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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素质教育也无法有效开展。

第 二 ， 从 教 师 和 学 校 的 角 度 来 说 ， 教 师 教 授 知 识 不

再是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为全方面综合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而是不停地向学生灌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

点，以题海战术催促学生快速汲取尽可能多的知识，才能

在教育分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学校也因为片面地追求升学

率，强化学生的学习负担，开设晚自习、课后辅导等一系

列课程，将学生仅有的休息时间都完全占据。长期在这种

压抑且封闭的环境中学习，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

的损害。同时，不难发现职业高中的学生会比普通高中学

生的生活抱负要低，也时常自我贬低，学习成绩进一步下

滑，就会逐步形成一个死循环，职校学生在很多方面就“甘

愿”落后于普高学生，两类学校的学生差距越来越大。

第 三 ， 从 社 会 的 角 度 来 说 ， 教 育 分 流 模 式 出 现 了 结

构失衡。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

“ 全 国 共 计 设 有 9 8 9 6 所 中 等 职 业 院 校 ， 相 较 往 年 规 模 减

少了182所；职校毕业生484.87万人，相较往年减少了8.6

万人。虽然招生人数有所上升，但其他数据总体呈下滑趋

势 ” ， 这 清 晰 地 表 明 了 我 国 普 职 教 育 结 构 失 衡 的 现 状 。

201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高中阶段的普职教育需保持平衡。”因为我国重视职业

教育的时间较晚，因此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模式调整方

面还有许多亟需提升之处，如普通高中的软硬件设施普遍

比 职 业 高 中 要 好 ， 普 通 高 中 能 够 获 得 政 府 更 多 的 教 育 经

费，普通高中的师资力量也更强等等。

对策建议

教育分流固然有自身的不足，但当下却是我国教育系

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这样可使学生将自身的能力发

挥至最大空间，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做到各有所业，各自

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借鉴德国与美国职业教育的案

例，为了追求教育公平，提出以下优化措施：

其一，努力平衡普职教育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导致普

职教育制度地位差异的因素是多重的，与我国的历史和文

化传统密切相关。为了改变这种陈旧的认知方式，需从国

家、社会、大众三个层面出发来解决问题。 [6]从国家层面

来看，国家需出台相应政策，认可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提

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通过

生活补贴、校企共建等经济方式提升职业教育的竞争力；

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要加强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宣传，

通过各种新媒体改变民众对于职业教育的狭隘认知，吸引

社会关注，从而为职业教育发展争得更多的资金投入；从

个体层面来说，学生需要提升人生规划的能力，在面对选

择时抛去传统的择业观，切实考虑自身实际，将个人价值

发挥至最大化；教师需要向学生传授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

观，让学生明白教育不分“高低贵贱”，只是让学生走更

加适合自己的道路。

其 二 ， 做 到 教 育 资 源 的 均 衡 分 配 。 农 村 和 欠 发 达 地

区的教育资源远不如城市和发达地区，所以必须在教师资

源、学校设施、办学理念、课程安排等角度去平衡普职教

育结构失衡的问题，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各级政府

也应该积极响应教育分流，在政策、资金方面予以必要的

支持，如实行城市教师的“轮岗制”，优秀的教师可以积

极主动向农村地区流动，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同时，国家

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保障轮岗教师的福利；除此之外，

也可以动员高校学生开展支教行动，积极投身教育事业，

为山区的孩子带去温暖。

其三，提升普职教育之间的衔接度。2021年4月全国职

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因为缺乏

衔接，学生在转变教育模式后很难适应，因此学校需要将

普职教育相互融合，贯穿于课程大纲和班级教学中。在教

材设置方面，需以学科知识为基础，辅以课外实践活动；

在测试方面，可以采取知识考察与技能检验并重的模式；

学校需经常举行职业教育宣传讲座和就业培训活动，为即

将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提供帮助，帮助学生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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