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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笔者主要阐述,对中高职开展中衔接教育管理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并探究其内在的规

律,从中归纳出符合中高职衔接教育教学管理特点,适应专业行业背景以及对中高职衔接教育教学管理新模式并进行推广。推

动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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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4年吉林省开始推广中高职衔接项目,面对这一新生

事物,我们很难一下子就掌握其精髓。当时出现了几种模式。

其中包括“3+4、3+3、3+2”三种衔接模式即：“3+4”是指

中职与高职本科院校衔接,中职就读三年,本科院校就读四

年,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统一由高校制定。“3+3”是指一些

医学与师范专业的大专院校衔接模式,要求高职必须修满三

年,“3+2”( 早是“2+3”)指除了医学专业外的其它专业

的大专院校衔接模式。 

1 中高职衔接项目出现的历史原因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

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

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在 2014 年之前的几年,国家放开高校招生人数后,中专

学历和中专学校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随着高校的扩招,普通

高中就读人数俱增,职业高中招生人数自然下降,各职业学

校整合、取替,已经走到了发展边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改革步伐的迈进,社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这就导

致教育培养与社会需求不挂钩,随着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出现

全面改变了这一局面,各中职学校同高校同为一体,共同培

养技术型人才,既保证了学历又保证了技术人才的培养要求,

而 终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白话一下：我的理解就是

培养技能型人才将高中和大学这两个学习阶段连接一起完

成,通过两校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职业规划,

高职院校负责就业去向。它的好处体现在是一个中职学生连

续 5 年 6 年甚至 7 年来学习同一专业,比在中职学校或大专

院校只学习 3 年或 4 年要强得多,同时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不

存在升学压力,而这几年恰恰是一个人人生当中的黄金学习

年龄。所以说这个政策特别好。 

2 我校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发展历程 

白城市在 2014 年开启了“白城市第一职业高中同白城

师范学院衔接 3+4 项目旅游服务专业”30 人。经过 5 年的

发展,白城市 2018 年中职—高职衔接试点项目招生计划涉

及全市7所中等职业学校20个项目共计660人,衔接高校共

有八所。而我校就占 340 人。这 20 个项目主要分布在汽车

运用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酒店服务

与管理、护理建筑装饰等 13 种专业。  

其中与我校衔接的高校有“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吉

林工商学院、吉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吉林市有吉林电子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白城市有白城师

范学院,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教育在中高职衔接项

目的带动下,迎来了它的春天,有些学校抓住了,我校在这四

年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番地覆,它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白城一职的再次崛起完全是因为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应用,白

城一职从 2014 年年招生不到 150 人,在校不过 400 人,到如

今年招生 550 人,在校生达到 1450 人,完全得宜于这一招生

政策。而有些学校仍然原地不前,未有效利用中高职衔接的

东风,因此如何将中高职衔接项目进行有效推广,惠及学校

和地方,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主要目的。 

3 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实际推广 

中高衔接项目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懂教育的人都

知道,即学到了技术又得到了学历,不用像普通高中生那样

累死累活的学习文化课, 终还不定能用上,等毕业找工作

时,没有技术还得现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但在中高职衔

接的招生宣传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招生对象不是特别懂教育

的人,他们是千家万户的孩子家长,包括了社会各行各业,要

想转变他们的思想谈何容易。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苦口婆心的跟家长讲道理,到 后一说上职业学校,都退

缩了,前面你说的免试上大学,培养技能型人才这些都不记

得了,为什么退缩呢,就是因为前几年职业教育被社会忽视,

总觉得上大学的孩子是好孩子,上职业学校的孩子都是学习

不好的孩子,更有甚者认为上职业学校的孩子都是品质不好

的孩子。所以在推广中高职衔接项目时,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3.1 建设一个良好的宣传阵地 

