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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2011年，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选择
去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就读。经媒体报道
后，这一选择引发争议。

不少人从现实考量，觉得人应往“高处”
走：“北大文凭比技校的值钱得多。”也有另一
种声音：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为了名校
文凭，去学习不擅长、无兴趣的东西，不值得。

如今的他，对于这一人生转向，究竟
是否后悔？

在周浩看来，这只是更忠于自己内心
的选择。

从幼儿园起，他就喜欢拼玩具，还自
学篆刻。直到现在，一有时间，他就扑在模
型上埋头做一天。偶尔发的朋友圈，晒的
也是花几年工夫做的模型。

2008 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 660 多
分的佳绩。他本想去实践课较多的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但在大家建议下，为了“不浪
费分数”，最终报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但其实，他对生命科学并无兴趣。这
段学习经历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甚至抑

郁。之后，周浩尝试了各种办法：旁听、休
学、南下打工，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几经辗转后，他决定退学，学一门自
己喜欢、也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周浩说，虽然自己“弃北大读技校”的做
法有点“惊世骇俗”，但社会上不喜欢自己的
专业、盲目报志愿的现象相当普遍——太多
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也
不了解大学各专业的情况与未来方向。他很
早就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中引入职业启蒙，
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也已回应这
一诉求。“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
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
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
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

周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潜能，
理想的教育应因材施教，帮助孩子更早发
现和培养属于自己的潜能。

职校生“就业好、地位差”的现象改
变了吗？

“宁愿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去职
业学校。”有家长担心，一些职业学校招生
质量不佳，身处其中，孩子会受影响。

教育部2021年数据显示，近5年职业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不
过不少人认为，职校生就业率虽然很高，但
不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与普校生相比，
未来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瓶颈、更高门槛。

从普通教育转至职业教育体系的周
浩，对此也有切身体会。

2014年，从技师学院毕业后，周浩选
择留校任教。站上讲台后，他很快意识到，
责任不一样了。“老师的一句话，很可能会
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他发现，在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观念
里，技校生常遭歧视，也易自卑。教师要做
的，首先是帮他们重塑自信。

他讲了一个事例：不少学生可能并不
在乎一台普通机器能不能修好，但当他们
得知自己维修的机床要用于航天事业时，
态度就不一样了。“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
工作是有价值的。”

但与此同时，隐形门槛与“天花板”依
然存在。

周浩注意到，长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
更重视外在学历，而非岗位与能力的匹配
度。为了有更好看的学历，不少中职学生选
择继续读高职和硕士。“用人机构需要进一
步转变观念，并提升专业评估能力。”

职校学生毕业后，也面临薪资待遇上
的落差。一些学生会直接问他：“数控机床
维修这么难、这么苦，我们好不容易学会
了，为啥每个月还是只能挣几千块钱？”

“作为高技能人才，为什么收入达不到中
层管理人员水平？”……

甚至他自己，也会遭遇职场“天花
板”——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教师中有越
来越多硕士、博士，无论是评职称还是晋
升，周浩的学历都没有优势。

平等之路还有多远？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学校学生
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
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在周浩看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的开
始，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依然任重道远。

职业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一
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认同北京市工业技
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的观点——当务之
急，是在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和师资
培养等“内涵”上发力。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在教师培养方
面肯“下血本”：学校会出资十几万元，送
教师去一流企业脱产培训几个月；设计

“四级梯度”发展体系，从普通教师、一体
化教师、课程负责人到专业负责人，老师
们有明确的上升路径。

2017年，童华强离开技师学院，创办
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更多职校提出改
革之策。2019 年，周浩也加入该公司，从
职校老师转型为“职校老师的老师”。

通过研究国内外专业、去企业调研访
谈、组织专家访谈会，他们帮助职校老师
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务关键点和技能提升
点，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通常一个专业
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统体系。一套方案
数百万字，要反复打磨数易其稿。”

开展教育咨询项目后，“一些老师成
长很快，学校也快速发展。大家能看到，这
几年有些职校开始‘冒’出来了。”对此，周
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之外，社会观念的
改变则仍需时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背后有
价值取向、社会机制和教育自身原因。一
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轻百工
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社会结构存
在等级梯度；三是教育目标更多是培养

“人上人”，而非培养“人中人”、着眼健全

人格与创造幸福。
周浩认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只有在社会层
面改变选人用人机制，在教育层面改进内
容方式，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期待，“厚植
尊重实践的工匠精神，鼓励多元发展的文
化，整体社会认知改变，职业教育才能更
多吸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如何让更多人安心实现“职教自由”？

