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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3级新生报到，学长们在举牌迎接新生。 冷炳豪/摄9月2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2023级新生报到现场，新同学和家长在学校日初广场文化墙前合影。 王云兴/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王海涵 洪克非 朱娟娟

又是一年开学季。经过高考的洗礼，很大

一部分学生将步入占据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

山”的高职院校就读。其中，部分学生高考分

数超过了本科线，但最终选择高职专科就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入安徽、湖南、湖

北、山东 4省最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找到这

些学校超过本科线的学生，讲述他们超本科线

却最终选择读高职的心路历程，追问“高分读

高职”现象背后的原因。

在职业教育大天地安放自身
“小情怀”

今年高考，来自安徽六安的程劭阳高考成

绩 505 分，超出安徽理科本科录取控制线 78
分，却最终选择了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园艺技术

专业就读。

对这名 20 岁的年轻人来说，报考高职并

非一时兴起。6月中下旬，翻看高考志愿填报

指南时，程劭阳看到安徽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培

养计划的信息——定向培养，毕业就能入编，

纳入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单列志愿、

提前批次录取，两所本科院校和三所高职院校

承担该计划。

他关注了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的园艺技术专

业，也向父母道出将来想从事农业研究的想

法。

事实上，这颗农业梦的种子早在他童年时

就已悄悄萌发。儿时的程劭阳愿意花小半天时

间盯着公园里的园丁修剪花花草草，或是观察

小区里花草树木每天微小的变化。他还喜欢研

究挖掘机、收割机这些大家伙。到了初、高

中，逐渐接触生物学科，他开始知晓一些农学

知识，对植物杂交、嫁接、组织培养等产生了

浓厚兴趣。

也正是从那时起，程劭阳了解到“中国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事迹。“我被袁隆

平爷爷毅然回乡研究农业的选择所振奋，被他

经历过儿时饥荒之苦、下决心要让全中国人吃

上饱饭的志向所鼓舞，被他坚持不懈、不折不

挠的精神所感动。”

和程劭阳一样，18 岁的湖南长沙考生沙

干也希望通过选择理想的学校安放自身的“小

情怀”。

今年 9月，高考物理类 540分、超过本科

线 125分的沙干将走进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开启 3年的学习。

“我对自己学习能力是有认知和自信的，

考个普通本科应该差不多。”沙干说，实际

上，他的三次模拟考试成绩和最终高考分数相

差不多。而填报志愿时，他直接跳过了本科批

次，选了自己“内定”的方向。

高一下学期时，沙干已经决定报考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的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

他并不害怕这个看上去“吓人”的专业：“我

查过这所学校的信息，王牌专业，就业不愁。”

除了就业求稳定外，沙干坦言自己也有一

些“小情怀”：“不论是做入殓师，还是其他殡

仪管理与服务工作，都需要有文化和生命伦理

上的信仰和支持。”

