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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类考试招生有利于各类院校招收合适的生源，促进人才多样化的发展。研究在分析30个省份高等职业

院校的招生制度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当前存在的五种高等职业招生模式和考试方式。总体来说，我国当

前高职招生制度呈现出多样性、层级性、自主性的特点，同时也存在制定主体单一，考试内容和执行主

体缺乏统一性与规范性，考试结果应用性不高，后续培养缺位等问题。据此本研究认为政府需要强化制

度统筹，规范招生考试标准，因地制宜，做好综合性考量；政府与高职院校需完善招生制度建设，增强

高职招生考试内容及录取流程等方面的科学性与规范化；同时积极探索以“学业水平考试 + 统一职教

高考”为基础的高职招生考试模式，完善职业教育学前学后补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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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fication examination enrollment is beneficial for various universities to recruit suitable stu-
dents 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nroll-
ment system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30 provinces, the study summarizes five current 
enrollment model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Overall, the 
current higher vocational enrollment system in China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hie-
rarchy, and aut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a single formulation body, 
a lack of uniformity and standardization in exam content and execution subjects, low applicability 
of exam results, and a lack of follow-up training.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ov-
ern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standardize enrollment and examination 
standards,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ak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enrollment systems, an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content and admission process of vocational enrollment exams; at the 
same time, actively explor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enrollment examin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academic level examination + unifie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improv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school and after-school tu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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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发展过程。分类考试的提出始于 2010 年，国务院

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在文件中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分类招生制度的开始，同时也是高职院校考试招生

独立于统一高考的重要标志[1]。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除明确提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考试相对分开之外，进一步指

出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普高与中职招生中将采取不同的考试方式。该《实施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职

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正式启动，各省份相继对各自高职院校招生制度进行了完善[2]。在 2020 年教育部

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进一步对完善高等职业招生制度提出了一

系列指示前提下，2021 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完善

通知》)对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制度进行了具体化的指示[3]。在此之后各省份逐步开始对 2022 年

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进行了变革。 
在国家总体意见的引领下，近些年各省根据实际探索的高职招生制度卓有成效，我国的高等职业教

育招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但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在颁布之初时具体内容、标准的

模糊性的特点，各省的高职招生制度的统一规范性较弱，院校的高职招生社会认可度并不高。因此，为

了进一步深化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促进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4]及职教体系的完善[5] [6]、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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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技能型文化社会[7]、适度扬才氛围的形成，深入剖析当前各省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制度现状以及存在的

现实困境，探讨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制度的改善路径十分重要。 

2. 现状分析：高职招生制度内容分析和方式总结 

2.1. 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内容分析 

自 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很多省份相继出台了有关于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综合改革方案，要求完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各省份

已经初步构建了各具特色化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模式。通过对我国 2022 年 30 个省份高职招生制度

相关文本的分析，总结出我国五种高职院校招生的基本模式和五类高职招生考试方式。 

2.1.1. 中职和普高学生的统一招生考试与二者分开的自主招生模式 
该模式具体指的是，高职院校通过面向各类考生的统一考试以及分别针对中职类考生和普高类考生

的单独招生的方式来实现高职院校的分类考试招生。在统一考试方面主要有两类模式，一是实行省统一

的文化素质考试与各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相结合招生的形式，如上海市和广东省。二是实行省

统一组织文化素质测试，分专业类别由指定院校组织专业技能测试测形式，如山东省和甘肃省。在单独

招生方面，分别针对于中职类考生和普高类考生，从“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方面进行考核，具体内容

为学考成绩和院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实施该模式的共有四个省份，其中典型代表省份、具体考试方

式、招生对象、考试内容详见表 1。 
 

Table 1. Representative provinces of unified enrollment exams and separate autonomous enrollment model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1. 中职和普高学生的统一招生考试和两者分开的自主招生模式代表省份 

代表省份 具体内容 中职和普高学生统一招生 高职普高分开自主招生 

广东 

名称 春季高考 高校自主招生 

招生对象 中职学生 普高学生 中职学生 普高学生 

考试内容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统一考试(简称

“3 + 证书”) 
全省统一组织的文

化科目考试(语数

英) + 招生院校自

行组织的职业技能

测试 

高职院校依据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招生录

取(简称“依学考

招生”) 
“依学考招生” 
学考语数英成绩 

“文化基础 + 职业

技能” 
综合文化知识 + 专
业综合理论 + 职业

技能 

“文化基础 + 职业技

能”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 + 语数英学考 
+ 职业适应性测试(可
以院校自主命题也可

采用网上职业适应性

联合测试) 