有专家认为，培养过多学术型人才，会
与社会需求脱节，中国更多大学应开展职
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

在深圳打工期间，周浩曾遇到一个一
起卖软件的女孩。其他人感觉完全一样的
颜色，她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但可惜的是，
她既不知道自己具有超常的艺术感知力，
也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周浩觉得，很多孩子都与这个女孩一
样，具有不同潜能；但普通教育更多强调
语言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一旦学不好语
文、数学，便被定义为“失败者”，其他潜能
也被“封印”起来。

“理想的教育，应更多按照孩子的天
性与潜能培养人才，而非简单依据成绩分
流。”周浩说，要让学生拥有在不同教育轨
道上自由切换的可能性，令普通教育和职
业教育真正融通。

童华强常说的一句话，也令周浩印象
深刻：教育的精髓是“人的发展”。

周浩注意到，职校学生可能在职业发
展初期更具技能优势，但越向上走，综合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越有潜力。因此在课程
设计中，他反复强调，职校要注意培养学
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职校学生也应学习综合知识。要为
充满变数的未来培养技术人才，而非仅仅
根据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一次，为了给某职校景泰蓝专业增设
“初创课”，周浩与老师沟通小半年，甚至多次
争吵。老师起初认为，中级工没有设计基础，
无法创作。而在开设“初创课”后，一些学生的
设计令人眼前一亮，呈现出更广阔的可能。

“创意需要被激发，且越早越好，这能
让学生对职业产生更多认同感、成就感。”
展示这些设计图时，周浩很兴奋。这是他
最有价值感的时刻。

周浩觉得，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
道路。他也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逐
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自己在
时代中的位置。

◎新华社记者 舒静

5月 1日，新修订的职业
教育法正式施行。5月 8日，
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
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启动。

11 年前，周浩从北京大
学退学、转至技工学校就读，
轰动一时，成为职教史上的一
个标志性事件。

11 年后，在职业教育的
讨论热度仍在持续的时代背
景下，当年的“吃螃蟹”者又有
着怎样的“职教观”？“新华视
点”记者近日直接对话周浩，
追问他在职教之路上的思考。

对话“弃北大读技校”当事人：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
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大

河乡的宁夏大河之洲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几名年轻
村民正将枸杞原浆产品打包发
往全国各地。“在这里工作每个
月能挣3000多元，还能照顾家
里老人孩子，特别有干劲。”大
河乡红崖村村民冶玉明说。这
家公司约有20名员工，大部分
是冶玉明这样外出务工困难的
年轻人。

这家公司负责人刘朋鑫
在大学学习电子商务专业，在
校期间就曾把自家种植的枸
杞通过电商平台销售。2020
年底，他看到乡村振兴带来的
新发展机遇，辞去国企工作，
选择返回家乡红寺堡区创业，
建立了宁夏大河之洲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收购村民种植的
枸杞鲜果榨成原浆，售往全国
各地。

红寺堡区是易地搬迁移民
集中安置区，从上世纪90年代
末的一片戈壁荒滩发展为 20
余万移民群众的新家园，枸杞
是当地主要产业之一。然而，传
统的枸杞干果附加值较低，且
难以适应当下新消费需求，一
些种植散户也面临销路窄、售
价低问题。

“枸杞原浆附加值更高，也
更受年轻消费者喜爱，能更好
助力村民增收。”刘朋鑫说。

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白墩村
村民王航弟是当地“枸杞皇
后”，带领村民种植枸杞，带动
近2000人次务工增收。据她介
绍，每年秋季的枸杞鲜果因籽
多、口感差而难以销售。“现在
我每年组织种植户把枸杞鲜果
卖给刘朋鑫的公司，深加工成
枸杞原浆，解决了销路问题。”
她说。

由于对电商领域的熟悉，
刘朋鑫研究出了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新销售模式。据他介
绍，疫情缓和时，枸杞原浆日销
量约1000单，即便近期物流有
些受阻，公司月销售额也近百
万元。“企业做大做强，才能扩
大产能，帮更多村民解决销售
问题。”

“把乡村产业发展起来，才
能带动更多百姓增收。”刘朋
鑫说。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企
业年销售额达到 1 亿元，就能
带动约 300 户种植户，每家年
收入将超过10万元。红寺堡区
政府今年下半年将为刘朋鑫的
企业扩建厂房、增建冷库，助
力企业发展。

刘朋鑫的下一步计划是：
与村里签订协议，成立枸杞种
植合作社，统一农药和化肥标
准，提升种植户收入；并拿出企
业部分收入用于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和教育投入。

返乡青年刘朋鑫

让家乡枸杞“红”起来
◎新华社记者 马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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