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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扫一扫
更多精彩访谈
尽在小时新闻

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

章 六 十 九 条 ，由 现 行 法 的

3400 余字修改为 10000 余

字⋯⋯4 月 20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

下 简 称《职 教 法》），将 于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这一消息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除了因为这是

该法自 1996 年颁布施行以

来的首次“大修”，还因为新

法在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

育体制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

破。

4 月 27 日，教育部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回答

媒体提问时表示，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公布后，有媒

体和专家把“普职协调发展”

解读为“取消初中毕业后的

普职分流”，这其实是一个误

读、误解。

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文

件内容？新《职教法》又将给

教育体系带来怎样的改变？

在新法即将施行之际，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专

访了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

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

新型高校智库——职业教育

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

晓教授。作为参与了本次修

法相关工作的专家学者，他

为大家答疑解惑，划清重点。

26年来首次“大修”，新《职教法》5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参与本次修法工作的专家学者

破解“中考分流”焦虑
职教生享有平等升学、就业机会

本报记者 陈素萍

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分高低

钱江晚报记者：在公众以往的认知中，职业教育定位模

糊。新修订的《职教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

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在法律层面规定了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为何要这么做，背景是什么？

刘晓：长期以来，在学生和家长的固有观念中，职业教育

被认为“低人一等”。有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里，偏见和杂

音时有出现，比如“职业学校不是好学校”“职校学生找的工

作不体面”“初中毕业后读中职不能上大学”⋯⋯

对于这些误解和偏见，社会大众需要更新观念、破除成

见。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

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

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

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是一个重要转

变。“层次教育”是把职业教育作为低于普通教育一个层次的

教育，如中职低于普高、高职低于本科院校；成绩好的学生进

入高一层次的普通教育，成绩差的学生进入低一层次的职业

教育。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标准，导致职业教育无形

中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烙印。于是，就出现了中考时的

“分流焦虑”，以及高考时的激烈竞争。按照“层次教育”的定

位，难以办出高质量、有特色的职业教育，也难以缓解社会的

教育焦虑，总会有部分学生会被“分流”到职业学校。作为

“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则不同，有利于改变职业教育过去作

为“托底”教育的不良形象和定位，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没

有高低之分。从学历层次看，职业教育既包括中职、高职，还

有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

普职分流改为协调发展
是为了让职业教育真正“热起来”

钱江晚报记者：在新修订的《职教法》中，备受社会各界

关注的初中毕业后的“普职分流”话题，也得到了明确回复。

前两天，网络上甚至出现“取消普职分流”的错误解读文章。

请问，该如何正确看待文件内关于“普职分流”的表述？

刘晓：原《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

的教育分流。

尽管法律条文中没有要求强制分流，但教育部 2021 年

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通知中明确：坚持职普比例大

体相当，职普比例较低的地区要重点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资

源，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

其实，在2021年的《职教法》修订草案中，对“普职分流”

给出了明确的规划：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

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

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

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但正式通过的《职教法》对于“普职分流”重做定义，而非

采取“一刀切”模式。新《职教法》第十四条，将原有的“分流”

表述改为“国家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

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

调发展”。

这不是要“取消普职分流”，恰恰相反，而是想让职业教

育真正“香起来”“热起来”。比如，《职教法》明确提出，职业

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

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职普比大体相当”是国家推行的保持职业教育和普通

教育统筹、协调和均衡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但需要注意的

是，“大体相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同时期应当有不同的

内涵。进入新时代，中等职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化，要对“普职比大体相当”有进一步认识。“普职大体相当”

政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由过去刚性的“半壁江山”转

向柔性的“发展区间”，构建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所谓发展

区间，不是一刀切地强求一定要达到职普比 1:1，而应该可

以是一个区间，比如3:7到7:3。

本科职业教育写入法律
更多中职生将圆本科梦

钱江晚报记者：浙江已经有两所职教本科院校，分别是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教育部此

前曾表示，2022 年将完善“职教高考”的顶层设计，使“职教

高考”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特别是职业本科学校招生的

主渠道。随着新《职教法》表决通过并且即将实施，本科职业

教育是否将驶上快车道？

刘晓教授：新《职教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层

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推进多元办学，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平

等参与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由高级中等教育层次

的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实施，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

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

施。

据教育部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现有

32 所，在校生 12.9 万人，2021 年招生 4.1 万人。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将“确保2025年本科职

业教育的规模将不低于 10%”。而目前，我国共有职业学校

1.13万所，在校生超过3000万人。

可见，本科职业教育缺口很大，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在目前招生政策之下，初中毕业生如果选了职高，后面

提升学历的选择有“3+2”、五年一贯制学校、技能高考等，其

中，不少人通过专升本，或者直接“3+4”中本一体试点班顺

利上了大学。

随着本科职业教育写入法律，中职教育的定位和前景随

即改变。有些省份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积极发展职业本科

教育。以优质高等职业学校为基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加快推动一批省属本科院校向应用型

高校发展，鼓励开展职业本科教育，从而逐步提高中等职业

教育毕业生直接升入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教育比例。也

就是说，未来，更多中职学校的学生一样可以圆本科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