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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社区长

廊里绘画创作。

本报记者
孙梦莹 摄

4 月 19 日，北京市教

委印发了《关于 2022 年义

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

见》，积极稳妥推进以“多

校划片”为主的入学方式，

把就近入学落到实处。多

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对应

多个小学、初中的入学资

格。目的是改变“单校划

片”产生的社会问题，把学

生入读小学、初中由“一对

一”变成“一对多”，用“电

脑派位”分配学生入读的

学校，由此削减学区房带

来的入学优势。因教育资

源的争夺引发民生资源市

场的乱象，不应是发展教

育的附属品。

当学区房优势从高位

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帮

助家长冷静下来，回归初

心，关注孩子学习本身，正

确看待入学名额分配的原

则——“均衡”。

“均衡”之于学生个

体，不只是“等量”。适合

孩子的就是最好的，“均

衡”应是和学生原有能力

水平、发展潜力相谐。考

试成绩只是教育的一部

分，让孩子拥有强健的体

魄、良好的性格、优秀的

学习习惯，保留求知欲望

和自信，这才是教育更重

要的意义。毕竟义务教

育的目标是培养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均

衡分配教育资源的的意

义就在于给予更多孩子

多元的生态环境，实现真

正“均衡”的教育。

诚然，学校的师资力

量、社会认可度等因素都

会影响家长的选择。家

长们抢资源去“名校”的

背后，无外乎给孩子提供

一 个 优 越 的 就 学 环 境 。

然而，现有的学校教育教

学资源配置并不均衡，确

实加重了家长的担忧和

焦虑。因此，继续逐步让

这一资源均衡是解决家

长焦虑的关键。政府在

多年前就开始探索的优

质校集团办学模式，整体

提升区域办学水平，以达

到 教 育 资 源 均 衡 的 目

标。此外，社会力量参与

到义务教育中，也为中小

学 教 育 贡 献 了 巨 大 力

量。例如，科研单位、文

化团体送课进校园；实践

基地提供教育机会；教师

轮岗让优秀教师资源普

惠于更多的学生。

一步一步的改革变化，

指向了一个目标——让学

生享受均衡的教育资源。

在学校育人的主战

场，“双减”政策让学生的

课业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作为一线教师，为了增效，

我们启用探索项目式教学

的新模式，全市范围内研

讨学习，探索尝试。同时

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基础

学情，针对不同水平的学

生有不同层级的问题、任

务及作业。这一切改革措

施，都是为了让每一个孩

子能从自己的能力起点出

发，不断成长进步。

我憧憬着，每一个学

生，在每一所学校中，在这

个大社会的每一个地方，

都能享受情感丰润、心智

通透的教育。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教师 尚 昱）

均衡教学资源 服务学生发展

本报讯（记者邱乾谋）
教育部日前举办新闻发布

会，介绍教育系统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新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有关情

况。有关负责人表示，新法

要求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

点的考试招生制度。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

长邓传淮介绍，新法着力

建立健全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纵向贯通，形成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完整通道，规

定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

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

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

等学校实施；支持在普通

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职

业认知、职业体验等。横

向融通，构建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的“立交桥”，规定国

家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

教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

以及其他学习成果的认证、

积累和转换机制，促进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

果融通、互认；规定职业学

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职

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和其

他学校等都可以开展职业

培训。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

绍，长期以来，社会普遍认

为，职业教育是一种低层

次的教育，学生上升通道

不畅、不宽。新法规定，职

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职业

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

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有关

专业实行与高等职业学校

教育贯通的招生和培养；

高等职业学校和实施职业

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当

在招生计划中确定相应比

例或者采取单独考试办

法，专门招收职业学校毕

业生。

除了设立本科层次职

业学校，新法还为两个方

面的探索预留了空间：一

是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本

科职业教育专业，二是在

专科层次的职业学校设置

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这些

都充分表明，职业学校学

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

以上本科，从法律层面畅

通了职业学校学生的发展

通道，给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上大学开了一个口子，

这必将大幅提升学生上中

等职业学校的积极性。

新法要求，统筹推进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协

调发展，建立符合职业教

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

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学习成果互通互认。把中

等职业教育作为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的基础教育，

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

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

合格文化基础的生源，突

出中职教育的教育功能，

提升认可度，让职业教育

真正成为就业有能力、升

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的

教育类型。

（上接第1版）

学生可选择退出贯通项目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作为“北

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中职

学校之一，从2017年开始参与高端

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

目。该校副校长郑艳秋表示：“贯

通培养符合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

教育公平原则。从我国人才结构

来看，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技术

技能型人才。学生在高中阶段就

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不仅有

利于强化其职业能力，更有利于厚

植其职业情感和职业理想，减少学

生在十六七岁时出现‘迷茫期’的

情况。”

高本贯通项目的学生在完成

基础文化教育阶段后，在进入专业

教育阶段之前可申请调整专业；中

本贯通项目的学生原则上不予调

整专业。高本贯通项目的学生中

职阶段和高职阶段注册为所在高

职院校学籍，本科阶段注册为合作

本科高校学籍；中本贯通项目的学

生，中职阶段注册为所在中职学校

的学籍，高职阶段和本科阶段注册

为合作本科高校学籍。依据学生

个人意愿，允许学生在完成中职或

高职教育后选择毕业退出本项目，

由学籍所在学校颁发相应学段毕

业证书，毕业后学生不再具有贯通

培养资格。

在校期间获奖可免试转段升学

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副处长余

俊说，贯通培养学生在完成上一阶

段学业后，经考核达到转段升学条

件者，可升入下一阶段学习。从中

职到高职的转段升学工作按各院

校制定的相关规定执行。从高职

到本科的转段升学工作纳入“专升

本”范畴，按照市教委当年印发的

贯通培养专升本转段工作的相关

政策文件执行。这就意味着，学

生只有达到专升本转段要求，才

能成功进入大学学习。

未能通过转段升学的学生，符

合留级条件的，可选择留级到本学

校下一届开设相同或相近专业的

班级学习，如该校下一届未开设相

同或相近专业，需从当前所在学校

毕业；学生留级一次后若仍未达到

转段升学条件，要从当前所在学校

毕业。对不符合留级条件的学生，

由当前所在学校按照学生当前所

在学段的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学生在校期间如因个人原因

提出转学，将视为自愿放弃贯通

培养资格；如因个人原因提出休

学，按照相应学段学籍管理规定，

对符合复学条件的学生，可转入

该校贯通培养下一届开设的相同

或相近专业学习，若该校下一届

不再承担贯通培养任务，则不再

为学生保留贯通培养资格。学生

在校期间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获得奖项且品德优秀者，经

所在学校申请和市教委批准，可

免试转段升学。

教育部将建立职教特色考试招生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