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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新选择 新机遇

职教成为香饽饽

市工贸学校王彦林主任告
诉记者

，

今年像理工类的机电
专业

、

机电一体化
、

汽车维修与
驾驶等专业仍然深受学生们的
喜欢

。

据学校统计
，

这几门比较
热的专业仅仅占全校专业总数
的三分之一

，

但是学生占了招
生总量的三分之二

。

9

月
17

日下午
，

市技工学
校乔建华校长告诉记者

，

今年
他们学校总的来说招生还不
错

，

在总的生源减少的前提下
，

也招收了
1700

余名新生
。

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现在有
不少家长改变了对职业教育的
看法

，

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
性

。

在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开学
当日

，

记者在该校附近也看到
不少学生背着背包

，

带着行李
，

在家长的陪伴下
，

到学校报到
。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

孩子年龄
小

，

没有技术
，

让他一个人出外
打工

，

他不放心
。

今天带着孩子
来这里报名

，

就是希望孩子能
够学到一技之长

，

将来不愁没
有工作

。

就业是硬道理

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
的儿女长大后成龙成凤

，

很少
有家长乐意送孩子去职业技术
学校上学

，

他们都希望孩子考
个名牌高校

，

毕业后进入白领
阶层

。

然而
，

实际上
，

学职业技
术的学生前途也是一片光明

。

事实胜于雄辩
，

市工贸学校王
彦林主任告诉记者

，

该校
2004

级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李
荣志

，

于
2006

年到深圳比亚迪
集团就业

，

同年
，

因生活上水土
不服原因调整到山东烟台富士
康工作

。

到烟台富士康就业后
，

他积极向上
，

任劳任怨
，

多次获
得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

现在已
走上了车间班长职位

；

2001

级
文秘专业毕业生杨凯英

，

于

2004

年参加工作
，

先后在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郑州分公司等多
家单位工作

，

现任福建厦门新
福莱科斯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

李华
，

1996

级财会专业毕业生
，

现任广东东莞某有限公司财务
部科长

。

这些学生都是从职业
技术学校走出来的学生

，

他们
通过自己的奋斗与在校学到的
专业知识和技术

，

都走上了所
在工作单位的中高层管理

、

技
术岗位

。

市技工学校招生就业处杨
磊处长也告诉记者

，

现在职业
教育就业的形势一片大好

，

好
多学生没有毕业就已经被

“

预
订

”

了
，

可以说
，

现在是求大于
供

。

近几年来学校毕业生个个
都是香饽饽

。 “

像
2006

年我们
的毕业生马鹏江同学

，

在校时
学习的是模具钳工专业

，

毕业
后直接进入深圳华粤宝电池有
限公司

，

从一个普通工人一步
步做到技术员

、

班组长
。

和马鹏
江同学同年毕业的杨浩亮

、

王
苏龙

、

牛中辉等几名同学
，

到了
淇县永兴集团工作

，

现在也已
经成为企业里的技术骨干

。

由
此可见

，

现在职业教育学校走
出来的毕业生只要学得好

，

在
目前的就业形势下

，

就业状况
未必不如非职业类院校毕业
生

。 ”

杨磊说
。

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市教育局职成科丁子敬科
长告诉记者

，

我市三大产业的
大发展

，

离不开技术人才的培
养

，

尤其是机械制造业非常需
要人才

。

职业教育是发展生产
力

、

增强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保
证

。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

，

只有优先发展生产力才能
增强企业实力

，

而高素质的人
才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关键要
素

，

可以说经济的竞争归根结
底是人才的竞争

。

职业教育的
任务就是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需求
，

培养各级
、

各类实用
型人才

。

只有通过职业教育
，

劳
动者的劳动素质和劳动技能才
能得到提高

，

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生产和实际工作中才能得到
及时推广应用

，

才能提高生产
力水平

。

在知识经济初现端倪
的今天

，

我们不能单纯靠低成
本的劳动力和低廉的价格维持
竞争优势

，

必须培养大量职业
技术人才

，

才能生产出高质量

的产品
，

创造自己的品牌
，

增强
地区竞争力

，

实现跨越式发展
。

同时
，

职业教育也是扩大
我市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手
段

。

目前
，

我市就业和再就业的
问题较为突出

，

就业和再就业
的形势相当严峻

。

分析其原因
，

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

劳动力
市场供大于求外

，

劳动者的文
化水平偏低

，

缺乏劳动技能
，

素
质不高是一个重要因素

。

因而
造成大量的人没事干

，

大量的
事又没人能干

。

要解决当前就
业和再就业的突出矛盾

，

只有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培养大批

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实
用型人才

，

才能增加就业机会
，

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

创业
能力和转岗适应能力

，

推进就
业和再就业工程的实施

。

最后
，

职业教育是加快工
业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

一个地
区的发展

，

如果缺少工业支撑
，

就如同单条腿蹦跳
。

只有培养
大批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

，

才
能满足工业需要

，

这是时代赋

予职业教育的使命
，

也只有职
业教育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
命

。

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职业教育固然十分重要
，

但是对众多的家长而言
，

他们
的选择往往是送自己的孩子到
示范性高中上学

，

希望他们日
后考上大学

，

走上白领成功人
士的道路

，

即便是孩子学习成
绩不是十分理想

，

宁可让他们
复读

，

也不愿意送孩子到职业
技术学校学习

。

新区的刘先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

家里
只有一个孩子

，

今年已经上初
中三年级了

，

虽然学习成绩不
尽如人意

，

考示范性高中无望
，

甚至考普通高中也有点差距
，

但是
，

就算是孩子明年考不上
高中

，

他也不会让孩子去职业
技术学校上学

，

他宁可让孩子
复读

。 “

我们家不缺少钱
，

辛辛
苦苦挣钱不就是为了给孩子创
造个良好的环境吗

？

我不能再
让孩子以后走我的老路

，

靠出
力来生活

，

我要尽力送他到名
牌大学念书

，

如果孩子能学好
，

将来还要送他出国深造
。 ”