相关要求 

需要取得相应专业

技能证书，要求招

生中职阶段就读专

业与报考的本科层

次招生专业对口 

参加广东省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合

格性考试、应届生

需修满学时、获得

学分并在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

合格性考试科目

考试合格。往届毕

业生须有普通高

中毕业证或同等

学力证明 

中职就读专业及取得

的职业资格证书符合

报考院校专业要求 

参加省普高学业水平

合格性考试。语数英三

门科目成绩总分不低

于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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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单考单招 综合评价招生 中职升学考试 

招生对象 中职学生、普高学生、社会人士 普高应往届毕业生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考试内容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文化素质：参加 2022 年普通高

考和中职升学考试且未被录取

的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以

2022 年普通高考和中职升学考

试成绩为准。未参加的由招生院

校通一组织文化素质测试 
职业适应性测试：招生院校组织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文化素质：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 
职业技能：职业适应性测

试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文化素质：公共基础和专

业基础考试，省统一命

题、组织 
公共基础考试以语数英

综合素养为主 
专业基础考试8个专业类

别的三门专业基础课程

为主 
职业技能：以中职生在校

期间参加的技能大赛成

绩为准 

2.1.2. 中职学生的统一考试与中职和普高分开的自主招生模式 
该模式是通过实行针对于中职考生的统一考试以及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方式来实现高职院校的分类招

生录取的。在面对中职考生的统一考试方面，采用“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形式，由省统一命题，

进行考试招生。在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方面，分别针对中职考生和普高考生采用学考成绩或院校组织的文

化素质测试以及院校组织的专业适应性测试或专业技能测试的方式进行招生。实施该模式的共有九个省

份，其中典型代表省份、具体考试方式、招生对象、考试内容详见表 2。 
 

Table 2. Representative provinces of unified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autonomous enrollment 
model separated from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general high schools 
表 2. 中职学生统一考试和中职与普通高中分离自主招生模式的代表性省份 

代表省份  中职学生统一考试 普高分开自主招生模式 

北京 

名称 单考单招 高职自主招生 

招生对象 中职毕业生 普高学生、中职学生 

考试内容 

3 + X 考试模式 
“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科

公共文化课；“X”指招生学

校自行设定并组织测试的综合

专业课一科或专业基础课、职

业技能课两科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招生院校自主进行入学考试 
考核主要标准：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或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平时考试科目成绩 
相关技术技能证书 
招生院校考核成绩(网络视频面试等方式) 
招生院校考核成绩(由笔试和面试组成 笔试

相关专业知识 面试 综合能力) 

内蒙古 

名称 高职对口招生 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 

招生对象 应往届毕业生 普高学生、职高学生 

考试内容 

统一考试科目：文化课考试 
语数英和专业课综合，专业课

综合考试因报考专业类别不同

而不同 

招生院校自主命题、考试、评卷 

湖南 
名称 对口招生考试 高职单招 

考试对象 中职学生 普高学生 中职学生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21


陈思 
 

 

DOI: 10.12677/ae.2023.13111421 9193 教育进展 
 

Continued 

 

考试内容 

全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文化素质：语数英三科 
职业技能分 14 个专业门类进

行，包括专业综合知识和操作

技能 

应届普高学生：普高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成绩 + 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及有关

基础知识内容 

中职学生：文化素质部

分由招生院校依据《中

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

课程标准》及高中教育

阶段语文、数学、英语

等基础科目知识等有关

内容单独组织闭卷考

试。职业技能分为面试

和非面试两部分进行，

由招生院校按招生专业

特色对学生专业技能进

行考察 

其他要求  
往届学生及社会人士：招生院校参照中职学

生招生组织文化素质测试，参照普高学生招

生考试组织专业技能测试 

浙江 

名称 高职面向中职学生单独招生 高职提前招生 

招生对象 中职毕业生 普高学生、中职学生 

考试内容 

文化课考试 + 职业技能考试 
文化课考试：语文、数学两门，

单独命题，单独考试。有外语

要求的需参加全国外语等级考

试 
职业技能考试：理论知识和操

作技能两部分，分 17 个大类，

操作技能实现合格性考试，全

省统一组织实施。合格后参见

专业理论知识测试，各类别职

业技能理论知识考试全省统一

组织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普高：高中学考成绩 + 综合测评(招生院校根

据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要求组织) 
中职：职业技能考试成绩 + 综合测评 

其他要求  
综合测评可采用笔试、面试和操作考试等方

式，普通高中考生重点考核职业适应性，中

职考生重点考核文化素质 

2.1.3. 中职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与中职对口招生考试模式 
该模式是通过实行面向全体考生的统一考试和面向中职考生的对口考试的方式实现高职院校的分类

招生录取。在面向全体考生的统一考试下，通过全省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和各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