事实上，他们颇具个性的选择最初并没有

得到家人的理解。

程劭阳的父母和儿子商量：“现在 IT等行

业那么热门，你放着这么多专业不选，却选择

园林。要不要再慎重考虑一下？”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关乎人的吃饭问

题，我的人生还是应该由我做主！”面对父母

的疑惑，程劭阳回答。

“我们从小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道农

村发展需求的重要性。”思考再三，父亲程卫

最终决定支持儿子的选择。

程劭阳所就读的园艺技术专业今年录取的

16 名学生分数均达本科线。芜湖职业技术学

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周基燕介绍，今年学校共招

生 6400 余人，其中，安徽省普通高考招生总

数 2448 人，两个“双高建设专业”的招生超

过本科线的比率较高：机电一体化专业为

27.45%，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为 20%。

对于儿子沙干的选择，起初父亲有些震惊

和不理解。他曾认为，读书轻松自如的小儿

子，应该像其哥哥一样考入名校。但在沙干的

多番解释下，父亲放弃了干预。出乎预料的

是，沙干在北京的哥哥和其他亲戚都十分支持

他的选择，这让沙干的暑假过得极其轻松。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静彬介绍，

今年无论是物理类还是历史类考生，分数最高

的学生都集中在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其

实，去年考入该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也选择这个

专业。而该校的招生数据显示，去年通过普通

高考录取的新生中，超过本科线的学生占比达

到 76%，今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 85%。

练好专业技能，选定自己的赛道

总分 469，比本科批次线 424 分 （物理

类） 超出 45分，这个夏天，在查到高考成绩

的那一刻，湖北襄阳考生冯宇轩“心情有点

复杂”。

“这个分数，意味着可以上一所本科院

校，但可能只够一所民办本科学校。 4 年后

就业时，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在志愿填报期

间，冯宇轩有点犹豫，学费、住宿费、生活

费……他算了算，如果读民办本科，对自己和

家庭来说，性价比可能不高。

父母建议他复读。冯宇轩结合自己的学习

情况预判：就算再来一年，也不一定能大幅度

涨分。他考虑在湖北省内挑一所综合实力排名

靠前的“双高计划”高职高专院校就读。

经过一番遴选，他锁定了武汉职业技术学

院。该校的官网显示，学校拥有 4个国家级实

训基地， 323 个校外实训基地，仅校内就有

131个实践教学场所。这正呼应了冯宇轩“优

先考虑就业”的想法。他分析，从就业角度考

虑，与其读一所民办本科的一般专业，不如在

排名靠前的公办高职院校中选定一个自己感兴

趣、同时相对好就业的专业。

冯宇轩所在的高中班级，与他有类似想

法的还有一名高考 445 分的同学，这名考生

也放弃了本科院校，填报了武汉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

填报志愿时，冯宇轩结合自己的优势学

科——物理、数学，以及个人兴趣，选定了该

校的王牌专业之一——机电工程学院自动化类

专业。

今年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生王家乐

同样是那个被现实“推着走”的考生。这名来

自青岛平度的考生，以 500分的高考成绩成为

该校大数据技术专业录取的最高分，也是该校

理工科类录取的最高分——这一分数超过山东

省一段线 57分。

仅仅在 1 个多月前，王家乐经历了人生中

第一次“崩溃时刻”：执着于自己喜欢的汉语言

文学专业，选填志愿时因为经验不足导致滑档。

“他平时性格随和、人缘极好，喜欢读文

学名著，热爱中文，得知消息后像换了个人一

样，突然变得沉闷起来。”一同打游戏、打球

的发小葛永鑫陪伴王家乐度过了这段煎熬的日

子。

复读还是就读高职？王家乐最终参考了父

母和班主任的意见，选择了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很感谢他们一直

支持我，而且鼓励我。”

王家乐说，他之所以选择这所高职院校，

主要是学校在山东省内知名度比较高，同时考

虑到就业前景，他选择了热门专业——大数据

技术专业。

该专业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云计算技

术与应用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中的一个热门专

业，今年招收 120人。在该校党委副书记、院

长王鑫看来：“中国数字经济将迈向全面扩展

期，各行各业的布局调整和转型升级将不断提

速，行业产业的急剧变革也将给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提出新的命题、新的要求。”

无论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还是山东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今年录取的新生中，超过本科线

的考生不在少数。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录取新生 5995
人。该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张一婵介绍，该校

通过普通高考录取 2576 人，其中超过本科线

的是 1246 人，占比超过 48%。而山东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今年录取 5200 人。该校学工处处

长李子江介绍，通过普通高考在山东省内录取

2220 人，其中，超过山东一段线录取的学生

是 1518人，比例为 68.4%。

暑假里，冯宇轩跟着爸爸妈妈到汽车厂实

习的经历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在车间，当看到利用高压水流切割的机器

在电脑的控制下能任意、精准雕琢工件，以及

挥舞的机械臂工作起来又省力又高效时，冯宇

轩切实体会到“学好专业知识的重要性”。父

母没有读过大学，没有专业知识就意味着只能

做普通工人；但如果学了现代化高精尖知识，

就能胜任不一样的岗位。即便在同一个车间，

做的事不同，薪水也会不同。

高分读高职，彰显职业教育吸引力

“明明过了本科线，却选择读专科高职。

近年来，这种情况在一些特色高职院校渐成

常态。”国家督学、湖北省职教学会会长、武

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洪渠长期关注这一

现象。

李洪渠以自己所在的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2023年，该校在湖北 5个专业组录取的分

