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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科技兴盛、强调人才的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迫切受到重视。学生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

能外，学历成为评估其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高职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升学的重要性。为

此本文首先将分析当前高职学生在升学方面所面临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更好地满足高

职学生的成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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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sperity and the emphasis on 
talents,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has been given urgent attention. In addition to students needing 
to possess certain knowledge and skill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
cator for assessing their abilities.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increasingly rec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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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urther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this paper, we will first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faced by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further educa-
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better meet the growth need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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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已成为社会工作的必备条件。然而，当前高

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影响因素和问题。学生往往因为对自身定位不准确，缺乏对社会岗位需

求的充分了解，在升学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这最终对学生的发展不利。因此，高职教育必须深刻

认识到解决学生升学问题的迫切性，以引导学生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高职院校应在满足学生升学需求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社会

的发展需求。针对当前存在的现状，高职院校应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 当前高职学生升学现状 

随着国家加强职业教育发展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得到提升，职业教育日益受到广泛

关注。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和职业素质。在这种背景下，职业院校备受瞩目，学

生对升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主要以全日制升学为主流途径。 
专升本是高职学校学生在完成高职阶段学习并通过相关考核后进行的统一组织考试。学校根据专业

对口招收学生人数，并根据公布的招收比例进行录取，学生通过考核后在毕业阶段完成毕业设计。虽然

考试难度较大，但其认可度很高，含金量相对较高，得到更多关注。专升本考试通常安排在四月份，升

本后的高职学生与本科生在学费、教学方式以及获得的毕业证书等方面并无差异。 
专升本为专科生提供了升学的桥梁，需要他们自身努力争取高学历的机会，得到家长的认可[1]。专

升本教育要满足以下几方面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与终身教育理念相匹配，

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因此，在高职教育中，需要认识到学生在升学方面的现状，结合学校自身发展实际，为学生提供指

导，以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价值，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3. 高职学生升学问题分析 

3.1. 升学竞争压力大 

早在 2006 年教育部发布的一则“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通知，211 和 985 高校不再

举办专升本考试，其他高校举办专升本的概率也被压缩为仅有 5%。这使得学生的强烈升学要求难以实现，

录取人数极低，无法满足高职学生的需求。同时，所报考的专业也受到一定限制，不能跨省报考，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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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限制了报考的机会和渠道，表现出供需不平衡的状况。 
目前，高职学生普遍急切地希望升学，这加深了学生们想参加进一步考试的意愿。然而，很多学生

进入高职教育后，失去了本科学习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学生升学的积极性。 

3.2. 学习缺乏针对性 

高职院校在制定培养目标时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强调就业导向，并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但

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显著差异[2]。高职院校的学生进入本科院校后面临一些挑战。高职学生在实践机会

方面相对较少，但他们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而在进入本科阶段后，学生在理论知识方面可能相较于本

科生较为薄弱。因此，高职学生需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方式，并明确教学目标的设定。 
专升本学生本身具有独特的特点，通常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愿望和较强的动手能力，但与普通本科生

相比，学习能力可能相对较弱[3]。无论是在高职院校还是专升本院校，都需要明确制定培养目标，以更

好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由于高职院校在学生培养方面设定的目标并不适合每个学生的发展，导致学

生在认知、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升学，对于那些注重实践性、具备较强能

力的学生来说，就业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3. 选择盲目性 

根据郝天聪与石伟平在 2017 年相关数据调查，超过一半的高职学生都表达了升学的意愿[4]。然而，

在询问学生升学原因时，许多学生无法明确说明原因。这是因为他们的周围人都选择升学，因此也跟随

潮流选择了升学；或者是因为毕业后不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因此选择读书作为一种过渡；还有许多学生

盲目地追求更高的学历层次。 
需要认识到高职学生在升学方面存在较大的盲目性，会对学习缺乏兴趣，对未来的生活充满迷茫[5]。

即使是考上本科的高职生，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感到困惑，缺乏明确的规划。获得毕业证书后，他们的能

力也未必有显著提升。一些学生甚至对本科学习前景产生过于理想化的幻想，然而实际上，本科学历在

社会就业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读书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就业和学历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

必须认识到就业方面的现实问题[6]。 
史佩宇在研究高校专升本毕业生就业制约因素及对策中表示有些学生选择升入本科是为了逃避就

业，因为高职毕业后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读本科可以为将来做更充分的准备[7]。然而，这些学生对学