技能方面进行考试招生。在面向中职考生的对口考试下，中职考生采用全省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以

及专业技能测试的形式进行，专业经测试分专业大类由指定院校组织进行。实施该模式的共有四个省份，

其中典型代表省份、具体考试方式、招生对象、考试内容详见表 3。 
 

Table 3. Representative provinces of unified examination and corresponding enrollment examination model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3. 中职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与中职对口招生考试模式代表省份 

代表省份  中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 中职对口招生考试 

安徽 
名称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 应用型本科高校面向 

中职毕业生对口招生 
招生对象 普高学生 中职学生 中职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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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普通高中学生：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语数外)三科均为 C
级或合格以上 + 院校组织

的职业适应性测试 

省统一组织的文化素

质测试 + 招生院校

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

(包括专业能力测试

(笔试)和技术技能测

试(操作考试)) 

文化素质测试 + 职业技能测试 
文化素质测试语数英三科合卷，全省

统一考试。职业技能测试包括专业理

论考试和技能测试，由对口院校命

题、组织考试并评分阅卷 
其他要求 

中职学生、普高往届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有一门不

合格者：须参加省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语数

英三科合卷笔试 

辽宁 

名称 高等职业院校单独招生考试 高职注册入学 中职毕业生对口升学考试 

招生对象 普高、中职毕业生 普高、中职毕业生 中职毕业生 

考试内容 

普高：文化课考试 + 职业适

应性测试 + 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 
中职：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依据学生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期末考试成

绩、综合素质表现、

专业技能水平等方面

招生 

文化基础 + 职业技能 
文化基础：数学(不开数学的相关专

业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外

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专业综合科科目考试和技能考核 

其他要求   
中职毕业生对口升学考试 
招生专业与考试科目(专业综合科、

技能考核)有严格对应关系 

2.1.4. 中职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与单独面向普高自主招生的模式 
该模式是通过实行面对全体考生的统一考试和针对普通学生的自主招生来实现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

录取。在面向全体考生的统一考试下，通过全省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和各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技能

方面进行考试招生。在面向普高考生自主招生下，通过普高学考成绩、职业适应性测试以及综合素质评

价来进行招生。实施该模式的共有两个省份，其中典型代表省份、具体考试方式、招生对象、考试内容

详见表 4。 
 

Table 4. Representative provinces of unified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u-
tonomous enrollment model for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4. 中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与单独面向普高自主招生模式代表省份 

代表省份  中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 单独面向普高自主招生 

海南 

名称 高职对口单招 综合评价招生 

招生对象 普高应往届毕业生、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普高学生 

考试内容 

文化课 + 职业技能测试 
文化课：设一门必考科目和两门选考科目(由招生院

校根据专业需要确定)选考科目有：数学、英语、计

算机应用基础、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笔试、全省

统一组织 
职业技能测试：专业能力测试 + 技术技能测试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相

关科目成绩 + 职业适应性测

试结果 

其他要求 
已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四级及以上资

格证书(或其它行业相应资格证书)并报考相应专业

的考生，可以不参加职业技能测试，其成绩记满分 

完成普高学考并具有成绩的

高中毕业生 

2.1.5. 分别面向中职类和普高类考生的招生模式 
该模式是通过直接对普通类考生和中职类考生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标准来实现高职院校分类招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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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普高类考生下，有两种分招生考试模式，一是采取高中学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和职业适应性测

试为依据来进行招生，如，黑龙江、福建、贵州、广西、江苏、新疆、湖北、陕西。二是采取高中学考

成绩以及学考中物化生三科成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考试成绩再加综合素质评价为依据进行招生的。

如，宁夏、天津、重庆。在面对中职类考生下也有两种招生考试分模式，一是采取省统一考试的形式招

生的，如，黑龙江、宁夏、广西、江苏、天津、湖北、陕西、重庆。二是采取以省中职学业水平测试成

绩、综合素质评价以及院校按省制定的大纲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成绩为依据进行招生，如，福建、贵州。

实施该模式的共有十一个省份，其中典型代表省份、具体考试方式、招生对象、考试内容详见表 5。 
 

Table 5. Representative provinces of enrollment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examination models for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5. 高职院校招生代表性省份及普通高中招生考试模式 

代表省份  面向中职学生的招生 面向普高学生的招生 

江苏 

名称 中职职教高考 高职院校提前招生 

招生对象 中职毕业生 普高毕业生 

考试内容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考试形式：专业技能考试 + 文化统考 
专业技能考试形式和内容由各专业大类联考

