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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全市
现有职业（技工）院校 50 所，在校生
15.73 万人。近 10 年累计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 40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
25.2%。

这十年，内涵发展高位提升。全市
职院校开设 16 大类 135 个专业，中职
学校开设105个专业。

这十年，调整专业 160 余个，调整
率近 70%，专业与产业匹配度近 80%。
中 职 学 生 升 入 高 一 级 学 校 比 例 超
70%，较2012年提高38%。

这十年，教育保障坚强有力，中职
生均公用经费为普高的1.5倍，高职生
均经费1.2万。在全国首创实践能力导
向的专业教师晋升机制。

这十年，教师发展成效显著，中职
省特级教师从 6 人增加到 24 人，正高
级教师从0人增加到31 人，高级职称
以 上 教 师 占 比 从 23.98% 上 升 到
35.42%，双师型教师占比从 63%上升
到 88%（不包括技工院校）。高职院校
现有专任教师 2958 人，其中博士、硕
士、正高级、副高级教师数分别占比
8.28%、51.42%、8.32%、26.44%。

这十年，率先在全国出台《职业教
育校企促进条例》，获评国家职业教
育与产业协同创新试验区、首批国家
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城市。建成 5 所国
家级、12 所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校；
新增国家级首批现代产业学院 1 个，
省级产教融合联盟 3 个、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35个。

这十年，率先在全省启动智慧教
育综合改革，建成全国职业院校数字
校园建设样板校 3 所，省级数字化基
地、示范试点校 13 所，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39个，数字化模拟实训中心
69 个。建成国内首个农村社区(CLC)
终身学习研究所，实施企业职工培训
补助政策等。

这十年，建成 5 个部省级平台，4
个部级对外交流项目。首开我国中职
学校境外办学先河，现有境外办学机
构 7 个。承办商务部援外培训，为 122
个发展中国家 3326 名产业界官员和
员工提供141期培训。连续7年举办中
国（宁波）-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流
活动；投入 3.7 千万，建设“一带一路”
教育合作项目42个。

●数据看变化“职校生并不意味着比任何人差。职校生一
样可以有梦想，只要愿意为之努力奋斗，就一定
可以撑起美好的未来！”随着升学机会的增多和
途径的拓宽，越来越多职校生在逆袭成为名校
的硕士生、博士生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2013届外贸专
业毕业生杨圆圆，在这十来年间先后经历了高
职考、专升本、考研、申博……如今的她，正在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读博二。她完美
逆袭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这条路是不是很难走？我们也能做到吗？
杨圆圆的回答很坚定：“出身不好就用学术成
果弥补，只要心中有梦想，你的面前就会是一
条四通八达的道路。”

她的底气来自宁波职业教育十年改革巨
变。很长一段时间，职业教育有一个学历的“天
花板”，无形中阻碍着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
的提高。但随着国家层面新修订的《职业教育
法》《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宁波落地实施相关
文件，职业教育多年来定位模糊的局面被扭
转，实现了新的历史跨越。

“我们职校生也有机会跻身更好的赛道，
和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各凭本事，决定自

身的人生走向。”杨圆圆略带自豪地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几所学校相关负责人

看来，2012年到2022年，十年的时光，职业教
育的类型教育地位进一步凸显，学生自主选择
的机会更多了。

鄞州职教中心学校副校长刘平感触很深：
“以前每年中考放榜，当家长获悉自己孩子的
中考成绩居于普职边缘时，选普高还是选职
高，一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而现在，考生
和家长正在转变对职高的认知和态度，意识到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分报考职高的例子
多起来。”

2017年新高考实施后，越来越多宁波中
职生通过单招单考、中高职一体化升学、普高
类升学和自主招生面试入学等通道考上本科
院校。选择升学的中职学校毕业生中，机械、外
贸、财会、商业等专业的成绩常年在全省名列
全茅。

数据显示，2012年宁波中职学校考上本
科院校的学生人数117人，到了2022年考上
本科院校的学生人数达到1176人，实现数倍
的增长，其中不乏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计量大
学等知名高校。毕业后，一些人继续往上深造，
成功考上研究生、博士生。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理念新颖、能力突出、
实践丰富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是培养高素质
人才的关键因素和根本保障。

十年间，宁波职业教育教师整体素质稳步
提升，以双师素质为核心，改革新教师准入制
度，深化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积极引进高端专业
人才和能工巧匠，建机制、搭平台，为教师“赋
能”，辐射带动全市中职学校推进“三教“改革。

叶丽是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建筑专业
教师。回想2012年，她还是一个初级教师，更
多是书本为主的灌输知识。十年间，随着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宁波发展方向将重点放在壮大
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数智化改造已经摸索出多
层次、多维度的打法与路径。

“这对我们中职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更
新的要求，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过硬的专
业技能。在这样的氛围下，目前，我所在的职业
学校建筑专业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已经
高达90%。师资队伍结构更加合理，整体研究
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叶丽说道。

叶丽说，如今职教老师职业发展空间更

广，有大量走出去的学习机会。去年，叶丽参加
了首轮甬城教育名家领军工程，该工程邀请了
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为学员们搭建高水平成
长平台。

除了理论素养的提升，自然也少不了实践
操练的机会。叶丽表示，如今全面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更加多元化，“企业进学校”“教
师、学生下企业”都是常事，学校还经常邀请企
业专家参与课程、教材等的研发。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也能学习到最新的技术，保持熟练的
本专业技术技能。有了更多深造机会，十年后，
她获评为“宁波市专业首席教师”。

像叶丽这样的专业成长故事还有很多，他
们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岗位上，职业认同感越来
越强。目前，宁波市中职学校专任教师4980
人。其中，这十年来，中职省特级教师从6人增
加到24人，正高级教师从0人增加到31人，高
级 职 称 以 上 教 师 占 比 从 23.98% 上 升 到
35.42%，“双师型”教师占比从 63%上升到
88%（不包括技工院校）。宁波中职教育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立项比例位居全省前列。

建机制、搭平台……
职业教育教师整体素质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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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打破学历“天花板”
职校生逆袭成为名校硕士、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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