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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亟待破解生源之困
本报记者 杨元崇

元崇新观察

开学包书皮，你是哪一派
本报记者 胡荧

职业院校一边做扎实特色专业，一边却又盲目新开设专
业，专业建设上的分水岭，成为职校生源短缺的主因之一。 从
今年的湖南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来看，文史类
老牌专科院校和专业占优势的院校投档线相对较高；没有特
色的院校和大众化、同质化的专业，仍然招不满员；中职学校
更存在生源之困。

生源之困
高考最后一个录取批次———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投

档后，不少高职院校出现缺额，这些院校有个共同特点：期待
通过征集志愿这场“及时雨”能带来“好收成”。事实上，绝大部
分院校投档线踩底（最低录取控制线，文：200分，理：200分）
的情况下，仍有不少缺额院校完不成招生计划。

湖南省考试院招生考试处负责人分析了客观原因，考生
对高职专科普遍缺乏热情，导致志愿填报不足。 另外，学校的
办学特色和学生就业情况也是考生选择是否填报的关键。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的杨处长认为，目前
生源还是有，关键就看学校有没有足够吸引力的核心课程和
拳头专业。

不仅高职院校存在招生难题， 中职学校更存在生源之
困。 本报曾多次接到老师投诉称：教育局和学校给初三班主
任定了招生指标，根据要求，完成任务的有奖励，完不成的则
不得评优晋职。 面对这样的规定，他们有怒又怨但不敢言。

“谁都不愿意看到罚单。”一位投诉教师表示，他和县里多
所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游说学生、拜访
家长，甚至暑假期间还在为本地中职学校能圆满完成招生任
务而奔波。

今年 8月下旬，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期间，记者遇到一
些职业学校负责人，谈起招生问题，他们表示，招生一年比一
年困难，要想招到一个学生，用“走遍千山万水，费尽九牛二虎
之力”来形容都不为过。

他们称， 招生期间尽管已经有不少学生答应赴学校就
读，甚至有部分学生还预交了学费，但是他们还是难以安心。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高一开始招录新生，很多家长和

学生就会打退堂鼓。 有些中考成绩相差普高录取线近 400分
的学生，只要能择校进高中，家长也乐意花高价。

缺额原委
职业院校生源之困其自有原委。
记者走访中看到，现在学校建设得越来越好，但与同层次

学校相比较，最差的仍然是职业院校，尤其是农村中职学校情
况更加突出，一些学校生均校舍面积，教学仪器设备等核心指
标没有达标。 职业院校基础能力薄弱，办学条件亟待改善。

一些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双师型教
师紧缺且引进困难。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重普教，轻职教”
的现象，有的县市长对于当地普通教育发展讲得头头是道，对
县里“多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了如指掌，但对职业教育发展
情况却知之甚少。同时，有部分教师狭隘地认为职业学校就是
教师的疗养院，一般都是 40岁以上的教师待的地方。

部分主办单位和地方财政没有按要求落实职业院校生均
经费；一些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大，但自身参与
培养的积极性不高；职业院校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不够等
一系列原因，自然打击了学生报考职校的积极性。

湖南一位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近几
年，生源数量减少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中职学校的生源主要靠

初中毕业生，据相关数据显示，我省近 5年的初中毕业生呈递
减趋势，从原来的 80万人下降到如今的 60万人。

专业博弈
高职院校投档线的“冰火两重天”现象，直接触动校领导

及招就处负责人的神经。在湖南省内，高职专科一批平行志愿
投档线文史类、 理工科分别有 12所和 17所院校投档线超过
了本科三批（B）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投档
线文史类 473分，理工类 401分，为省内院校中排名最高。

从今年投档线走高的院校的情况来看， 主要是专业设置
与“特色”有关。在专业设置方面，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加强
三个对接，服务轨道交通行业国际化。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依托职教集团、传承创新湘绣、引领产业发展。“未来的高职院
校，必须对接行业人力资源需求、对接产业链，否则就无法生
存。 ”一些投档线居高的高职院校招就处负责人如是说。

其他投档线走高的院校的情况，也印证了他们的说法。这
些院校的专业，如其财经、经贸、殡仪、康复、社工等，紧跟市场
和产业的需要，抓住行业人力资源的需求，经过数十年办学的
打磨，在行业中享有良好的口碑，培养的学生颇受用人单位的
认可。

探访省内今年志愿投档线踩底的多所高职院校时， 记者
发现，这些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或已饱和，或同质化现象太严
重，即使有些所谓的强势专业，也已经被其他院校的后来新设
立的相关专业所覆盖，如文秘、会计等专业已跟市场脱节，与
用人单位的期望值相差甚远。

专业特色决定学校命运走向。 很多高职院校需要静下心
来，去探寻如何将特色专业重新做实、做强的方法，而不是一
窝蜂式的转而新增其他专业， 新增专业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做
成品牌、赢得口碑，也难免在短期内走向大众化和同质化的宿
命。