一是以我校招生就业办人员为主,选调责任心强的教师

成立招生工作小组, 在中考前的 5 月份深入到城乡各中学,

采取直接与初三学生见面的方式,宣传学校招生政策,发放

招生简章。重点讲述中高职衔接的优势,首先做到一个不落,

先要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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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采取现代多媒体的招生方式,扩大招生面。制作多

期微信招生彩页或是美篇具体详细阐明中高职衔接项目的

各种政策。将这些内容在学校学生中间传播。我地区教育局

职成科已经建立了中高职衔接工作群,群内包括了所有白城

地区的初中学校各校主管教学校长,将群里信息,电子彩页或

美篇通过各个学校发到初三班主任那里,再发给学生和家长。 

三是利用假期招生,积极做好补录和接待新生工作。中

考结束后,根据报考自愿开始录取工作,但几年来的工作经

历告诉我们,在实际报道过程中,有很多孩子放弃了自愿,因

此各中高职衔接专业都面临着不足,甚至不成班的囧境,如

果在这个时间段再由教育局出面重新添报自愿进行补录已

经不现实,学校都已经放假,已经组织不了再次报考,这时我

们就要依托学校进行补录,将补录权利交给学校,只要学校

按着文件的相关要求补录即可, 后统一时间上报教育局。

因此各职业学校在整个暑假期间全程接待报考的家长,将中

高职衔接的相关政策和优势耐心细致地给予家长和学生咨

询解答,以完成补录工作。 

四是全体动员招生阶段,动员各职业学校全体教师充分

发挥了主人翁意识,利用整个暑期进行招生宣传,同时招生

部门要对本校教师招生人数记录在册,并通过学校微信群,

每天播报招生信息,让大家感受到学校全体教师的招生热

情。一点体会：中职不比普通高中,坐在校园里规定一个时

间点就可以招生了,也不用愁学生不来,而我们职业学校就

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全

力以赴开展招生工作,没有人,还谈何学校发展呢？ 

3.2 积极努力打造学校特色专业,找到适合本校的衔接

高校 

首先立足于本校实际,梳理出有优势的并具有发展前途

的专业,然后调查研究,省内哪些高校在这些专业领域历史

悠久,专业领先,要积极主动,同高校沟通,想尽一切办法达

成衔接协议。要有不成功则成仁的勇气。衔接高校和衔接专

业十分重要,首先我们要知道衔接高校意味着什么？那是你

学校就读这个专业的学生未来所上的高校,如果是省内名校,

当然就具有不可争议的吸引力,衔接专业如果是社会流行、

未来发展前途一片光明的专业自然就吸引到学生和家长的

眼球。例如：白城市第一职业高中,2014 年至 2016 年连续

三年和白城师范学校衔接 3+4 旅游服务专业共招生 98

人,2015 年至 2018 年和白城医高专衔接护理专业共计招生

280 人,效果都特别好。 

切记一旦签订衔接协议,就要将这一项目落实到位,这

对双方学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白城市第一职业高中2016

年中高职衔接计划190人,实际报道185人,招生率为97.3%；

2017 计划 280 人,实际报道 232 人,招生率为 82.8%；2018

年计划 340 人,实际报道 311 人。招生率为 91.4%。为了提

高招生率,方法是在整个暑期进行招生,招生办全体人员一

天不休息,中高职衔接录取大约是在7月初到8月 20日左右

完成,录取名单出来后,我校第一时间通知录取学生,在三天

之内报道,三天后,核计各专业缺少人员,在陆续接待到我校

报名的孩子过程中,我们主推中高职衔接项目专业,尽其所

能将孩子向衔接专业报名,在指定时间内将各专业录取满额,

至少达到必须成班的人数要求。一定要同本地教育局沟通协

调好,如果按考前报名,考后录取的模式,基本上很多衔接项

目都得夭折,这个项目我们学校是主体,没有任何部门会为

了你重新组织报考,只以学校自己才会想自己的事,不知道

其它地区是怎样的模式,我地区后来的补录一律交给自己学

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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