委确定 
文化统考科目为语数英 + 专业综合理论闭

卷笔试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 综合素质评

价 + 校测 
校测可采用笔试、面试、职业适应性测试

或专业技能测试等多种形式 

其他要求 

考生在参加中职职教高考前须参加中职学考 
参加中职职教高考本科和专科第一批次录取

的考生必须参加专业技能考试和文化统考。

仅参加专科第二批次录取的考生不参加专业

技能考试，可以根据意向院校的要求决定是

否参加文化统考 

参加普高学业水平的合格性考试并取得

成绩 

湖北 

名称 技能高考 高职单招 

招生对象 中职毕业生及同等学力社会人员 普高毕业生 

考试内容 文化综合考试 + 专业技能测试 合格性考试成绩 + 职业适应性测试 + 
综合素质评价 

其他要求 也可报名参加高职院校组织的单独考试  

福建 

名称 高职分类招考 

考试对象 中职毕业生 普高毕业生 

考试内容 

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省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 职业

技能测试成绩 +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文化素质具体指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

公共基础知识(德育、语文、数学、英语)和专

业基础知识的合格性、等级性考试 
职业技能测试：各主考院校按照省制作的考

试大纲组织实施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 综合素质评

价 + 职业适应性测试 
职业适应性测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主

要包括职业意识、职业潜质、职业素养 

其他要求 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普通高考  

重庆 
名称 应用型本科和高职专科对口招生 高职专科招生 

招生对象 中职毕业生 普高学生和同等学力人员、三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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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考试内容 

文化素质测试(语数英) + 职业技能测试(专业

综合理论测试 + 专业技能测试) 
文化素质测试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专

业技能测试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牵头

院校具体实施 

普高和同等学力：文化素质测试 + 职业

适应性测试 
三校生：文化素质测试 + 职业技能测试

(专业能力测试 + 技术技能测试)专业能

力测试采取笔试形式，重点考查综合专业

能力。技术技能测试主要以操作测试为主 

其他要求 
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转段招生要

求：具有与报考专业类别相同或相近的职业

资格证书或专业操作技能实习证明 
 

宁夏 

名称 中职升应用型本科类、中职升高职(专科)类 高职面向普高学生招生考试 

招生对象 中职应届毕业生 中职应往届毕业生或具有

同等学力的社会人员 
普高毕业生 

 

考试内容 

文化基础(语数英) + 职业技能 
文化基础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职

业技能测试委托高职院校负责，测试项目分

22 大类 

文化基础 + 职业适应性测试 + 综合素

质评价 
文化素质成绩使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语文、数学、外语 3 个科目合格性考试

成绩；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使用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物理、化学、生物 3 个科目

实验操作技能测试成绩 + 信息技术和通

用技术 2 个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参考综

合素质的评价方式 

相关要求 
必须选报一种职

业技能测试专业

类 

参加高职面向中职毕业生

招生考试的考生，不再参见

当年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

试的报名、考试和录取 

 

2.2.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方式 

通过对各省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分析可得，我国现阶段高职院校的分类考试招生主要有以下

五种招生方式。 
1) 高职院校自主招生 
该考试招生方式有面向全体考生的、面向中职类考生的、面向普通类考生的，由院校自主组织。招

生院校类型有应用型本科、高职(专科)院校。针对不同类的考生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和标准。大体上都是以

高中学考成绩或院校自主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 + 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为依据。 
2) 统一招生考试 
该考试招生方式面向中职、普高、社会人士的统一考试招生，一般由省考试院统一组织。招生院校

类型有普通高校、高职(专科)院校。针对不同种类的考生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和标准。普高类考生多是以省

统一组织的“学考”成绩为依据。中职类考试以省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

测试为依据。 
3) 中职对口考试 
该考试招生方式是面向于中职毕业生的专门的考试，招生层次有应用类本科、高职(专业)院校，通常

情况下是以“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形式由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统一进行招生录取。 
4) 高职院校面向普高考生统一招生考试 
该考试招生方式主要是高职院校面向普高类学生开展的考试形式，一般是以省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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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为依据进行招生的，也会有以招生院校专业要求进行考试招生的方式。 
5) 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录取 
该考试招生方式在《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职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拔尖技能人

才的面试录取进行了一些规定，招生方式各个省份都有涉及，因此在总结模式时并没有单独列出，技能

拔尖人才的免试录取各个省份的规定各不相同，大多是以世界性、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的获奖情况以

及获得职业证书类型为依据进行免试入学。 

3. 问题探索：我国当前高职招生制度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3.1. 分类考试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特点 

3.1.1.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具有多样性 
通过对我国 30 个省份 2022 年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得当前的高职院校招生

制度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① 招生方式的多样性。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不同省份有