历的理解并不准确，考上本科后也缺乏明确的规划，在升入本科后仍然面临就业方面的选择问题。通过

专升本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就业难题，因此盲目的升学会给高职学生的生存带来许多严重问题，

这也背离了他们升学的初衷[8]。 

4. 高职学生升学策略 

4.1. 明确学习目标，做好职业规划 

职业生涯是对职业明确设想或设计的过程，其中包括明确的学习计划和成长目标，以及未来从事的

职业和单位的侧重点。制定良好的职业规划对促进个人合理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顺利进入理想岗

位，打下坚实基础，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潜能至关重要。对于高职生而言，职业规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高职学生的就业率备受社会关注。李江红.职业生涯规划视域下我国高职学生专升本问题的

思考中提出尽管数据显示高职学生的就业率较高，但就业稳定性不足，学生频繁跳槽，就业质量备受质

疑[9]。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职学生在专业选择时存在一定盲目性，对自身就业和未来发展缺乏

明确规划，许多学生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够清晰，一直处于迷茫状态，缺乏对自己未来岗位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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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行职业规划，高职学生可以更好地明确职业目标，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范围，并朝着职业目

标努力。职业规划有助于帮助他们了解所需具备的学历、知识和技能，并为此付出努力。高职学生正处

于身心高速发展阶段，人格尚未完善，容易受社会各方面因素影响[10]。即使有获得高学历的想法，也可

能缺乏坚定。而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明确目标，避免盲目行动。通过职业规划，高职学生可以

明确职业目标，避免过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职业选择上，同时对其发展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 

4.2. 开拓升学渠道，做好衔接 

为了更好地满足高职生在升学方面的需求，学校应该着重开拓升学渠道，积极与相关的本科院校合

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升学机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扩展国内或国外学历通道。 
目前，高职学生可以通过专升本等途径提升学历，学校应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条件，包括相关培训和

咨询服务。高职院校可以与本科院校合作，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规划课程和实验课程，建

立完善的专业教学体系，更好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或地区

建立友好或姐妹学校关系，通过学分互认等方式，构建课程互动模式，为学生提供提升学历的平台和机

会，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了提升专升本学生步入本科教育后的适应性，减少不良问题的出现，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可以结

合专升本学的特点来开展相关课程内容。可以单独编班，也可以将专升本学生融入本科学生的班级进行

教学。专科教育往往被称为是本科教育的浓缩，即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层次学习，因此在课程内容上可能

存在重复。因此，在建设专升本课程体系时，需要明确教学目标，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服务学生，加强

高职与本科生之间的连贯性与完整性。通过学分互认的方式提升学生对本科学习的适应性，避免课程的

重复。 

4.3. 完善升学体系，提供政策支持 

高职教育的进步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因此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推

动职业教育的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尽管职业教育已有一定历史，但其发展仍在不断完善的阶段。高

职学生的教育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尚未充分认识，缺乏完善的专科与本科衔接

机制。当前的职业教育系统相对封闭，高职学生继续深造的机会有限，希望渺茫。同时，国家政策、环

境和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未能有效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

推动制定完善的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衔接体系，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目前，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就业率，但仍有很多高职生希望进一步深造，而不是直接参加工

作。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方针政策，将专升本纳入职业发展范畴。现行的专升本考试形式难以实现学生

全面发展的理念，缺乏针对高职学生特点的选拔机制。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灵活改革教学内容，考试

知识点应符合高职学生特点，并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在选拔机制上，考试成绩应占一定比例，同时结

合学生综合表现，包括学校和班主任评价、学生自荐和面试等方式，综合考量高职学生。这样的选拔机

制更加人性化，能全面评估学生，确保升入本科的学生综合素质较强，而不仅仅关注考试成绩。 

5. 结语 

当前高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充分认识到高职学生面临的升学需求，并根据他们的特点提供相应的升学

服务，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为此，在高职教育中应注重职业规划，帮助高职学生明确职业目标并

选择他们喜欢的职业范围，努力朝着自己的职业目标发展，并了解所需学历知识和技能，并为此付出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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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校可以与本科院校相互合作，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规划课程和实验，形成完善

的专业教学体系，以更好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推动相关部门建立有效

的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衔接体系，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同时，高职教育还应不断探索促进学生升学的途径，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

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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