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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的新高考方案提出，2021
年起，将合并录取批次。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只分为提前批和非提前
批招生两批次。提前批主要安排艺
术、 体育等特殊类型招生专业；非
提前批安排所有普通本专科招生
专业。 这意味着， 在新高考时代，
“一本二本三本”将不复存在，有利
于淡化学历歧视。

对此，省教育厅学生处相关负
责人认为，在新高考时代，录取模
式将打破现行按“院校”录取制度，

改为按“院校专业组”来录取。这样
一来，一些办学特色明显、水平突
出的优质高职院校的专业，会比那
些特色不鲜明、与产业对接不紧密
的本科专业， 在招生上更有优势。
“高职院校热门专业的录取线会大
幅提高，超过一些本科院校的普通
专业也是必然的。因此，优质高职
院校将迎来更多优质生源。” 而招
考制度的调整，也将倒逼高校加强
专业建设，从而整体推动办学水平
的提高。

新高考时代，优质高职院校将迎更多优生

为何高职院校能越来越受到
高分考生的关注？湖南铁道职院校
长方小斌认为，首先与职业教育发
展的大环境有关。“国家对职业教
育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高职教育发展的新政策和新举措，
使得高职教育的办学实力和办学
水平不断提升，社会认可度越来越
高。”同时，高职院校能够紧扣时代
和产业发展的脉搏，培养的人才能
够非常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使得学生能够高质量就业。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
就业处处长孟正文也表示， 面对
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 很多考生

和家长在选择院校时日趋理性。
“选择一个好专业，学会一门安身
立命的职业技能，避免陷入‘毕业
即失业’的困局，是高分考生就读
高职院校的根源之一。”另外，“专
升本”通道也一直畅通，高分考生
如想继续深造提升学历， 完全大
有空间和机会。

“高分读高职的学生， 往往求
学目标更明确，他们对职业及专业
的追求要高于学历。” 长沙民政职
院副校长谢希钢说，更明确的人才
培养定位、 更专业的技能教育、更
高的就业率，必将会吸引更优秀的
学生前来就读高职院校。

高分读高职，职业教育吸引力在增强

9月8日，陕西
学生袁汉伟来到长
沙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报到。 今年高考
他以超过陕西一本
线8分的成绩填报
长沙航院定向直招
士官生并被录取。

通讯员 王嘉庆
记者 黄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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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没填错！”弃一本读高职男孩报到
来自陕西的长沙航空职院新生袁汉伟：想圆军校梦 高分读高职不鲜见，职教吸引力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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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考上一本线的“学
霸”袁汉伟来学校了，不少老
师和学长慕名而来。有人帮他
领新生用品，有人领着他参观
校园，甚至学校大学生通讯社
第一时间将报名表交给他，力
邀他成为其中一员。这让这个
刚满19岁、颇为腼腆的北方男
孩既惊喜又感动：“学校老师
和同学太热情了，像长沙的天
气一样！”

对长沙航院而言，袁汉伟
确实是难得一见的“高分考
生”。在今年高考中，他的成绩
是文科526分， 高出陕西省一
本线8分、二本线126分。填报
志愿时，他在陕西省专科提前
批定向直招士官第一志愿中
填报了长沙航院，并服从专业
调剂和定向调剂，然后顺利被
录取了。

“其实我就是冲着士官生
填报的。”袁汉伟告诉记者，虽
然填志愿时，他也填了一些一
本院校，但因为专科提前批录
取在本科一批录取之前，在顺
利通过士官生体检、 面试后，
他很清楚自己的考分是“百分
之百能被长沙航院录上”。

关于这个选择，袁汉伟想
得很透彻。他说，自己学的是

文科， 分数虽然上了一本，但
属于“踩线”，好的学校和专业
都去不了。“即便被录到一本
院校，专业可能基本都是外语
类专业，我没有兴趣。”另外还
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袁汉
伟对军校充满期待。“从小就
想当兵， 身体素质也不错。但
这个分数要上个好的本科军
校也难 ， 所以在朋友的推荐
下选择了长沙航院。”

事实上，这是袁汉伟第二
次参加高考。 去年他的考分
也上了二本线， 但没有选择
到理想的院校，于是放弃了。
复读一年上了一本线， 最终
还是读一所高职， 会不会是
“无奈之举”？

这个“00后”的回答很坚
定：“复读是因为我想证明自
己有更大的潜力； 读高职士
官生是因为我想圆一个军营
梦。”

刚进寝室，他就向学长请
教如何叠被子，对于即将到来
的一个月军训， 他充满期待。
“虽然军事化管理会很严格，
但这都是当军人的必经之
路。” 袁汉伟就读的是通用航
空器维修专业，他期待学好技
术，早日去部队圆梦。