采取不同的分类招生组合模式。从各个省份内部来说，一般也会有多种的招生方式。比如上海、广东设

置职教统考，面对普高类、中职类考生的不同的考试招生方式、中高职贯通升学考试等。② 考试内容和

招生标准的多样性。除了考试方式的多样性，我国当前的高职院校招生考试内容和标准上也呈现出多样

性的特征。如在针对于普高类考生的招生考试中，在文化素质方面，有采取高中学考中语数外三科成绩

的、有参考学考语数外三科加信息技术科目成绩的、有从实行省统一组织文化素质测试的；在专业技能

方面，大多数院校采取的是职业适应性测试、也有采取专业技能测试和专业知识测试的、也有部分省份

会要求依据专业要求参考相应科目的成绩。③ 考试组织主体的多样性。通过对各个省份招生制度以及其

所公布的考试大纲来看，当前高职院校招生考试的组织主体呈现多样性的特点。有省统一组织、有各院

校自主组织、有省指定的部分院校牵头组织。命题标准也具有多样性。如安徽的《安徽省普通高校对口

招生专业理论和技能测试考试纲要(2022 年修订版)》就是由安徽省教科院组织各类院校骨干教师组成的

专家工作组制订的。也有部分省份，如河南、黑龙江等是在参考教育部发布的中职专业教学标准结合自

身专业特点自主命题的。 

3.1.2.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具有层级性 
我国当前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整体格局是国家制订总体的指导意见，由各个省教育厅负责统筹，各

地市和院校负责具体实施，具有一定的层级性。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

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对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进一

步的规定和说明。在此通知发布的背景下，各个省份相继行动，纷纷发布各个省份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

院校分类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体现出了自上而下的一致性和层级性。在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具体

实施方面也呈现出从上到下的层级性特征。由国家教育部制定实施意见和各项标准，如教育部发布的职

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等，各个省市根据教育部实施意见和标准结合实际制定本省的相关细则，再落实到

各个地方，再到各个院校，最后由相关高校负责实施对学生的考试工作。 

3.1.3.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具有自主性 
我国当前的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给予了地方和各个高校较大的自主性。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组织，2016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的意见》将高职专科计划下放至各省统筹

安排。可见，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明确由各省确定或组织，并且从考试组织到招生计划由国家向

省级政府放权，管理重心不断从国家向省级政府下移[8]，给予了省政府更大的自主权。落实到具体的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21


陈思 
 

 

DOI: 10.12677/ae.2023.13111421 9198 教育进展 
 

生考试和录取的环节，也给予了高职院校更大的自主性，高职院校可以在相关文件的要求下，结合自身

院校特色和专业要求，自主命题，自主招生，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3.2. 分类考试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国 30 个省份的高职院校招生相关制度文件的分析可知，虽然当前我们已经探索出了很多较

为成熟的考试招生模式，但是从整个招生制度的制订、招生制度本身、后续的培养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3.2.1. 招生制度的制订：制度对齐现象严重，制定主体单一 
我国当前高职院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上存在着制度对齐现象严重[9]、制度制定主体较为单一的问

题。首先，我国当前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对齐现象相当普遍。各省份的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制度文本的内

容一般涉及招生计划分配、考试形式内容、招生录取机制、组织监督管理等内容，具体要求与国家教育

部发布的《完善通知》非常类似，基本上都是对照着制定，很少见到有特别的地方化创新。比如提到的

分类招生制度的第五种模式，这种模式中的很多省份对于分类招生就是按照教育部发布的《完善通知》，

针对于普高类考生和中职类考生制定“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形式，较少的与地方和院校专业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这种根据国家指导意见从宏观角度提出一些方案，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实施性意见，没

有与地方实际实现较好融合的制度制定，不利于制度更好的执行和落实。其次，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涉及

各方利益的一项教育管理工作，但在有关于高职招生制度制定的过程中行业企业的身影很少出现。且在涉

及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各种制度文本中，考试标准、考试大纲多由一些专家制定，行业企业都很少参与。

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导致职业教育招生培养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脱节，不利于职业教育体系本身更好的发展。 

3.2.2. 高职院校招生制度本身：考试内容和执行主体不一，职业性和应用性亟待提高 
在各个省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本身方面，每个省份各自的发展探索各不相同，有些发展已经较为完

善，但是大部分省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 就考试内容方面而言，各个省份各种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大体上都按照“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的方式进行，针对普高类考生和中职类考生实行不同的标准。但是就具体的考试内容和标准方面，就呈

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比如文化素质方面，有采取省统一命题考试的、有采取院校自主命题的、有采用高

