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调查 202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 / 黄冲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Tel：010-6409837910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冲
实习生 陈文琪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从中职到高

职专科再到本科，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

次的“天花板”被打破。近日，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wenjuan.com），

对 1353 名学生家长进行的职业教育专题

调查显示，95.4%的受访家长期待进一步打

通职业教育的升学通路，让职教学生有更

多深造机会。

交 互 分 析 显 示 ，有 96.0%的 职 业 教 育

学生家长这样期待。

曾就读于江苏某职业院校的林悦（化
名），在完成了 3 年中职教育后，念了两年

高职，又升入一所本科院校就读专科，之后

又专升本，但连续考了两次才成功。

他感觉，专升本对于中职毕业生存在很

大难度。录取比例不高，竞争激烈。即便完成

了专升本，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的含金量还

是存在差距。“如果是要求学历的单位，专升

本通常都过不了简历筛选这一关”。

湖南某职校二年级学生范子俊正在计划

考本科。“我听说有学长学姐从中职升上来，最

后考研去了‘211’、‘985’，感觉还挺振奋的”。

本次调查中，62.7%的受访家长担心职

教学生会遭遇学历天花板，难以继续求学

深 造 ，还 有 54.9%的 受 访 家 长 担 心 一 进 入

职业教育，大学校门可能就彻底关上了。

在 70后家长方艳娟看来，不是人人都能

上大学，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上大学。“我认识的

几个家长，孩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但对手工、

小发明感兴趣，去职业学校做感兴趣的事情

不是挺好的吗？像我家孩子的初中同学，没考

上高中的基本都上了职业学校，有的学幼师，

有的学护士，未来都有很好的就业前景。还有

的自己发奋图强，后来也考上了大学”。

方艳娟认为，职教学生的升学通路并

不狭窄，只要肯学习，都有机会。现在社会

也在变化，学历不能代表一切，实力才是王

道。职教学生将来到社会，比拼的主要是技

术和经验，更多是看你经验怎么样、工龄多

长。职教学生的深造应该以专业为准，到实

际中去锻炼自己，更强调技术实操能力。

调查显示，如果职业教育的升学深造

比 例 更 高 ，60.9%的 受 访 家 长 表 示 会 更 看

好 。69.8%的 受 访 家 长 期 待 打 破 学 历 天 花

板，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2021 年 ，教 育 部 印 发《职 业 教 育 专 业

目录（2021 年）》，其中设置了 247 个高职本

科专业，并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

置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建立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的国家制度。

北京市教委也于近日发布通知，从 2021
年起全面优化贯通培养计划，开展高端技术

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贯通培养的学制为 7
年，其中前 3年为中职教育阶段，中间 2年为

高职教育阶段，后 2年为本科教育阶段。

林悦希望，打破学历天花板，不仅要有

升学制度方面的保障，还要有公平的就业

制度，确保职业教育学生在升学、求职、工

作待遇等方面，都有平等的机会。

本次调查中，27.9%的受访家长孩子在小

学，31.0%在初中，在高中、大学的分别占19.1%、

11.5%，7.5%的受访家长孩子在职业教育。

95.4%受访家长
期待进一步打通
职业教育升学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冲
实习生 陈文琪

中 国 职 业 教 育 大 会 于 4 月 12 日 至 13
日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教

育部此前发布通知指出，保持高中阶段教

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这意味着，在未来可能

会有一半的中学生进入职业教育。作为家

长，能否接受孩子进入职业教育？他们对于

职业教育有哪些看法和期待？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问卷网（wenjuan.com），对 1353 名学生家长

