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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王霞

湖北京山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国·湖北京山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革，中职教育为中国经济社会所需人才的培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随着中国职业教育
改革创新的不断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已不再是孤芳自赏而是逐渐展现茂盛的状态，尤其是伴随着普通高中录用缩紧新政策
的出台，中专生源问题已不再是发展壮大后的短板，中等职业教育逐渐克服纯粹的数目发展壮大的问题，朝着品质发展壮
大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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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职教育经历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干部培养阶段，

21世纪的回升阶段，2005年到现阶段的辉煌阶段。中国的

中职教育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而变迁，正在经历

一个历史的新的改革年代。如今在迅速发展壮大的阶段中，

依据现阶段的新政策和现实发展壮大状况，我们可以大胆畅

想、预测分析几个未来发展趋势，这跟学生们的未来发展趋

势息息相关，家长必须事先详细了解，便于更加地做好观念

和心理上的准备。

2 背景

我们中职教育怒气按正处于经济大好发展，国家政策

扶持的好年代，所以全国各地的中职教育也是百花齐放，各

显神通。通过笔者在一线的多年教育教学经验，对中职教育

的发展方向有了一定的了解，主要为一下的几个方面，对中

职教育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一定见解，希望能给中职学生有一

定的启发和帮助。

趋势一：中职教育逐渐变为学生们职业教育的第一个

阶段。

将来中等职业学校的育人模式，育人总体目标都是会

更改的，仍然还会继续特别强调校企合作办学、工学结合，

仍然还会继续特别强调综合实践课程的必要性，可是公共课

的占比会增加，像如今明确提出的文化教育、德育教育、美

育教育、劳动教育、历史教育等，这些公共课都是会愈来愈

获得重视，变为学生们教育评价的关键内容 [1]。

趋势二：中职教育招生模式逐渐由注册制变为非应届

生的具体录取招生方式。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有两个关键大方向：

第一，健全完善录取招生机制，创建中等职业学校和

普通高中一致录取招生服务平台，精准服务区域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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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总体目标具体就是指应届初中毕业生。因而，将来应届

初中毕业生参与中招考试，依据考试成绩报考中等职业学校

会逐渐变为主流方式 [2]。

第二，积极主动招录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们、退伍

军人、退役选手、下岗工人、务工青年等接纳中等职业教育；

服务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众多乡村培育以新式职业农民为

行为主体的乡村实用性强优秀人才 [3]。对于非应届生，采用

注册制录取招生。这类学生们能够采用非日制或是学分的方

式，建立相对性疏松的教学方式，该教育模式更明确的称谓

应该是专项技能提升学习培训，目的是教授其就业专业技

能，提高其专业技能。

所以，未来的职业教育应该是更明确的“平行线”式

发展，不仅是在校的全日制职业教育，以教书育人为本，重

视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培育，而求根据 3年教育，培育大学生

基础职业素养、文化素质，为后期发展打下基础；而另一方

面是对于社会青年的技能提升培训，以服务业社会发展为主

导，重点转为重点专业能力或水平培育，而求经过培训迅速

熟练掌握一项专业能力，从业某种工作 [4]。

趋势三：中职学校与相关公司企业技术专业相互合作、

相互培育人才的教学方式变成实际。

未来的“3＋ 3、3＋ 4”方式，渐渐增加，更改现阶段

“3＋ 2”一家独大的方式。现阶段中职学校学制中的“3＋ 2”

方式，是更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许多父母上中职学校基本都

是奔着“3＋ 2”技术专业来的。

趋势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相互培育

人才。

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学生在

校期间到企业实习，毕业后直接到企业实习，就业工种和所

学专业有所对应，相对比较稳定，免去了毕业后再找工作的

麻烦。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采用“技能＋学历”的教育方法，

具有专业对口，直接上岗的优势，是不少中职学校争先推出

的主打专业，克服了以往培养的中职人才很难适应社会高速

发展的弊端 [5]。如今的到公司企业实习基础便是打工的状况

得到抵制，车间是教室、师傅是老师，实习是教学实训，真

正意义上做到在校理论，校外实践，两者相互配合，课程内

容配合，课程内容进度配合，校企变成利益共同体，真正意

义上做到相互培育人才 [6]。

趋势五：不断完善的国家学分银行，促使“网络教学＋

学分制”变成职业教育新趋势。

中专不会再限制 3年，培训基本功能得到大幅加强，

更像社区化发展。

外在反映：我能边工作边学习，学好相对应课程内容，

考评根据，得到学分，达到学分数量规定，得到毕业证书；

详细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即普通全日制和培训教

育，这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完成职业教育的为区域经济发展服

务，为社会服务的目标 [7]。

3 结语

如今国家层面也着力调整教育培养模式，学历教育和

职业教育终于开始了“两条腿”走路了，中职生的发展将来

可以是多方向的 [8]。未来的职业教育有过多能够想象的空间，

中国的职业教育才刚发展起步，要不断完善的问题过多，不

断进步的空间也很大，我们确信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会变得

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具有特点，并变成国家发展的主要支

撑力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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