中学考成绩或中职学考成绩的。不同的标准其难度和区分度不一样，通过不同方式和标准进行招生其科

学性和权威性值得考量。在职业技能的测试方面，不同地区的测试方法不一，但大多是以职业适应性测

试或专业技术测试为主，且多是以笔试和客观题的形式进行，其对职业技能测试的能力方面的测试力并

不高，考试的职业性有待加强，而且很多省份都把对学生的职业技能的测试交给院校自主组织或者指定

院校联合组织，这种将职业测试的组织权下放到职业院校的形式，可能会导致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把握的不准确和不统一，影响高职院校招生的职业性和公平性。 
2) 就执行主体方面而言，通过对各个省市的高职招生相关制度的研究可以发现，高职院校分类招生

考试的执行主体主要是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其中文化课考试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统一命题，省统一

组织进行。技能考试是由省指定相应牵头院校负责命题实施，也有院校自主命题的形式，但是需要报给

省教育厅批准。这种考试组织和执行的模式看似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呈现出去

中心化的“离散性”特征，很难到达难度和区分度的一致，科学性和公平性难以保障[10]。此外，高职院

校考试招生的监督机制方面单单依靠省教育厅的监督也是远远不够的。 
3) 就考试成绩的应用性方面而言。就当前各个省市的高职院校录取机制的研究，参加高职院校考试

招生获得的成绩的应用性特别窄，仅可用于承认其成绩的高职院校的录取，不同院校之间不能互认，在普

通本科院校的录取中认可度就更低，这在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学生需要参加多场考试，增加学生的负担。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21


陈思 
 

 

DOI: 10.12677/ae.2023.13111421 9199 教育进展 
 

3.2.3. 分类考试招生后：生源种类复杂，分类培养尚未跟上 
通过对各个省市的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研读，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着多种招生录取方式，

以及生源多样性的特点。如果把视线聚焦到一所高职院校的招生上来看，它可能存在有多种的招生录取

方式。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内一所高职院校的新一年的生源有可能是通过春季高考“3 + 证书”考试

形式进来的中职学生，也有可能是通过“依学考招生”形式进来的普高学生，也有可能是通过高职院校

自主招生进入学校的普高、中职或社会人员，在每个省份的文件里都会提到，无论通过招生形式进入学

校的学生，他们在进入学校后享有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再完成学业后统一发放毕业证书。但是对于不同

学历背景、通过不同招生方式进入学校的学生的培养应该怎么进行，很少有省份提及。高等职业院校的

培养目标是要培养“掌握新技术、具备高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它与中等职业教育应该具有一

个衔接性的特征，但我们当前的招生制度会使不同学历背景的学生同时站在一个起点上，怎样协调好不

同学历背景的学生的培养，达成培养目标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 对策研究：分类考试背景下高职招生制度的完善方案 

4.1. 强化政府统筹，做好综合性考量 

就当前的高职院校招生多样性和层级性的特点，要更好地达成高职招考制度的目的，为高职院校选

拔合适的生源，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强化政府的统筹管理，同时也要结合实际做好综合性考量。 
1) 强化政府统筹管理，确立关于职业教育培养的统一标准和目标。当前关于职业教育面向何处，该

如何发展的观点层出不穷，现在要做的是统一思想，找准方向。一方面，国家要站在整体发展的视角，

为职业教育发展确立目标，指明方向。同时要加强对职业教育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方面教育标准的确立。

综合国家和社会、企业和学校各方面的意见为职业教育的开展和考核提供统一的依据。这样也更有利于

职教招生制度的开展，提高其科学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保障措施。在制

度方面优化国家整体的教育改革方案，协调普职教育事业的发展，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国家资历框

架制度、全国职业技能鉴定制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普职教育融通、衔接。在保障措施

方面，完善法律保障，健全财政制度，在人才、设备、场地等方面为“高职院校分类招生”提供资金投

入和资源保障[11]。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分类考试招生的社会督导，充分发挥教育督导委员会和行业

职业教育教学委员会的工作技能。 
2) 做好综合性考量。在政府统筹的背景下做好综合性考量，在国家相关法律、制度、制度、办法框

架下，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制定符合本省的分类招生制度，减少自上而下的对齐现象。具体而

言地方在制定本地区的招生考试方案时可以采用“确认 + 补充”的方式加以规定，即先确认与国家制度

要求保持一致，再对国家制度没有规定或规定的不够详细的地方加以补充列举，切实保障各地招生制度

的可行性和适应性。 

4.2. 完善招生制度建设，增强考试招生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整个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包括的内容有很多，涉及到招生过程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于考试内容、

实施过程、录取方式方面的规定对于院校招生的效果以及招生考试的科学性、公平性、适应性以及权威

性方面有重要影响。 
1) 在招生考试的具体内容方面，要加强考试研究，具化评价标准，实现全省统一，增强招生考试的

科学性和公平性。高职院校招生考试内容涉及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两个方面，其具体内容和形式的设计