进行的职业教育专题调查显示，66.7%的受

访家长表示能够接受孩子进入职业教育，一

线城市受访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更高。

师资力量强（70.1%）、就业前景好（59.8%）和

办学质量高（59.4%）的职业教育最被看好。

89.0%受访家长关注职业教育

教育部 4 月 7 日发布通知指出，坚持把

发展中职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的 重 要 基

础，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

本次调查显示，对于在未来可能会有一

半的中学生进入职业教育，不少家长已经对

此有了心理准备。66.7%的受访家长表示能

够接受孩子进入职业教育，13.3%的受访家

长不能接受，20.0%的受访家长表示不好说。

交互分析显示，一线城市受访家长对

于 职 业 教 育 的 接 受 度 更 高 ，有 69.3%的 比

例能够接受孩子进入职业教育。其次是二

线城市，为 66.8%。接受度最低的是三四线

城市家长，为 62.9%。

安徽合肥的陈思宏曾经当过中等职业

教育学校的教师，他对于孩子进入职业教

育，表示完全可以接受。“不管是职业教育，

还是高等教育，最终还是要实现社会接触，

实现就业。职业教育应该说是跟就业结合

度非常高的一个教育方向”。

毕业于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

张岩（化名），目前在地方铁路局从事火车

调度指挥工作。他的高考分数达到了二本

院校的分数线，但最终选择了职校。当时身

边不少人都不太理解，“在我看来，读一所

普通大学的性价比不高，职业院校讲究专

业对口，能学得一技之长”。张岩说，他所在

的学校就业率很高，学校里也有不少学生

考上了本科。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国务院颁布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来，我国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走上提质培优、增值赋

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

变化。如今，我国共有职业学校 1.13 万所，

在校生 3088 万人，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

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家长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度也有了

很大提升。调查显示，89.0%的受访家长表示

关注职业教育，其中 50.7%的受访家长非常

关注，38.3%的受访家长比较关注。表示不太

关注或完全不关注的受访家长仅为 11.0%。

交互分析显示，87.5%的小学生家长关

注职业教育，初中生家长的关注度则更高，

达到 89.3%。

62.5% 的 受 访 家 长 直 言
社会对职教存在偏见

长期以来，社会偏见严重制约着职业教

育的发展。事实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开篇就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有关职业教育，家长们的顾虑主要集

中在哪些地方？调查中，54.7%的受访家长

担心校风不好，影响孩子，51.8%的受访家

长直言社会观念上有偏见，说出去没面子，

50.7%的受访家长担心教学质量不高，学不

到东西，34.4%的受访家长担心毕业后找不

到体面的工作。

“我儿子学习不好，去职高也是没办法。”

陕西宝鸡市民李建国的儿子曾上过职业中

学，他觉得，不少职业院校的管理不如高中。

“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加上有的学校管理不严

等问题，导致学习氛围不浓，一些学生有混日

子的心态”。

湖南某职校二年级学生范子俊感觉，

自己学校管得还算严，老师也很严格。“班

里有不学习混日子的，也有认真学习的，不

至于像网上传的那么糟糕”。他感觉，在职

校要靠自己自觉，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

遇到一个负责任的老师，有什么问题都可

以问，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才能变得更好。

你就认认真真去学，然后去把它实践出来。

作为家长，70 后方艳娟主要顾虑的还

是孩子的就业前景，“很多家长也是很实际

的。如果职业教育出来的学生就业很好，家

长们的顾虑就会少很多”。

陈思宏感觉，当地职业教育和产业经

济的结合还不够。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职

业教育针对性地培养产业工人。最主要的

还是做好需求对接，教学、师资、专业设置、

课 程 设 置 等 都 要 和 当 地 产 业 经 济 紧 密 结

合，做好供需匹配。

“不能再用其他教育体系的方式来培

养职业教育人才，一定要结合经济发展的

实际，与市场的需求进行精确对接。我们辛

辛苦苦培养的人才，应该是一出学校就能

直接进入企业实现无缝对接。”陈思宏说，

如果职业教育的学生到企业里面还是不能

适应一线生产的需求，那就说明这个培养

方向是有问题的，会阻碍职业教育的发展。

目前的职业教育中存在哪些问题？调

查中，62.5%的受访家长直言社会对职教存

在偏见，53.4%的受访家长担心毕业后收入

待遇较差，38.1%的受访家长觉得未来发展

晋升难度大。

师 资 力 量 强 的 职 业 教 育
最被看好

“像苏南这边的工业园区，制造业比

较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教育

发展非常 快 。 因 为 一 线 生 产 的 员 工 素 质

很 重 要 ， 必 须 专 业 、 熟 练 。” 陈 思 宏 表

示 ， 要 实 现 我 国 从 制 造 业 大 国 向 制 造 业

强 国 的 转 变 ， 得 有 庞 大 的 制 造 体 系 、 完

备 的 产 业 分 工 ， 必 须 要 提 高 一 线 生 产 者

的 劳 动 文 化 素 质 。 这 样 来 看 ， 大 力 发 展

职 业 教 育 应 该 是 促 进 制 造 业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 对 于 我 们 的 工 业 发 展 、 经 济 结 构