明明考上了本科院校，却
选择读高职， 这样的学生在我
省多所高职院校并不鲜见。

在长沙航院，今年招生计划
为3700人， 录取的考生中在本
科线以上的达376人。 该校在
2016年甚至录取了4名上一本
线的青海考生，全部报考的是该
校空乘专业；在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今年高考分数在三本线
以上的学生占比达72.1%； 在湖
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录取
的二本线以上新生12人，三本线
以上新生266人。

“高分读高职不是新鲜
事”，这一点从我省每年高职专
科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的
情况也可以得到印证。以今年为
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文理科投
档线均位居首位， 分别为文科
517分、理科439分，这个分数不
仅远超我省今年三本线（文科
495、理科414），甚至与二本线
（文科523、理科448）只有几分
的差距。据统计，今年文科有6所
高职院校或本科高校专科专业
录取线达到或超过三本线；理科
则有9所高职院校或本科高校专
科专业达到或超过三本线。

为圆军校梦他放弃一本读高职

“高分读高职”
在我省院校中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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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了一本，却选择读高职，
他是不是填错志愿了？”今年7月，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一
名上了一本线的陕西考生的消
息， 经本报报道后引发了众多读
者及网友关注。9月8日，这位还未
入校就已成校园“焦点”的学生袁
汉伟， 从陕西咸阳市三原县赴学
校报到了。面对质疑，他笑言：“我
真的没有填错志愿！”

上了一本线，却报了高职，这
难免会让人莫名惊诧。 遭遇惊诧
也丝毫不足为奇，毕竟在“名校”
情结严重的中国社会， 能上一本

就绝不屈就二本，能上二本、三本
就绝不去高职———这才是人们普
遍认同的“正常”思维。前段时间
曝出的一则新闻， 安徽亳州一中
有学生上了清华、 北大录取分数
线， 却仍然选择报了其他高校自
己感兴趣的专业， 同样也是引起
了一轮热议。

在这些惊诧与热议的背后，
其实是“职业规划”、“生涯教育”
在一些个体心中的逐渐萌芽。一
些优秀的学生开始自主地考虑这
些问题，据此作出判断，选择适合
自己的方向。 在一些国家，“职业

生涯教育” 甚至从小学时期便开
始了， 他们要求孩子学会对自己
的兴趣、专长、特点、能力等进行
“自我认识”，要进行“教育与职业
关系的探索”，了解工作与学习的
关系、工作与社会的关系，还要学
习职业决策和进行“职业规划”。

相对于长期浸淫于“应试教
育” 的中国学生来说，“职业规划”
显得极其陌生。有调查显示，我国
七成高考生对自己的志愿填报没
有想法，临到高中毕业，学生还不
知道自己的兴趣特长是什么，对
“职业”这个概念更是非常模糊，家

长也不清楚孩子的兴趣和潜力所在，
眼光总是停留在分数和大学， 认为
“考了高分，上了好大学，好工作就水
到渠成”， 这些都造成了引领孩子一
生发展的志愿选择往往在高考后短
短几天内被仓促决定。由于“职业规
划”、“生涯教育”的欠缺，这就需要个
体有主动意识和判断能力，无论是亳
州那几个舍名校选其他学校的学生，
还是舍弃一本选择高职的袁汉伟，其
实都是“职业规划”路上的先行者。

当然，做“先行者”除了需要有决
断力之外，也需要所选择的学校确实
具备承载个体“职业规划”和人生理

想的实力。高职曾经在中国教育中一
个尴尬的存在，但随着高职办学水平
的日益提升，其竞争力优势已经显而
易见，尤其是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人
才培养模式恰好适应了社会的需求，
通过实践“三段式的培养模式”，即
“一年学理论，一年在校实习，一年企
业顶岗实习”，能够培养出“理论知识
够用， 又有比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从未来的发展
趋势来看，高分读高职的现象会越来
越多，当然，“是不是填错志愿了？”这
样的莫名惊诧也会越来越少。

■本报评论员 张英

高分读高职，无需莫名惊诧

“考上了一本线，却选择读高职，他是不是填错志愿
了？”今年7月，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一名上了
一本线的陕西考生的消息，经本报报道后（详见三湘都市
报7月18日A05版） 引发了众多读者及网友关注。9月8
日，这位还未入校就已成校园“焦点”的学生袁汉伟，从陕
西咸阳市三原县赴学校报到了。面对质疑，他笑言：“我真
的没有填错志愿！”

根据湖南新高考方案，将合并非提前批的所有录取
批次。也就是说现行的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以
及高职专科批都将不复存在。这样的变化，将使得那些
专业有特色、办学质量好的高职院校，吸引到更多优质
生源。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刘嫄 谢莹苹 实习生 殷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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