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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浙江高职院校招生工作思考*

俞通海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浙江省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职院校招生工作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高职招生存在

途经选择困境、队伍建设困境、宣传困境等问题，深入分析其原因后，提出强化专业建设坚持特色发展、统筹多元招

生途径、健全招生队伍、转换视角精准靶向宣传、推进校企合作、拓展生源基地等对策。建议浙江高职院校积极转变

思想观念，创新招生工作方式方法，主动迎接市场挑战，抓住机遇推进学校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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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Enroll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YU Tong-hai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enrollment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t this stage, high-level recruitment has sur-

vived many problem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specialty

construction, coordinating of multiple enrollment, improving enrollment propaganda, promot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ound-

ing students sources base and so 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 zhejiang province need to change ideas,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and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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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化教育考试

招生制度指明了方向。同月，《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

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出台，明确了2017年

浙江省高考改革方向要增加学生选择权、科学选拔

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推出了文理不分科、“专业+
学校”志愿填报模式和录取不分批次等措施。此次

改革以围绕学生发展需求为主线，极大的拓宽了考

试的志愿填报选择范围和录取几率，但从另一层面

来说，也给高校招生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尤其是高职院校。虽然高职在推进国家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饱受社会对职业教育

是“高等教育的底端”的传统观念偏见，加上近些

年高考生源减少，浙江部分高职，特别是民办高职

都出现了“吃不饱”的尴尬局面。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新高考改革既是促进浙江省高职教育发展

的契机，也是生源争夺战的新一轮比拼。

一、现阶段高职招生困境

（一）招生途径选择困境

浙江省高职招生现已逐渐形成以高考招生为主

体，提前招生、单考单招、3+2、五年一贯制等为

辅的分类考试，多元选拔录取并存的模式[1]。不同

类型考生有不同的特点，如从高考等方式录取的普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9.03.006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年09月

通高中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较好，尤其是外语水平；

从中职录取的学生在专业技能上往往更加出色。加

上不同招生途径竞争程度不同，培养方向不同，因

此在招生计划数控制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各途径的

比例构成，以满足不同专业培养需要，是当前摆在

高职面前的一道招生难题。

（二）招生队伍建设困境

多元选拔录取并存彻底改变了以往招生工作只

在 5月到 8月热火朝天忙一阵的工作形态，进入全

年招生模式，这给高职招生队伍带来了新的挑战，

也意味着过去仅靠招生部门做招生的方法已经行不

通。另外，考生志愿填报选择范围从百十个高校变

成了千万个“高校+专业”，很容易迷茫，无从下

手，而当前不少高中的生涯教育不完善，一些考生

对自身的兴趣特长了解不够深入，这就给招生人员

的工作能力提出了生涯规划辅导、自我性格分析等

新要求，因此如何组建一支适应新高考改革的高职

招生队伍也成了当下的难题。

（三）宣传内容制定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00 后”考生，其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传统介绍学校和专业的文字、图册等宣传材料

已很难奏效。个别高职另辟蹊径，开始打出“校花

牌”、“美食牌”、“酒店式公寓牌”，甚至借用流行

影视或炒作娱乐八卦消息来刺激考生眼球，五花八

门的宣传内容不仅折射出高职院校激烈生源竞争背

后的焦虑，也容易让考生对高职产生上大学就是自

由玩耍的娱乐化、游戏化印象，降低社会对高职办

学的认可度，甚至否定高职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

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的贡献，造成一定的负面影

响。所以，如何制定合适的招生宣传内容也是高职

需要深思的问题。

（四）招生宣传方式困境

传统的高职招生宣传工作形式基本都是在高考

结束后到高中发放招生宣传材料或参加集中设点的

招生咨询会，或在地方电视、报纸上投放广告。但

由于这些方式区域限制性大、覆盖面小、交流时间

短，收效欠佳。现在，随着网络平台的兴起，几乎

所有高职都在网上发布招生宣传信息，在当地门户

网站、知名高招网站，乃至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体不

断投放广告，渐渐形成“传统方式不敢放弃，网络

新媒必须占领”的信念，直接导致招生宣传经费逐

年上升。因此，到底如何选择经济高效的宣传方式

也让高职招生头疼不已。

（五）招生宣传信任困境

在面临志愿选择的重大时刻，考生本来就压力

很大，加上铺天盖地的招生宣传广告轰炸，不仅增

加考生的心理压力，而且容易使考生和家长陷入

“数据过剩，信任危机”。高职院校的招生宣传难免

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于是出现了考生宁愿花高

价选择社会第三方非专业机构，也不愿听取高职招

生人员中肯建议的尴尬局面[2]。所以，如何赢得考

生及家长信任，破解招生信任危机，也是高职招生

工作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深层原因分析

以上困难的看似由高考招生规则改变引起，其

实不然，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社会需求发生变化

进入新时代，高职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求学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高职教育发展不