优化都很有意义。

什么样的职业教育最被看好？调查显

示，师资力量强 （70.1%） 排在首位。接

下来依次是：就业前景好 （59.8%）、办学

质 量 高 （59.4% ）、 专 业 设 置 合 理

（58.4%）。可见，家长们普遍关注的还是

教 学 本 身 。 学 费 因 素 则 较 少 被 提 及 ， 仅

15.7%的人认同学习费用少。

00 后 朱 玉 彤 认 为 ， 职 业 教 育 应 该 是

平行于高中的另一条路。在教学方面，应

该非常注重实践性和实用性，让学生可以

依靠这些技能体面地生活。在老师方面，

希望有真正工作岗位上的人去做老师，直

接带领学生去实践。就业方面，希望学校

直接和企业合作。“理想的职业教育一定

不是高中教育的复刻，而是一种完全对接

社会需求的别样风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国 家 发 展 与 战 略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员 刘 谦 表 示 ， 首 先 ， 政 府 各 职

能 部 门 要 横 向 合 作 和 信 息 共 享 ， 按 照 地

区 、 行 业 等 划 分 ， 对 技 术 、 技 能 人 才 的

需 求 提 出 较 为 明 确 的 趋 势 预 测 ， 在 此 基

础 上 对 职 业 教 育 培 养 规 模 进 行 规 划 与 管

理 ； 其 次 ， 要 提 高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的 社 会

地 位 ， 有 助 于 改 变 人 们 对 职 业 教 育 的 偏

见。

对于未来，范子俊感到很有希望，他

们 同 学 大 部 分 毕 业 后 会 直 接 去 工 厂 、 企

业。前几天，老师告诉他们，现在国家重

视职业教育，只要肯好好干，将来都能找

到不错的工作，拿不错的工资，“当‘大

国工匠’也不是没可能。努力的人，应该

都有光明的未来吧”。

本次调查中，27.9%的受访家长孩子

在小学，31.0%在初中，在高中、大学的

分 别 占 19.1%、 11.5%， 还 有 7.5%的 受 访

家 长 孩 子 在 职 业 教 育 。 在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27.6%，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4.3%， 三 四 线 城

市的占 22.9%，县城或城镇的占 4.0%，农

村的占 1.2%。

66.7%受访家长能接受孩子进入职业教育
师资力量强、就业前景好和办学质量高的职业教育最被看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黄 冲
实习生 陈文琪

社 会 上 关 于 职 业 教 育 的 偏 见 由 来 已

久，很多人都有“考不上高中才上职高”的

想法。如何让职业教育成为更多家长的主

动选择而非无奈之举？62.6%的受访家长表

示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57.2%的受访家长

认为师资很重要。

这组数据来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近日进行的职业教育专题调查。该调

查通过问卷网（wenjuan.com）进行，有 1353
名学生家长参加。其中，27.6%的受访家长

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占 44.3%，三四线

城市的占 22.9%，县城或城镇的占 4.0%，农

村的占 1.2%。

62.6% 受 访 家 长 表 示 要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90 后 李 驰 （化名） 现 在 是 江 苏 某 酒

店的大堂经理。初中毕业前，家人和老师

建议他去读职校，但他也坦言，“但凡有

个高中可读，读职校都不是大多数人的第

一选择”。李驰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考虑

到能通过学校直接进入工作岗位，选择了

职 高 的 酒 店 管 理 专 业 。 通 过 这 些 年 的 努

力，终于有了体面的岗位和稳定的收入。

同时他也发现，如今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

见已经有所改观。

调查中，要让职业教育成为更多家长

的主动选择而非无奈之举，62.6%的受访

家长表示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57.2%的

受访家长认为要提高师资质量，58.5%的

受访家长希望完善校园管理，改善校风、

学 风 ， 48.3%的 受 访 家 长 希 望 加 大 宣 传 ，

转变社会观念，增加认可度。

70 后 家 长 方 艳 娟 不 觉 得 上 职 业 学 校

就是无奈之举，“起码是给孩子多一条路

吧”。上职业学校也可以因材施教，有特

长也可以发展，前景很不错。职业学校要

规范化，要紧跟社会需要，为市场培养实

用人才。

89.6% 受 访 家 长 认 同 要
真 正 提 升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的 社
会地位