需要进行更加科学的研究。因此，各省市可以在国家统一设计的职业教育教学标准的基础上，积极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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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企业专家、骨干教师、课程专家、考试专家在内的各专业命题队伍，对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考试的

时间、长度和难度进行系统化的科学设计，强化高职院校招生考试的“职业性”和“选拔性”功能，在

题目的选择、排序、难度设计上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文化素质类考试应侧重对学生基础文化知识理解

与运用的考核，以及对表达、推理等核心素养的考察、面向中职类考生的试卷可以适当减低难度，也可

视情况看是否加入信息技术等科目的测试[12]。对于考试的公平性来说，制定科学的考试内容远远不够，

科学的具化评价标准也必不可少。关于考试内容里的文化素质测试和专业基础知识部分的相关经验已经

很丰富，可以参考普通高考的形式来进行。对于专业技能测试部分，各个省市要在国家制订的各个专业

大类的教学标准的前提下，根据实际具体细化本省各专业的培养标准和要求，为技能考试制定详细的参

照标准。同时在进行技能测试时尽量对技能的完成度进行量化评分，降低人工评分的主观成分。积极尝

试根据不同专业技能的特点，实施不同类型的测试手段，探索尝试混合式的测评方式[13]。做到职教考试

招生的职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2) 在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实施过程方面，要各个部门统筹，制定完善的实施程序。对于高职院校考

试招生制度来言，拥有一套严谨规范、设计周密且行之有效的实施程序，更有利于高职考试制度的有效

推行，提高其公平性和被认可度。整个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实施过程包括试题或测试的命制、试卷的印

刷与运送、考生资格的审查与考试的实施到最后试卷的批改和分数的公布。这一套程序想要有序的运转

需要招生考试相关主体的协调配合。整体而言，应该由教育部统筹管理，负责考试招生过程的宏观调控，

省级教育考试主管部门具体实施，负责考试招生过程的组织与管理，各级各类高等职业院校自主实施校

测并完成自主招生，负责招生过程公平竞争、择优录取[14]。具体而言，各地应依托各级教育考试管理部

门成立“‘职教高考’组织与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全省各专业大类“职教高考”的组织实施和过程

管理。根据专业大类，委员会下设若干工作小组，负责试题命制、考点选择、实施方案制订等具体工作。

委员会要建立命题与题库建设工作细则、试卷与试件管理细则、考务保密与工作培训制度、考点申请与

审批规范等相关制度。相关高职院校按照制度实施考试并接受监督。 
3) 在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录取方式方面，政府和招生院校统筹，制定完善录取机制。职教高考录取

制度的设计主要包括招生体制、招生名额、录取方式、志愿填报、录取技术等系列问题。首先，高职院

校要明确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成绩的具体分配比例，确保招生考试的职业性特征。在明确成绩分配比例

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宏观调控，省级教育考试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招生单位自主录取，社会广泛监督的

招生体制运作模式。其次，地方院校可以尝试改变现行分批次投档的录取方式，推行平行志愿录取方式，

因为职业教育的专业化特点，可以逐步尝试取消服从调剂的做法。志愿填报应遵循考生志愿优先，以综

合评价成绩高低顺序录取为基本原则，确保招生公开、公平、公正。录取技术应积极融入现代网络信息

技术，构建职教高考招生录取大数据服务平台和云录取平台等。最后，院校内部也要建立合理的宣传机

制，公开、透明地传达招生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优秀生源流失，维护学生的考试升学权[15]。 

4.3. 提高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的应用性和流通性，提高社会认同度 

通过对各个省市高职分类招生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各地在进行考试招生时都难以摆脱制度变革的

路径依赖，高职分类考试的成绩只能在某一类专业的范围内使用，考生无法凭借考试成绩自由选择学校

和专业，考试成绩的应用性和流通性与普通高考来说并不强。因此，要尝试设计以“学业水平考试 + 统
一职教高考”为基础的高职招生考试模式，学生需要在完成学业水平考试，取得相应证书的基础上才能

参加职教统一考试，职教统一考试以“职业性”为立足点，采用相关职业大类专业知识+基础技能的形式，

其考试结果可以与普通高考成绩以一定方式互认互换，且考试成绩也可以作为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大类其

他专业的依据。总的来说，我们的职业教育招生考试改革一方面要向招生考试制度内部核心环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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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向外部多元评价主体延伸，在构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双规并行的考试招生制度上取得突破，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深化的需要。 