平衡、供给不充分之间的矛盾[3]。社会对教育需求

变得更为多样，过去仅靠调剂录取就可招满学生的

方式已经终结。所以高职出现了弱势专业招不满和

为汲取生源而出现招生途径选择困难；出现了一些

专业因知名度和内涵建设不足，造成宣传内容的制

作困难。因此高职要破解困局，必须把握社会需求

变化，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积极推动

课程的开发和创新，打造人民满意的教育产品。

（二）生源群体发生变化

首先考生人数已经明显下滑，虽然2018年全国

高考报名人数为 975 万，创下近 8 年新高，但与

2008年的历史最高峰 1 050万相比已相去甚远，而

且之后仍将延续下降趋势[4]。生源危机的背后其实

是教育质量危机，浙江省新高考改革就是在倒逼高

职突出优势专业，淘汰弱势专业。其次，“00 后”

考生成长在网络时代，更具自主性，因而出现了宣

传方式选择困难和信任危机等问题。

三、高职院校招生的对策思考

新高考改革后依然沿用平行志愿投档方式，一

旦某专业录取分数大幅下滑，那么后续几年都很难

回到原位，甚至可能就此形成社会排名定位。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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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复杂的形式，改变高职招生工作思路已经迫在

眉睫，不能再简单的从学校角度出发，让招生部门

单枪匹马去开展工作。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外高校早

已将招生融合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等知识，明

确目标对象，从考生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持续举

办活动吸引潜在生源，向学生推销教育产品[5]。对

此，笔者建议：

（一）强化专业建设，坚持特色发展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学生的个性发展，提

升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能力，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水平。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和关键点就是专业。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

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教

育结构与布局。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

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

职业院校和专业。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综合运用招

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标准、评估等方式，引

导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因此，高职院校必须紧扣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调整

优化专业布局，大力推进特色专业、优势专业发

展，集中资源将优势专业进一步做强做大，提升专

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旗帜鲜明的特色专业（群），

并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品牌效应，坚定不移的走

特色专业发展道路。以“专业+学校”为单位的投

档方式使所有专业失去学校的庇护，直面考生选

择。一些弱势专业在市场的竞争淘汰机制下必将遭

遇生源不足的窘境，难以生存。对此，高职需及早

调整专业结构，强化内涵建设，将专业录取率、新

生报到率、证书通过率、专升本升学率、就业率、

毕业生发展状况及学生对教师评价等指标纳入专业

考核，完善预警淘汰机制。当然，对于个别国家建

设需要但暂时冷门的专业，也要制定保护措施[6]。

（二）统筹多元招生，拓展生源空间

高职要从全局出发，充分利用好招生自主权，

结合专业培养需求，统筹好多元招生途径，拓展生

源空间。如对于机械电子类技能操作性较强的专

业，可以适当扩大单考单招、3+2、五年一贯制录

取人数，畅通中职升学途径，积极构建中高职一体

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中职学生升学率仍相对较

低，实施捆绑式招生对稳定生源规模有重大意义。

而对管理类、外语类等专业可提高高考招生、提前

招生比例，以适应其培养需要。当然，高职要勇于

用面试、技能操作、优秀作品呈选等贴近高职学生

特点的方式代替传统卷面选拔，充分发挥提前招生

作用。另外，今年政府提出高职院校要扩招 100万

人，高职院系应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

精神，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完善弹性学

习制度，强化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功能，如可

适当放宽条件将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新

型职业农民等社会群体纳入招生范围，解决生源

困境。

（三）健全招生队伍，营造全员招生氛围

新高考改革要求高职必须专门组建一支长期稳定、

功能健全、精力充沛的招生队伍，能吃透国家招生相

关政策和新高考规则，提炼学校发展特色和专业优势，

具备心理学和生涯规划辅导技能，熟悉传统媒体和网

络新媒体宣传手段，并且有能肩负学校生死存亡的责

任感和随时愿意出省下乡开展工作的吃苦耐劳精神，

统筹学校招生工作常态化开展。当然，招生队伍决不

能仅限于招生部门人员构成，应该从学校层面整体布

局，强化“招生是学校发展的头等大事”的全员招生

意识，将宣传、教务、院系、基础社科、团委等各部

门统筹起来，合理分工，尤其是在专业层面，要让教

授从幕后走到台前主动介绍专业，配合开展考生咨询

讲解和宣传视频拍摄等工作，营造招生工作常态化、

全员化氛围，彻底改变“招生是招生部门的事，与其

他部门无关”的局面。学校要把招生人数、录取分数、

专业报到率等与院系、专业配套经费挂钩，将招生工

作量和工作成效纳入年度业绩考核，完善奖惩机制，

在感受危机与责任的同时也要激发全员的招生积极性。

（四）转换宣传视角，内容“走心”鲜活

高职要摒弃枯燥乏味的官方文体和晦涩难懂的

专业术语，换位思考以“00后”的阅读习惯和生活

阅历，制作贴近生活、贴近考生的形象活泼或能结

合社会热点的“走心”内容，使考生看到能引起思

考或心灵触动。另外，对外发放的宣传手册等材料

内容选择不宜面面俱到，应该有选择性的介绍学校

办学特色、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教学

质量、就业情况、创新创业以及校园文化品牌等优

势特色，借鉴成功的商业广告营销手法，设计朗朗

上口、简洁明了、易记易辨识的宣传文案传递学校

的鲜活形象特点，当然也应从帮助考生分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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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展等方面去重点介绍专业特色、毕业生发