曾在某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当教师的陈

思宏，前段时间看了《大国工匠》，他感慨，

在各个领域的一线工作者，为我国发展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经历职业教育走

向社会的栋梁，带来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

无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好，高

等教育也好，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人生价值。

在任何一个领域，把看似平凡的事业长期

坚持，都是值得尊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

出受人尊敬的技术人才，他们的人生价值

应该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调查中，89.6%的受访家长确认，要

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观念，需

要真正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让

他们获得全社会尊重。

交互分析显示，一线城市家长这样认

为的比例最高 （90.6%），其次是二线城市

（90.2%）。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更重

要的，是推出职业培养、技术技能方面的

优势和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谦认为，一方面，

在 培 养 人 才 的 过 程 中 ， 注 重 实 操 技 能 训

练、工匠精神的培育；另一方面，在职业

发展道路上，应有技术技能人才的独特晋

升机制，为各个级别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

相应的社会保障和职业晋升通道。因此，

促进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不是

教育部门一家的责任，需要多部门形成有

效联动，形成百花齐放的教育体系和职业

体系，让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看到希

望，扭转“唯学历论”的教育期待与制度

设计。

刘谦表示，在当前中国，这也是具有

时代意义的教育呼唤。一方面，人工智能

等科技飞速发展，从社会分工上讲，传统

的体力劳动领域，更需要提升劳动者的技

术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从青年的自主性

与个性上说，需要百花齐放的职业舞台，

以发挥各有所长的素质。促进职业教育，

是当代青年在职业领域实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重要基础，而这一基础，需

要多部门的参与、共享和支持。

职业教育要成为主动选择 六成受访家长表示需提高教育质量
89.6%受访家长认为要真正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感到，陪伴父母的

时间越来越少，“五一”小长假快到了，你有

外出旅游的打算吗？你会陪父母去旅游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1532 名 受 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9.9%的受访者表

示今年“五一”会陪父母出游，80 后陪父母

出游的意愿最强烈。75.7%的受访者会制定

适合父母的旅游攻略。增加跟父母的相处

时光、增进与父母的感情、留下珍贵回忆是

受访者陪父母出游的最大收获。

69.9% 受 访 者 表 示 今 年
“五一”会陪父母出游

调查中，90.5%的受访者表示陪父母

旅 游 过 ， 其 中 39.8% 的 人 去 过 很 多 次 ，

50.7%的人去过一两次。

谈及上一次陪父母去旅游，在京工作

的湖南 95 后程舒琦表示是在今年春节期

间，当时全家一起到附近郊区的山里玩了

一趟，“我会避免都待家里玩手机，希望

一家人一起做一件事情，外出旅游是很好

的方式”。

家住湖南邵阳的 95 后戴朝湘一年前

曾陪母亲出去玩过，“当时因为疫情不能

回学校，在家待着也无聊，就陪我妈去了

周边的县城游玩，主要是爬山和赏花，我

负责给她拍照”。

今年“五一”假期，你会陪父母出去

旅 游 吗 ？ 69.9% 受 访 者 表 示 会 陪 父 母 出

游，其中 21.0%的受访者表示已安排好行

程，48.9%的受访者表示正有此打算。交

互分析发现，80 后陪父母出游的意愿最

高，达到了 76.4%，90 后次之，为 72.2%，

00 后最低，为 48.8%。

现居杭州的 80 后李冉 （化名） 已经

安排好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平时难得

休息的她表示，会把时间留给家人，“父

母平时带孩子很辛苦，会趁着假期一起出

去散散心”。提到去哪游玩，她表示，“热

门景区肯定不会去的，人非常多，停车也

不方便。目前想的是去个风景优美、人不

太多的郊区或公园，适合野餐、游玩和安

排一些亲子活动”。

程 舒 琦 表 示 今 年“ 五 一 ”已 经 有 安 排

了，“十一”假期会陪父母出去玩，时间更充

裕，能玩得更尽兴。她还提到，自从工作以

来，每年的“十一”假期都是留给父母的，前

年去了北京周边的坝上草原、雾灵山等地，

去 年 到 了 湖 北 神 农 架 。“ 他 们 负 责 吃 喝 玩

乐，我负责掏钱。”她笑着说。

出 行 不 便 和 时 间 限 制 成
受访者陪父母出游最大阻碍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时间。一年的假期