在我市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采访时

，

记者曾听到学校两个
老师的谈话

。 “

现在学生的素质
实在是太差了

，

一问三不知
，

真
不知道他们以前是怎么学的

？

我真是越教越没有信心了
。

开
始时我是满怀着一腔热血

，

希
望有所作为

，

让自己的学生能
够学有所成

，

证明职业技术学
校并不差

。 ”

一名老师说
。 “

是

啊
，

你的决心和信心大家都清
楚

。

其实我和你一样
。

我在这里
5

年了
，

开始那两年信心百倍
，

干劲十足
，

可现在却没了那时
的信心了

，

干脆做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

，

心灰意冷了
。

你能指望
现在这些学生做出什么成绩

？

教他们技术上的东西
，

他们好
像听天书

，

有时候只能照着课
本给他们读读了事

。 ”

另一名老
师无奈地叹着气说

。

的确
，

在职业技术学校里
，

存在着一些这样的学生
，

由于
底子差

，

他们抱着破罐子破摔
、

游戏人生的态度
，

对什么都是
满不在乎

。

一位姓王的同学直
言

：“

家人是管不了我才把我送
到这里来的

，

他们嫌我好玩
、

不
爱学习

、

不听话
。

父亲已经不指
望我学到什么了

，

他跟我的老
师说

‘

我把儿子放在这里没有
指望他学成什么

，

就是怕他到
社会上惹出什么乱子来

’。

我对
自己所学的专业也不满意

，

没
有什么意思

，

枯燥无味
。 ”

当记
者问小王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时

，

他说
：“

我爸爸已经打算好
了

，

就是在这里拿到一张文凭
，

然后走走门路
，

找个工作干
。 ”

给职业教育支着儿

虽然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良
好

，

但是记者经过采访了解到
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些不
可忽视的问题

，

那么这些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

丁子敬认为
，

搞好职业教
育

，

首先需要上级领导的重视
、

大力支持和扶持
，

上级主管部
门可以从政策

、

财力
、

物力以及
领导干部和专业教师配备等方
面给予职业教育大力支持

。

其
次是调整专业

，

适应我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为充分发
挥职业教育在我市经济建设中
的作用

，

为了培养更多更优秀
的实用型人才

，

可以统一规划
学校布局

，

按社会需求调整专
业设置

。

最后
，

职业教育最终目
的还在于就业

，

在于给国家输

送实用型人才
，

那么面对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难的情况

，

应该
组织教职工走出校门

，

一边利
用招生简章

、

广播电视进行宣
传招生

，

一边深入乡镇
，

深入企
业和机关

，

调查研究
，

看社会上
缺什么样的人才

，

就研究开什
么专业

，

这样开设的专业
，

可以
“

产销
”

对路
。

这样
，

既拓宽了招
生的路子

，

也保证了学生就业
出路

。

总体而言
，

我市的职业教
育势头良好

，

发展前景无限
。

接受记者采访的学生家长
马明泸告诉记者

，

他的孩子在
初中成绩不理想

，

自己为孩子
选择了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机
电专业

。

孩子
2005

年毕业
，

现
在深圳一家大型电子厂工作

，

短短三年多时间
，

通过自己的
努力

，

现在已经坐到了分厂主
管的位子上了

。

其实
，

三百六十
行

，

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

能考上
名牌大学固然可喜

，

但是没有
能力进入这些大学也不必气
馁

，

选择职业技术院校
，

只要踏
实好学

，

肯干
，

总能做出成绩
的

。

国家发展越迅速
，

越需要技
术人才来充实

，

所以对家长而
言

，

就是要转变思想观念
，

不要
以为儿女进了职业技术学校就
是不争气

，

没有前途
，

其实家长
应当给他们更多鼓励

。

一位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多
年的老教师告诉记者

，

发展职
业技术教育

，

首先应该充分发
挥政府的统筹作用

，

切实打破
隶属关系界限和学校类别界
限

，

通过合并
、

置换等形式来优
化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

，

同
时要创办条件优越

、

教学质量
高

、

规模较大的示范性中等职
业学校

，

提高职业教育的整体
效益

。

其次
，

深化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

，

加强骨干示范性专业建
设

，

开办一些受学生喜爱并且
实用的专业

。

职业教育要加强
课程改革

，

提高专业技能课课
时比重

，

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

，

进行教材改革
，

实现所学内
容与企业需求相结合

。

要加强
实践教学

，

改善实践教学条件
，

改革考试制度
，

推行学分制和
弹性学制

，

提高开放办学力度
。

根据社会需求不断调整专业设
置

，

特别是要加强名牌专业建
设

。

晚报记者 李 鹏

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如何更好地体现职业教

育的地位和作用，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是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

要课题。 发展职业教育，是优化教

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和提高

教育运行效率的内在需要，社会对

发展职业教育有着巨大需求。 市场

对人才的渴求， 群众对教育的需

求，都在呼唤职业教育更好更快发

展。 那么，我市的职业教育现状如

何，面临怎样的前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