4.4. 分组分类培养，完善学前学后补习制度 

就我国当前的各个省市的高职分类招生制度来看，进入高职院校的生源很复杂，有普高类学生、中

职类考生以及一些社会人员，这就造成进入高职院校的生源基础不一，综合培养起来有很多问题。因此，

各个省市和高职院校可以尝试建立起学前和学后的补习制度，即在升学考试前和进入学校后分别进行补

习培训。升学考试前的补习培训可以在具备培训资格的多种机构中进行，也可以吸纳各种学校参与进来，

比如在普通高中也可以尝试开设开展一些基础的职业教育课程，帮助普高学生顺利进入高职院校。在进

入高职院校后，可以结合升学成绩和学生的学历背景，对学生进行分类培养，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相

应的补习，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高职院校的教学，同时也更有助于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顺利

开展，真正实现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16]。 

5. 结语 

本研究在梳理我国 30 个省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当前存在的招生模式和问题，提

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立足点主要在于当前的制度文本，还有许多其他可以切入的方面。未来高职院校

的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首先要把握好职业性这一特征，真正符合高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应该努力探索

出一条如同普通高考一样的相对统一的考试方式，提高其权威性和科学性，以获得社会的认可，使招生

考试制度的变革向真正实现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EB/OL].  

https://www.gov.cn/jrzg/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2010-07-29.  
[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 2014-09-03. 
[3]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s7063/202201/t20220129_596842.html, 2021-11-18. 
[4] 姜蓓佳, 徐坚. 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动因、意义与行动[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2(2): 54-62. 

[5] 朱晨明, 朱加民.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2(6): 21-28. 

[6] 姜蓓佳, 樊艺琳. 职业教育升学的制度变迁: 脉络、逻辑与镜鉴——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J]. 职教论坛, 2021, 
37(9): 73-82. 

[7] 宾恩林. 职教高考消解“双减”改革难题的内在机制与构建策略[J]. 职教论坛, 2022, 38(2): 38-45. 

[8] 邱懿, 薛澜.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现状、问题与展望[J]. 中国考试, 2021(5): 33-39+55. 

[9] 姜蓓佳, 皇甫林晓. 省级政府执行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制度偏差与矫正——以史密斯的制度执行过程理论为视

角[J]. 职教论坛, 2021, 37(1): 79-87. 

[10] 李政. 我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 价值意蕴、问题表征与改革路径[J]. 中国考试, 2021(5): 40-47. 

[11] 冯小红. “职教高考”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向[J]. 中国考试, 2022(4): 10-16+25. 

[12] 李政. 促进公平还是激化不公?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改革的“公平疑虑”及其消解[J]. 职教通讯, 2021(3): 22-30. 

[13] 郑晓珣, 蒋平江, 曾庆伟. 高职分类考试招生职业适应性测试模式探究[J]. 考试研究, 2017(5): 51-54. 

[14] 李木洲. 职教高考的现实基础、理论定位与体系构建[J]. 职教论坛, 2021, 37(6): 44-48. 

[15] 鄢彩玲. 关于建设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建议与思考——德国经验借鉴[J]. 高教探索, 2021(8): 98-102+116. 

[16] 孙露, 王启龙. 如何设计中职-本科升学制度——基于德、奥、瑞、中四国的比较分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15, 
36(27): 73-7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21
https://www.gov.cn/jrzg/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s7063/202201/t20220129_596842.html

	分类考试背景下的高职招生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摘  要
	关键词
	The Enrollment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assified Examination: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现状分析：高职招生制度内容分析和方式总结
	2.1. 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内容分析
	2.1.1. 中职和普高学生的统一招生考试与二者分开的自主招生模式
	2.1.2. 中职学生的统一考试与中职和普高分开的自主招生模式
	2.1.3. 中职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与中职对口招生考试模式
	2.1.4. 中职和普高学生统一考试与单独面向普高自主招生的模式
	2.1.5. 分别面向中职类和普高类考生的招生模式

	2.2.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方式

	3. 问题探索：我国当前高职招生制度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3.1. 分类考试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特点
	3.1.1.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具有多样性
	3.1.2.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具有层级性
	3.1.3.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具有自主性

	3.2. 分类考试背景下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存在的问题
	3.2.1. 招生制度的制订：制度对齐现象严重，制定主体单一
	3.2.2. 高职院校招生制度本身：考试内容和执行主体不一，职业性和应用性亟待提高
	3.2.3. 分类考试招生后：生源种类复杂，分类培养尚未跟上


	4. 对策研究：分类考试背景下高职招生制度的完善方案
	4.1. 强化政府统筹，做好综合性考量
	4.2. 完善招生制度建设，增强考试招生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4.3. 提高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的应用性和流通性，提高社会认同度
	4.4. 分组分类培养，完善学前学后补习制度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