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年前的那个春天，全国高职
教育迎来重大变革——连续 3 年每
年扩招 100 万人，并且首次招收社
会考生。

在高职扩招的第一阶段，甬城
有 2 所高职院校参与，分别为宁波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和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两所高校共招收社会考生 70
余名；在高职扩招的第二阶段，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和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3 所高校也参与其中，5 所在甬
高职院校共招收社会考生逾千人。
两次招生，专业从不到 10 个拓展到
30 余个，考生年龄大多在 30 岁至 50
岁之间，小于 20 岁的仅占 6%。

几名高职院校招生办老师告诉
记者，高职连续 3 年扩招，考生构成
有变化：2019 年，绝大部分是失业
人 员 、退 伍 军 人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
2020 年 ，更 多 高 考 落 榜 生 前 来 报
考；2021 年的报考者中，退伍军人
和小企业主、高学历者增多。这些社
会考生大多抱团而来，报考专业与
自身所从事的行业紧密相关，以提
升专业能力为目标。

宁职院物流专业就有一名博士
生，他说，学历并不代表能力，从事
一行就得钻一行，要始终站在知识
和技能的前沿。

在宁波城职院电子商务专业就
读的学生中，既有初中毕业者，也有
曾在英国留学的硕士“海归”，还有
本科毕业的企业主。这名年入四五
十万元的小企业主坦言，在宁波，电
子商务和跨境电商正处于风口，这
也正是他想突破的经营方向，前些
年没有地方可学，这次遇到高职面
向社会招生，索性沉下心来学，跟上
时代的潮流。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有一对
在宁波城职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深
造的父女同学，入学 1 年来从未落
下一堂课。父亲年近半百，经营一家
规模尚可的企业，女儿在蓝翔技校
学习数控。每到周末，女儿就从山东
赶到宁波，与父亲汇合，一起上工
商企业管理专业课。

宁海、鄞州等地出现村
干部组团报考现象 。这
批 30 岁 至 50 岁 的 人
群，正是新农村建
设的中坚力量，
遇 到 问 题 时
经 常 得 请

专家下乡，深感知识迭代更新之快，
于是相约抱团充电。

当下，高技能产业工人缺乏，成
为企业发展之痛。高职扩招后，不少
企业员工组团来上学。杭州一家纺
织企业的 74 名员工成了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全日制学生，
课堂设在企业内，由教师在双休日
送教上门。

采访中，一名高职院校招生办
主任说，我国高职 3 年扩招 300 万
人，是推进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需
要。这 3 届学生非常特殊，既怀揣着
自己的大学梦，更担负着国家的期
望——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助
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在高职院校老师的印象中，这
些社会考生学历不高，但思想成熟，
提升职业技能的愿望强烈，愿意认
真读书。经过社会的洗礼，他们自身
定位清晰，善于结合当地经济社会
的需求来选择专业，同时兼顾自己
的兴趣爱好，做好个人职业发展规
划。“他们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做
事往往坚持到底。无论是到课率还
是考试成绩，还有专升本的比率，都
非常出色！”一名高职院校的带教老
师如是说。

为了满足社招生的需求，这 3
年来，甬城各高职院校的招生专业
和要求也有所调整。小企业主、创
业者报名多时，招生方向调整为工
商企业管理为主；涉农专业以招收
新型职业农民为主；有的民航专业
主要招录退役军人，有的则主要招
录企业员工；如果是注册公司法人
或创始人，只需附上营业执照，就
可获得相应的加分；如果是退役军
人，附上相关证书
也可获得加分。

学历不等于能力
边干边学成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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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应用技术人才的短缺
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之一。我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强
国、创新型国家，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刻不容缓。发展职业教育，
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一环。

一直以来，低学历、低水平
是我国劳动力人才市场的一大痛
点。连续 3年高职扩招，面向的
主要是社会人员，致力于提升高
技能人才学历，进而从整体上提
升劳动人口的文化素质。另一方
面，高技能人才缺口大，企业纷
纷反映用工难、用工荒，通过实
施大规模的高职扩招，有利于加
快劳动力人才结构转型，以适应
产业升级需求。

此外，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走
向普及教育。现代社会需要多元
化的人才结构，同时也可适应不
同人群的实际需求。可以说，职
业教育的发展为不同人群提供了
多元的选择。

高职扩招，倒逼相关院校重
塑育人模式。他们面临的不只是

学生数量、学校规模的变化，更
是教学方式、办学模式的转型。

以前，高职院校的学生主要
是18岁至22岁的应届生，现在则
包括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社会生源，
学校的包容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所有人的
教育，多年来的提倡终于落到实
处了。”一名资深业内人士坦言，
扩招之后，学生年龄、学历差异
大，从“50 后”到“00 后”，年龄跨
度长达半个世纪；学生普遍有实
际工作经历，动手操作能力强，如
何通过针对性的培养来适应不同
的学习需求？这是学校人才培养
面临的新挑战。

高职院校需要在终身教育理
念的指导下，重新构建能够满足
各类群体的课程、教材、教学方
式等。

“一定要让学生学有所获！”
资深业内人士强调，相对于一张
文凭，对高职院校学生来说，更
重要的是获得能力的提升。

（蒋炜宁）

高职扩招意义重大

一边上学蓄能，一边工作创业

社招生走出
高职育人新路径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邬静波

近日，7名社招生从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提前毕业，金立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的他有双
重身份，既是城职院商学院的一名毕业生，也是一家研学公司的老总。“边工作，边上学，这样的模
式太对路了。”他坦言，自己当过兵，也在内蒙古开过商超。3年前，听到高职向社会人员扩招的消
息后，他报考入读宁波城职院，通过重返校园充电，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赋能。

