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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由32所

增至73所，在校生由9200人增至2.43

万人。1978 年，全省恢复和新办农

（职）业高中 116 所，在校生 1.2 万人。

1979 年，城镇职业高中也开始发展，

杭州五四中学、红星中学试办职业高

中班。

1985 年，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

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职业教育步入稳步发展期，至

2000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达592所，

在校生502226人。

2001年，省政府出台《浙江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意

见》，决定做大做强中等职业教育。同

年，中职学校招生与普通高中招生规

模达到1∶1。5年间，中职学校招生数

从16万上升到21.4万。

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推进职业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实施“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

省政府出台《浙江省中等职业教

育“十二五”发展规划》，启动中等职业

教育现代化建设工程。

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全力打造浙江

职业教育升级版。

省政府颁布《浙江省中等职业教

育“十三五”发展规划》，启动实施浙江

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

划”，重点推进“三名工程”，提出到

2020年，构建起与我省发展格局和水

平相一致、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

革相适应、具有浙江特色和全国领先

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40年砥砺奋进，浙江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创造了发展的奇迹。40年间，和浙江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职业教育也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壮大，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浙江职业教育紧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深入推进职
业教育改革，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时至今日，职校毕业生已成为推进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两富浙江”“两美浙江”的一支重要
生力军。

中等职业教育“浙40年”：匠心铸造辉煌

今年7月，毕业于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的学生许若琪以536分的中考分数被杭州市

人民职业学校录取。这样的高分原本可以妥

妥地进入杭州的重点高中，但徐若琪却毅然选

择了杭州人民职校“中职与本科一体化”学前

教育专业。

作为浙江首批“中职与本科一体化”专业的

中职生，徐若琪在杭州人民职校读完3年高中

后，只要参加中职升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全

省统一考试并上线，就能升入浙江师范大学学

前教育专业就读。而这也是吸引徐若琪报考杭

州人民职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前，中职生的头顶总有一块厚厚的天花

板挡住了他们的发展道路。为了打破这层天花

板，浙江省着力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中高职

一体化和中本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制订

和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

本科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3+2”、五年一贯制

等中高职一体化及中本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一

经推出，就受到了热捧。

2012年，浙江省推出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

升学政策，凡获得教育部等国家部委举办的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应届中职

毕业生，可免试就读浙江省高职院校相关专业；

2015年，省教育厅下发《关于推进普通高中和

中职学校学生相互转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

指出，需要转学的普通高中学生或中职学校学

生，可向就读学校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中职学

校或普通高中学校提出转学申请；同年，浙江省

启动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面向

中职（中专、技校）招生；2018年，浙江省启动中

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

浙江中职生的这一箩筐“福利”打通了学生

的成长渠道，搭起了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中职

生甚至比普高生有更多的升学路径和选择，中

职生不仅可以转普高，毕业后还可以读专科、本

科、研究生，甚至出国留学，他们的成才之路变

得越来越广。据省教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几年来，中职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

比例稳步上升，2018年已达到32%左右。

让机器人搬运货物、摘取精密仪器……在浙江科

技工程学校（嘉兴技师学院）的实训室里，学生正在通

过编程让机器人完成指定动作。工业4.0时代，“机器

换人”正在解放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面对潜力十足的

工业机器人市场，相关专业人才却极度紧缺。察觉到

这一市场需求的浙江科技工程学校（嘉兴技师学院）在

全省率先开设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学校与浙

江瑞宏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瑞宏机器人学院；与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联合，开展产学研共同体建设和

