注销其普

通高中学籍。 

2.3 支持普职学校学分互认 

根据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教学课程的设置情况和学分管理的相关

办法，对转入本校的学生已经完成课程应给予学分和学业成绩认同，承

认原学分和学业成绩有效，无需再修。学校可以根据认定的结果，安排

转入学生到与其认定能力相合适的年级、专业就读。鼓励有条件的学校

组织学生保留现学籍的基础上，跨校进行选修课程学习，特别时普通学

校和职业院校之间实行跨校学分认定。[5] 

2.4 推动普职教育资源共享 

统筹整合本区域内的普职教育资源，促进普职学校交流合作。普职

学校共享实验室、图书馆，为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人文素养、综合技能

提供物质保障。高职院校要联合企业共同建设普通高中实训基地，并建

立职业技能教师工作室，共同开发教学资源，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

职业评测结果，报考人-职匹配度较高的专业。[6]建设数字教学资源库，

探索网络教学、借助手机采用云课堂、小视频等开放学习方式。 

建立校际间教师交流制度，实行跨校走教。邀请政府人力资源和社

会管理部门来校解读国家职业教育政策、企业内高级工程师、人力资源

部 HR 来校教学，培养学生职业意识，提升职业素养，了解行业发展形

势、实现让学生提前感知就业场景等。实行定期例会制定，了解学校人

才培养方案、教学课程设置和企业的用工需求，总结学情，为双方学校

实施新课改，开设通用技术课程、制定措施，确保教学质量。[7] 

2.5 支持普通高中开展普职融通教育实验 

鼓励在普通高中开设职业技能类探究型选修课程，注重学生学业生

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人生规划，做好学生高考后职业去向引导工作。

培养学生掌握 1 项以上职业技能，满足学生升入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或

就业等多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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