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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


　　国务院总理李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深化“双减”，推动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


　　对于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有不少网友期待扩大普高招生规模，减少甚至取消中职，普及普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甘华田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实施十年制义务教育”建议，也再次引起舆论关注，不少网友认为这可以缓解普职分流焦虑，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其实只有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推进职普融合发展，给学生多元的成才选择才是正道。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对推进职普融合发展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主题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高中，推进高中教育战略性转型》的提案，建议按高质量标准，建设融普通高中课程与中职技职课程于一体的综合高中，推进学分制教学、管理，这为实现基础教育的扩优提质，提供了一个可行路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2023年我国普通高中招生967.8万人，中职招生454.04万人，普高招生与中职招生比2.13比1，而不是“网传”的1比1。但即便如此，家长还是希望提高普高录取规模。


　　即便让所有初中毕业生都上普高，学生的负担和焦虑会减轻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普高也存在明显的办学质量差距，各地都有重点高中、示范高中、一般普高、民办普高等，在这种情况下，中考是不可能被取消的，为进更好的普高，学生还是会展开升学竞争。而且，有一部分进普高的学生并不适合普高教育，但被裹挟到应试竞争之中。调查显示，每年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也有一部分人高考分数在200分左右(满分750分)，有的省份的理工科本科录取分数线不到300分，如果所有初中毕业生都上普高，参加普通高考，会有一部分学生的高考分数为100分左右，这样的普通高中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当前，考虑到职业教育存在低人一等的现实问题，建设综合高中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这是借鉴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的高中办学模式，在综合高中中开设普通高中学术课程与中职技职课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自主选择，在高中毕业后，结合选修课程情况与未来职业发展，申请普通院校或职业院校。当前，我国也在推进综合高中建设，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就提出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地区和学校率先开展特色办学试点，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职普融通。


　　要办好综合高中，需要重视对技职课程建设的投入，并建立与普通高考平等的职教高考制度，避免综合高中普高化。由于我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91.8%，我国已经具备了办好综合高中的现实条件。努力推进综合高中建设，可以促进高中多样化发展。


　　就此而言，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尤为重要。我国要拿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硬招和实招来，切实解决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不高这一现实问题，以职普融合，建设高质量综合高中，破除社会存在的唯学历、唯名校用人导向。
 【编辑:房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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