展、专升本深造、学习生活服务设施和奖助学金资

助体系等考生最为关注的问题。除此之外，也可以

介绍学校与政府的合作项目，社会服务的典型案例

等，既能反映出学校教书育人的雄厚实力，又能树

立学校的品牌形象，让考生和家长获得亲切感。

（五）分析载体特点，精准靶向推广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讯息泛滥、媒体争艳的时

代，各路网络媒体如微信、微博、知乎、直播、门

户网等以独特的媒介特质侵袭着传统的纸质媒体和

电视媒体的传播影响力。高职绝不能以“怕丢阵

地”、“宁做错也不错过”的心态，广告乱投一气，

而是应该以融媒体思维，全面整合各媒体优势开展

宣传推广工作。如学校招生网站有着信息权威性

高、容量大、成本低、维护快等特点，应从考生信

息搜寻角度出发，醒目布局且及时更新招生计划、

历年录取分数线、专业介绍和学费信息等，界面既

要新颖精致，有可阅读性，又要简洁大方，一目了

然。同时，招生网站要打通微信公众号和学校官

网，设置来电咨询、QQ咨询、在线咨询和后台回

复等，及时答疑解惑，拉近距离增加亲和力。对社

会权威媒体和知名招生媒体，如考试院出版的志愿

填报参考书、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等，权威性

高，覆盖面广，深受考生和家长认可，要重点把

握，以醒目的学校 logo 或宣传语吸引注意力。微

信、微博、贴吧等媒体有着考生参与面广，信息频

率高，传播速度快，自我繁衍性强，信息碎片化等

特点，高职院校可以以走心的文案配合图片，并使

用流行网络语言，再加入受“00后”欢迎的动漫、

图文配音、小视频和热点事件等碎片化的推广学校

特色和招生信息，不断加深考生印象。而对传统的

报纸、电视媒体，可以利用其区域靶向性强，受众

基本为考生家长的特点，在重点生源县市宣传学校

品牌和毕业生就业前景等信息。最后，高职要积极

参加现场招生咨询会，这是学校与考生面对面沟通

答疑解惑的最好机会。

（六）推进校企合作，提升社会影响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不仅是高

职实现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提升社会

服务能力的体现，也是提升学校社会知名度和影响

力的一大利器。许多专业名称往往让一个社会阅历

浅薄、专业背景全无的高中毕业生摸不着头脑，那

么在“专业+学校”的志愿填报模式下，其招生难

度很大。但若是该专业与某知名企业有合作，会让

考生对专业的认可度和就业前景预期有明显的改

善。专业名称或许晦涩难懂，与高中学生有距离

感，可企业却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的着的。因此，

高职院校应该积极对接知名企业，借用企业的社会

影响力和知名度带动专业宣传。推进校企合作还能

扩大高职的就业优势，积极发挥就业反哺招生的功

能，以高质量就业前景吸引高质量生源。同时，高

质量就业的毕业生也会产生积极的校友影响力，以

校友和企业为学校做支撑，破解宣传信任困境。

（七）加强高中对接，拓展生源基地

高职专业设置紧贴地方产业，其生源构成也必

然以学校所在地市为主。因此，在当地筛选对口层

次高中，建立稳定生源基地是十分有必要的。除了

开展新高考政策讲座和志愿填报指导外，也可以针

对性的开展专业选修课或专业讲座，让目标学生可

以清晰的了解学校概况和专业特色。另外，还可在

高中校园内举办艺术节、科技节等比赛活动，使高

中学生在活动中认识专业，培养专业兴趣，也使得

学校和专业在高中有持续长效的影响力和紧密度。

还有，高职院校可以积极推出“大学生活体验活

动”，让高中学生零距离接触专业等。另外，2015
年起，浙江省教育厅要求加强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

划教育，但目前高中学校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体系不

完善、生涯规划教育师资短缺、生涯规划教育的生

命力不强是普遍现象[7]。对此，高职应积极组建生

涯规划讲师队伍，为目标高中学生开展生涯规划辅

导，帮助高中解决实际困难，建立良好关系，提升

学校知名度。

四、结束语

从长远看，浙江省新高考改革无疑能为高职完

善生源选拔模式，推动专业特色发展，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更好更专业的为社会培养所需应用型技术

人才。但眼下，高职院校还需透彻研究新高考方

案，扎扎实实做好招生应对工作，厚积薄发，使学

校发展有质的飞跃，实现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

建设。

（下转 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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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支付赔偿金。

③《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

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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