数线均超过本科批次线，在河南、山东等 8个
省投档线超过本科批次线。

来自湖北襄阳的考生唐陈茹高考成绩 477
分，超本科线 53 分。她在填报高考志愿时，

将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放在了平行志愿第一的位

置，最终被该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录取。

唐陈茹直言：“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在电信

专业领域比一些本科学校更好，而且武职与华

为、大唐移动等知名企业有深度合作，学生将

来有机会到高科技企业就业，这是我最看中的

一点。”

高职学校为什么越来越受到高分考生的关

注？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宋超以自

己的学校为例分析，“这与学校多年来在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方面的品牌效应和学生就业创业、升

学成才带来的金字口碑息息相关，尤其是学校为

了对接山东省地方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升级而

构建的高技术服务业专业集群得到了考生和家长

的认同。”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徐

瑜认为，特色高职院校能吸引众多达到本科线的

学生，除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就业水准，还有一

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少孩子和家长的观念和意

识有了明显转变。很多人认识到：在好的职业院

校，有技能一样能实现全面的发展。

李洪渠将其原因归结为四点：职业教育地位

的提升赢得了更多高分学生报考；国家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视带动了高分学生的报考；职

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吸引了更多高分学生报考；以

及个人发展方向的认知变化使学生有了更为理性

的选择。

“现在，职业教育面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更多考生认识到选择职业教

育是走上了一条更坚实、更广阔的成才成功道

路。职业教育注重实用技能培养，能够更好地满

足就业市场的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让学生更

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李洪渠说。

李洪渠同时认为，职业教育在提升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方面，职业学校在提升

社会吸引力、真正赢得应有的社会认可度和美誉

度方面，还任重道远，需要政府、企业和职业学

校共同努力。

对这些超过本科分数线却选择就读高职的学

生来说，人生新的篇章已经翻开。

程劭阳正期待着成为一名“农科生”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离儿时的梦想越来越近。“我们不是农

业的‘听话者’，而是农业的‘创新者’；不是农业的

‘受益者’，而是农业的‘奉献者’。我希望日后学到

有用知识，在基层为农业研究出一份力。”

冯宇轩打算在 3年里好好学习理论知识，同

时练好专业技能，运用学校提供的各种资源，不

断挖掘自身潜力，“在自己选定的赛道上不断实

现自我突破”。

开学后通过几次话，葛永鑫欣喜地发现，自

己的“铁哥们”王家乐又重新恢复了“二”的状

态。新学期，葛永鑫也即将步入一所高职院校的

护理专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笃信

自己和王家乐通过努力最终一定会实现梦想，

“我们约好了继续往上冲”。

而来自父母、发小的鼓励，以及结识越来越

多的新朋友，让王家乐对自己的未来同样充满着

信心：“希望自己能够在专业领域继续深造，挖

掘自身更多潜力。”

超本科线上高职，为什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瑞璇
记者 张 渺

前不久，首个国家重大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即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在江苏常州成立。首批成员单位包

括 9所普通高校、34所职业院校、中国中车

及其 49 家所属制造类子公司，5 个产业集

聚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支持单位参与。

这是教育部支持建设的首个国家级行

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标志着深化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一体两翼’总体布局

的全面铺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

岩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

教育部日前印发《教育部关于支持建

设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的通知》，支持建设首个国家级产教融

合共同体，旨在加大政策引导，政行企校

协同破解制约产教深度融合的机制性障

碍，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新范

式，为其他行业共同体建设提供成熟的经

验和示范。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新阶段职业教育

改革“一体、两翼、五重点”的一系列重大举

措。其中，“一体”即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新模式，“两翼”即市域产教联合

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目前，已推出天津、山东、广西、新疆等

8 个省域现代职业教育建设新模式；各省

份向教育部申报了 97 家市域联合体；此

次成立的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是第一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