基本是固定的，能够出去玩的时间不多。而

且有时会想着邀好友出去玩，留给父母的

时间并不多。”李冉说。

调 查 显 示 ，假 期 出 行 不 便、人 山 人 海

（61.8%）也是限制受访者陪父母出游的重

要因素。江苏宿迁的 90 后青年刘冲（化名）

就因为假期人多，放弃了陪父母出游的计

划。“每年都能在新闻上看到小长假各地人

挨人、人挤人的图片，觉得很窒息”。他同时

表 示，“ 我 觉 得 旅 游 的 意 义 就 在 于 走 走 看

看、放松心情，如果是去看人海，旅游还有

什么意义呢？陪父母出游，肯定会更看重父

母的体验，人太多很难玩得尽兴”。

还有 36.0%的受访者表示父母身体不

太好，不方便出游，23.3%的受访者表示和

父母观念不一致，担心产生矛盾，23.3%的

受访者认为自己精力有限，照顾不过来。

在旅行中，戴朝湘发现自己和父母的

观念存在较大差异。2017 年她曾陪父母去

广西北海旅行，因为是跟团游，她想时间方

便的时候自由地逛一些地方，父母却不理

解，“他们觉得我没来过，对当地不熟悉，而

且不安全”。另外，她发现最大的差异是在

消费观上，“他们觉得我花钱大手大脚，自

己却舍得花几百元去买所谓的‘玉’，还有

各种特产药。总之，他们认为我买的东西不

值，我觉得他们买东西上当”。

陪 父 母 出 游 ， 你 会 考 虑 哪 些 方 面 ？

75.7%的受访者表示会制定适合父母的旅

游 攻 略 ， 其 他 还 有 提 前 安 排 好 衣 食 住 行

（70.9%）、 确 定 合 适 的 时 间 和 目 的 地

（66.6%） 等。

程舒琦表示，陪父母出去旅游，第一

考 虑 的 是 目 的 地 。“ 因 为 我 们 是 自 驾 游 ，

路程远近会是第一考量的要素。前年父母

从湖南开车来北京，就比较辛苦，所以去

年就选择离家不太远的湖北”。同时，在

选 取 目 的 地 时 ， 她 表 示 会 以 自 然 风 光 为

主，最好有山有水，“去旅游的地方要与

平时生活的场景区分开”。父母的身体状

况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去年爬山

的时候发现父母长时间爬台阶有些吃力，

对膝盖损伤也大，以后会尽量选择对体力

要求较小的，比较平缓的地方”。

戴朝湘认为，陪父母出去旅游，最重要

的是要给父母足够的安全感。她表示，虽然

父母也有智能手机，但不太会用买票软件、

地图导航、打车软件等，尤其是到了陌生的

地方，内心会产生不安全感。“要做好出行、

食宿等方面的安排，让他们能够安心”。

调 查 中 ，还 有 60.0%的 受 访 者 表 示 会

尽可能满足父母的需求，56.0%的受访者会

视父母情况，及时调整行程安排，42.1%的

受访者会准备好应急方案和应急物品。

76.4% 受 访 者 认 为 增 加
跟 父 母 的 相 处 时 光 是 出 游 最
大收获

程舒琦谈到，工作之后，每年能够见父

母的时间只有春节和“十一”，“我很享受全

家人合力去完成某个目标的过程，旅行是

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商量订房间，去

哪玩、去哪吃，虽然是很细微的小事，却无

形中增进了情感联系”。

她还认为外出旅游能够留下很多美好

的 回 忆 。生 活 中 的 小 事 太 多 ，随 着 时 间 流

逝，你可能无法记住父母送的牛奶、做的饭

菜，但一起去旅行，就会留下很多印象深刻

的画面和场景，“有时候想家或者工作上遇

到困难，翻出之前一起出去玩的照片和视

频，会觉得很温暖，很有力量”。

李冉觉得陪父母出去旅游更多的是一

种补偿，是表达孝心的方式，“因为平时

工作比较忙，有了孩子之后，对父母的关

心就更少了。陪父母出去玩，希望能多尽

点孝心”。

调查显示，还有 44.0%的受访者认为

陪 父 母 出 游 能 满 足 父 母 出 游 的 愿 望 ，

31.6%的受访者表示能避免父母独自出行

面临的风险等。

戴朝湘认为，父母这一辈，总想把最

好的都留给子女，对自己却舍不得，尤其

是出游这种费钱且不是必需的活动，他们

总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其实他们内

心是想和子女出去玩的，所以如果子女坚

定地提出旅游的话，他们肯定很开心。同

时，她觉得不用把视角放得那么宏大，比

如可以从附近的地方开始，陪父母爬一次

当地的山、逛一次公园，或者是吃完晚饭

后 ， 陪 父 母 出 门 散 个 步 ， 都 是 很 好 的 方

式。“无论什么形式，陪伴才是父母最需

要的”。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00 后占 13.8%，90
后占 46.8%，80 后占 33.8%，70 后占 5.0%。

近七成受访者：今年“五一”会陪父母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