如何在传统农耕文化上嫁接研学业务？“短视频、抖音，对于42岁的我来说是新名词。当被市场
倒逼时，我与年龄相仿的老师交流，系统学习营销，每堂课都能捞到干货。创业有了方向，遇到问题
也知道找谁解决。”金立卫说，通过边学边干，他的研学业务已经小有起色。怎么再度引流？怎样整
体营销？在多次课堂讨论后，他决定茶园、民宿、农家乐一起上，拉长产业链。

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凭借这份创业实践参加了大学生电子商务全省、全国创新创业大赛，拿下了
省一等奖和全国二等奖，也为自己赢得了提前毕业的机会。

年龄差距大，学历相差悬殊，履
历背景差异大，来自全国各地，如何
给这些社招生上课？

在入学考试中，高职院校普遍
设置了职业能力测试的笔试和面
试，有的专业免去笔试，保留面试。
因为生源多样，无法像高考那样用
统一的文化考试来考量，各院校着
重考查学生基本职业素养、技术技
能水平与报考专业的匹配度。

采访中，各高职院校招生办老
师表示，社招生高职文凭含金量不
会降低，宽进严出，毕业学分标准和
普招生一样，有的甚至高于后者，只
不过两者的学习方式和课程体系有
所不同。

记者了解到，有的高职院校针对
应届与非应届、就业与未就业、不同
年龄段等生源多样化特点，分类编制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探索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和网上教学模式，实行弹性学
习时间；采取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
工学结合、半工半读、校企合作、多元
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的高职院校
对学生已积累的学习成果，尝试通过
水平测试等方式认定学历教育学分，
创新实习管理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
实践教学。有的高职院校由合作企业
直接推荐优秀员工报名，并就个性化
人才培养方案达成一致。

以宁职院为例，学校对扩招学生
实施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采用项目
化教学，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与企业
携手开展教学与实训，让每个求学者
最终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宁波城职院则采用了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社招生一边通
过网络在线课程学习，一边由学校
送教下乡进企。

该校商学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大部分学生要上班或办企业，半

工半读最适合。入学第一年，
每个双休日到校学习，周

一至周五工作。后来疫
情来袭，就在工作

日晚上推出线上课程，工学兼顾。待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则采取双休日到
校上课和线上课程相结合的方式。学
院对课程做出相应调整，用企业发展
规划替代原有的职业规划，方便学生
把学到的内容投入实践应用。

“多样化的学生，就得提供更多
适合他们各自成长的学习空间和模
式。”采访中，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在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中增设了乡
村振兴课程，涉及村级产业的经营管
理。开展区域合作，招收村支书、新农
村建设带头人时，就会增设党建、社
会治理等课程。这些年，社会治理的
需求越来越旺，也经常接到咨询电
话，学院打算对接需求，开出新专业，
向社工培养、乡村社会治理人才培
育方向转型。

按高职培养惯例，学生前两年
在学校就读，最后一年在企业实习。
宁波城职院商学院的首届 60 名社
招生已完成在校学习，13 名社招生
提出提前毕业的要求。

学院调研后认为，边读书边经营
或创业，带动更多人就业，这比去企
业实习更具社会价值，于是做出了一
个大胆决定：创业和经营企业可以顶
替毕业实习和设计。按照企业营业额
和吸纳的就业人员数量，分优、良、合
格三档打分。另外还有两条：只要是
退役军人入学都可以顶替实习；参加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大学生技
能大赛，按照奖项等次以优、良、合格
三档直接置换成毕业设计成绩。经过
层层考核，最后选出 7 名社招生，允
许他们提前1年毕业。

这 7 人中，4 人企业办得好，被
聘为创业导师，另外 3 人成为就业
导师。他们还出资成立校友基金，引
流更多企业关注高职发展。

龚永盛开着一家商行，做着传统
的外贸业务，开拓跨境电商业务成为
当务之急。通过这两年系统的电子商
务学习，边学边试边改，公司外贸业
务顺利进入电子商务平台，在Shop-
ee、Wish、Amazon等平台上开展跨境
电商业务，使公司得到全面发展。

即将从物流专业毕业的陈国荣
本来就是一名企业主，通过入学充
电，他瞅准商机又创办了一家生产
次氯酸消毒设备和消毒液的公司，
从日本引进生产技术，并在国内申
请了 4 个专利。他说，今后办企业，

可多找这些老师商量，多了一个
优质咨询平台。

而更多的社招生有
了专业技能傍身，职场之

路 走 得 更 为 宽 广 ，同
时也在默默地为宁

波 产 业 转 型 和
发展助力。

教学计划量身定做
提供多样化成长空间

宁波城职院旅游学院20茶艺社会扩招班学生前往宁海县深甽镇太阳山茶场开展绿茶与黄茶加工现场教学活动。

制图 任峥

在宁波城职院智能控制技
术综合实训室，2020级应用电
子技术 K 班 47 名学员正在上

《电气控制与 PLC》 课程，这
是2020年该校与海天塑机集团
联合开办的社会扩招班。

本版摄影
蒋炜宁 邬静波

“妈妈考生”
夏彩萍在“学姐”
女儿的陪同下到
宁 波 城 职 院 报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