现代学徒制培养……

要办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必由之路。在浙江，

伴随经济的转型升级，从单一的劳务输出、就业推荐，

到与企业在育人模式、专业建设、师资培养、技术升级、

文化融合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一场围绕产教融合的职

业教育改革早已悄然启动。

多年来，浙江始终坚持把专业设置与学校布局调

整作为引导职业学校紧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

务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一五”期间，浙江积极

推进特色产业和专门化职业学校建设，培育了东阳木

雕、龙泉青瓷、青田石雕等一批紧密服务地方特色产业

的专业。2010年，浙江省以设区市为地缘单位开展专

业结构调整，引导职业学校增设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

中的急需专业。通过几年的布局调整，优质职业教育

资源进一步集中和优化，专业设置与产业的匹配度不

断提高。2017年，全省合并调整减少中职学校11所，

调整减少专业点95个，新增专业点80个。目前，服务

一、二、三产业的中职学校在校生占比分别为2.5%、

24.34%、73.16%。

伴随着校企合作大门的敞开，集团化办学成了浙

江中职学校打破“围墙”、走出去办学的一项重要举

措。鼓励各地建立以区域或专业为纽带、地方政府（或

行业）为主导、高职院校为龙头、中职学校和企业共同

参与的职教集团或联盟，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有效激

发了各方积极性。目前，全省各地已组建了100多个

职教集团，职业院校与近7000多家企业结成紧密合作

关系。

2016年2月，浙江启动现代学徒制试点，依托企业

学院、联合骨干企业、对接行业组织、延伸高中学历起

点，两年多时间，全省共有179所中职学校参与试点，

共注册现代学徒3.95万名，合作的大中型企业有1634

家。为鼓励各地推进校企合作，浙江省还推出了相关

奖补机制，如嘉兴市为支持鼓励区域骨干龙头企业积

极参与职业教育，制定出台了《嘉兴市教育型企业认定

与管理办法（试行）》，对获得“教育型企业”资格的企

业，予以经费奖补。

如今，在浙江各中职学校，企业变身育人“甲方”，

行业大师坐镇校园，学生跟着企业师傅做项目、学技

能，已是一道寻常风景。

曾几何时，中职生被看作是中考的失败者，

他们低头踏入校园，对未来充满迷茫。如何点

亮中职生的心灯，为个性禀赋各异和具有不同

兴趣特长的学生提供完善自我、开发潜能、实现

梦想的优质职业教育？课改成了浙江中职教育

的现实选择。

2008年，省教育厅在全国率先启动“公共

课程+核心课程+教学项目”的专业课程改革。

浙江职教人将其称为“08课改”。那场轰轰烈

烈的专业课程改革无疑是成功的，8年来共完

成了8批次51个专业的课改工作，项目教学、

理实一体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08课改”是一场教学内容的变革，

新课改则希望在教学形式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在“走班制”“学分制”及“弹性学制”等教育教学

组织形式上进行探索。2014年，浙江启动了中

职教育课程改革，赋予学生升学就业、专业、课

程、学制等多方面的选择，赋予教师更多的课程

开发权，赋予学校更多的课程设置权。方案要

求，学校在学生就读期间至少为学生提供两次

围绕直接就业或继续升学的选择机会，构建供

必修的“核心课程模块”和供选修的“自选课程

模块”两大课程类型，着力打造可供学生充分选

择的课程制度与课程资源。

面对课程设置权的回归，浙江中职学校在

一阵狂喜之后，面临更多的是“一生一课表”的

巨大挑战。既要放开手脚让学生选择，又要保

证人才培养质量，怎么办？浙江职教人从不缺

乏改革的魄力。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将教室搬

进企业，在五星级连锁酒店设立“企业教室”，开

展“忙时实习、闲时学习”的分段式教学；海宁市

职业高级中学专门开发了基于培养学生选择能

力的职业体验项目，共计128个，分8个专业大

类和16个专业方向；绍兴市柯桥区职业教育中

心成立了学生成长服务中心，建立学生成长导

师工作室，配备多种类型的成长导师，为学生提

供职业认知、测评、选择、定位、生涯规划、职业

发展等方面的规划指导……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浙江的中职生开始

相信奇迹，因为“尊重个性、挖掘潜力”，让他们

发现了自己身上蕴藏的那座金矿。在2015年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杭州技师学院学生杨

金龙摘得汽车烹饪项目金牌，实现我国在该项

赛事上零金牌的突破；G20杭州峰会期间，惊艳

中外游客的西湖夜景照明，设计者是杭州人民

职校广告专业毕业生曾艳；年仅20岁的杭州中

策职校2013级学生李仪，年纪轻轻，却已是行

业里的佼佼者，顶着“全国技术能手”“中国烹饪

大师”“全国十佳面点师”等无数光环……

改革开放初期，因资金匮乏、场地简陋、设

备落后，职业教育曾一度陷入了“黑板上开机

器”的窘境，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与社会需要的

人才严重脱节。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增强职业学校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浙江的实践答卷是：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为职业

教育发展“保驾护航”。

“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级财政投入中等职

业教育资金超过120亿元。“十二五”期间，每年

省级财政投入中职教育达2.3亿元左右，比“十

一五”期间翻了一番。2012年，浙江在全国率

先出台了《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全省各地要制定中职学校

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并逐步将

中职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提高到普通高中的1.5

倍以上。2016年，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关于中等职业学

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从

2016年开始，确定全日制公办中等职业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标准为2500元/生/年。

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职教品牌、整体提升职

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十三五”期间，浙江重点

实施职业教育“三名工程”（名校、名师、名专业），

遴选建设50所省级中职名校，着力培育100名

中职名师及名师工作室、100名中职技能大师及

大师工作室，扶持建设200个中职名专业。据

悉，这场塑“名”工程选拔之初门槛就很高。申报

名师的，必须是在本专业工作领域取得明显成绩

并被广泛认可，在本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校内专任教师；申报名专业的，必须是省级及

以上示范、骨干（新兴、特色）专业……“作为与经

济社会关系最紧密的教育，职教必须超前规划；

作为行政部门，我们将做好顶层设计和理念引

领，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指导和扶持，保障相关建

设资金，确保项目建设出实效。”省教育厅职成教

处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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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G20杭州峰会期间，杭州市西湖职业
高级中学2014届毕业生廖绍梅在西子宾馆国宴
上服务。

图为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把企业师傅请进课堂，手把
手教学生技能。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蚕学馆（现浙江理

工大学的前身），开创了浙江近代实业教育之先

河。随后，全省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实业学堂。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业学堂逐渐发展为职业教

育，一批卫生学校、农业技术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先

后创建，为百废待兴的浙江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职业教育发展步入快车道，初

步形成有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校企合作篇

“链上教育”的浙江行动

职教体系篇

从“断头路”到“立交桥”的华丽蜕变

教育教学篇

为中职生点一盏心灯

发展保障篇

让浙江职业教育越来越香

“数”说浙江职业教育

2018年，全省各类中等职业学校328所，其中

国家级示范校42所，省级改革发展示范学校80所
生师比15.7∶1

“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为81.7%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21.8平方米

生均仪器设备值9315.3元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2500元/年

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稳定在 98%以上，专业对

口率达80%

□本报记者 胡梦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