随着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被提上日程。企

业与学校应有怎样的合作模式？应建立怎

样的体制机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

首批成员单位及相关人士。

共同体将使校企合作更紧密

“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从轨

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产业发展的

角度来看待这个共同体的成立。”西安交通

工程学院执行校长曹庆年说，产教融合共

同体是要解决企业与学校共同探讨怎样建

立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解决产教融合实

际推进过程中内容单一、动力不足、渠道不

畅、平台有限等问题。

作为共同体建设的牵头单位，湖南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莹表示，共同体将

会使校企师资队伍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

学校到企业请老师时，受到工作时间限制，

企业核心骨干只能在业余时间给师生们讲

课；共同体成立后，由学校的骨干教师与企

业的大师、专家组成共同体双师库，企业大

师到学校建立大师工作室，学校和企业可共享双师资源。

张莹说，学校将在共同体企业的参与下，与全国同类职业院校

共同开展关键办学能力改革、开发人才培养标准、开发一流课程，这

是轨道类院校提升办学内涵与水平、输出高质量人才的核心保障。

据张莹说，目前学校专业教师主要是来自轨道交通行业领军

企业的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国工匠，其中铁道机车车辆制

造与维护等专业教师有 50%来自企业，专业专任教师“双师型”比

例超 90%。未来将基于共同体进一步探索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

而同济大学参加的首个国家重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平台，

主要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和校企合作两个维度来考虑。该

校副校长赵宪忠认为，学校更需要推进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和产业

发展的齐头并进。

赵宪忠表示，从校企合作维度来看，同济大学与中车集团有很

好的合作基础。近几年同济大学与中车集团合作成立同济中车创新

研究中心，共建高速磁浮运载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这一背景下，同

济大学助力了中车集团在高速磁浮、中低速磁浮技术方面的突破。同

时，同济大学吸纳企业的高级人才攻读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

与同济大学一样，西南交通大学也与中车集团有着长期深入

的合作。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沈火明表示，多年实践证明，产教融

合使得高校和企业均受益匪浅。产教融合一方面能有效提高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水平，同时为轨道交通装备、企业行业提

供了大量高素质人才。这也是西南交大参与共同体建设的立足点。

“我相信校企合作相比之前将会更加紧密。”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院长陈彬认为，这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立给他感悟最

深的一点。

陈彬说，通过建立共同体，企业与学校的参与度、参与热情都

有显著提升。学校需要企业提供师资、设施，企业需要学校提供相

应的人才。而通过相应章程的明确，各自部门对应的职责相应明

确，这有利于校企合作，在未来培养更高水平人才。

共同体将利于人才多层次培养

“产教融合需要建立健康有效运行的机制。”在曹庆年看来，这

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立一定要特别关注共

同体有效运行机制的问题，这个运行机制仅靠教育行政部门、企业

和学校的合作是不够的，需要国家相关部委积极参与并给予政策

支持，使得共同体的各方能够通力合作，主动开展工作。

面对建立有效运行机制的问题，曹庆年呼吁，要注重人才多层

次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

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产教融合这一办学模式的重要作用再

次得到肯定。

对于未来实现人才多层次培养，赵宪忠说，同济大学将会继续

秉持与中车集团合作的悠久传统，依托雄厚的科研平台和人才培

养经验，在卓越工程师培养、国际工程师培养、职业教育师资培养

三方面进行创新，最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速发展。

在人才多层次培养方面，西南交大与中车株洲所合作建设了

微电子学院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微电子学院采用双方共建模

式，其中学生毕业设计 95%的题目都来自校企合作的科研和工程

项目；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则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导师，每年选派

30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到企业进行 12个月的顶岗实习。

谈到未来人才培养规划，沈火明表示，学校将选拔职业学院的

优秀学生进入西南交大学习，两年后成绩合格授予本科文凭。同

时，西南交大在产教融合基础上与高职院校合作举办联合培训班，

夯实学生专业基础、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沈火明举例说，10年来，

西南交大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展轨道交通专业学生联合培

养，取得显著成绩，培养出的学生很受企业欢迎。

曹庆年认为，形成一个完整的高水平装备制造体系需要建立

职业教育到普通高等院校教育的“立交桥”，而连接二者的节点就

是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共同体机制中，学生能够从职业院校中学习

岗位训练的基础操作、从本科院校中学习整体系统运行，“最终培

养出由点到面、具体操作能力和整体思维相结合的高水平工程技

术和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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