按照湖南省提出的目标，到 2020年，建成具有湖南特色
现代职教体系。 但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职业院校招生困难现
象已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职业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如何真
正破解招生难题？ 需各方共同努力！

提到包书皮，对于 70 后、80 后来说，那是学生时代最温馨
的记忆之一：发到新书活蹦乱跳地跑到家，开始满世界的搜寻
各种漂亮的挂历纸，到了晚上，妈妈拿出剪刀、透明胶等工具，
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始制作书皮，妈妈一边包，一边叮咛，孩子
学着大人的模样把书拿过去颠来倒去地包， 不过总是包得很
臃肿……

可如今，这一幕却很少见。“00后”的孩子似乎有了更多的
选择，几张塑料书皮，几分钟的时间，甚至就一个人，便可以完
成包书皮这样的开学“头等大事”。

你是动手派？ 还是现成派？
“每学期都要给孩子包书皮，真是个麻烦事，孩子今年上

三年级了， 书又多了， 全部包好得好一阵， 我实在没那个精
力。 ”星期一放学后，正在长沙市四方坪小学旁边文具店内选
购包书皮的家长张娟说，“这种半透明的塑料书皮， 真是我们
家长的救星。 ”

“塑料书皮价格便宜，一元钱一张。 ”家长陈辉说，之所以
选择给孩子买书皮， 是因为这种塑料书皮很耐磨，“以前也给
孩子包过书，但不到一个星期就弄破了。 ”

在文具店，记者在角落的一个纸壳箱子里，看到了一卷卷
彩色纸筒，不过上面已布满了灰尘。“这些彩纸以前都是用来
包书皮的。 ”店老板说，“五毛钱一张，可如今根本没人来买了，
家长们嫌麻烦。 ”

即使塑料书皮省了不少事， 但用挂历纸包书皮这样的麻
烦活在有些家长看来，却是一次很好的亲子互动。 80后家长车
娜就是其中一位。 这学期，她和儿子童童就选择了用挂历纸包
书皮，她一边包还一边和儿子讲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开学

报到之后发新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平时收藏的漂亮的挂历
拿出来，一张张精心挑选……”车娜回想当年，包书皮的情景仍
然历历在目。 在她的耐心指导下，童童掌握了包书皮的要领和
步骤，虽然奋战了几个小时，只包了四本书，但车娜很欣慰。 她
表示，下学期，她还要和儿子一起动手包书皮。

除了感受亲子互动，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教育孩子爱护
书本也是很多家长选择动手包书的原因。“开学一个月还不到，
孩子的课本就已经开裂了。”家长曹娴说，女儿的书皮都是用海
报和挂历做成的。 她希望孩子在体验动手包书皮的过程中，会
更加爱惜自己的书本。

包书皮的那些回忆
然而，对于用挂历纸包书皮的做法，“00 后”的孩子却觉得

很“老土”。 长沙市开福区雅雀湖小区的张先生，女儿今年上一
年级，从学校领到新书后，张先生便自告奋勇地要教她包书皮，
女儿却以“不好看”为由拒绝了。 张先生遗憾地表示，想起从前
父母教自己用挂历包书皮， 他觉得那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书皮有很多种包法，我只会简单地把四边折起来，不过，当时
很羡慕能折出三角加固边角的同学。 ”

这个学期， 家长赵迎春就和女儿一起折了好几张包书皮，
“既低碳又有趣，还独具个性，女儿也觉得很有意思。 ”赵迎春是
小学老师，虽然比较宠女儿，但她不会在学习用品上花费太多。
每次开学，她都会陪女儿换着花样用一些废品来制作学习用品。

对于包书皮，从教二十几年的罗曼平老师建议，为了提高
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培养亲子间的互动，家长不要怕麻烦，尽量
选择和孩子一起用挂历纸包书。 此外，尽量不要给孩子买颜色
太过鲜艳的书皮，以免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上课听讲效果。

现在的文具 VS过去的文具

网友“紫风铃”：现在的孩子学习算术的时候，都
是到文具店里买五颜六色的细塑料棒。 儿时的我会
把吃完冰棍后的竹棍保存起来， 或者去山里找几根
竹子，然后裁剪成大小一样的小棒，每次上算术课做
加减法的时候，我都用得特别开心。

网友“萍水相逢”：我舅舅是兽医，小时候为了获
取一块橡皮， 我找舅舅要了一瓶打完了的青霉素瓶
子的橡皮盖，做橡皮泥用，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对
付着用还是蛮好的，毕竟那时的纸也都呈黄色，厚着
呢。

网友“天高地厚”：现在的学生写错了字也不用
担心了，有了修正液，不仅可以迅速地更正错误，还
可以保证书写的美观。 哪像我们那个时候，写错了作
业，为了保证美观，我们就不得不用透明胶把错误的
地方撕掉，一次作业写下来，作业本上都是小洞洞。

网友“最爱木偶戏”：儿时我经常会玩一种叫做
鸡公石的石头，有红色、黄色和白色的，可以在水泥
地或者石板上画画写字。 每次写完了，就会再去山上
找来，把它磨成粉笔的形状，画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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