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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金震

“3+4”分段培养诞生的那一刻，由
于与生俱来的“升本”光环，立即引起了
中考家庭注意，收入学生的分数也是居
高不下，甚至成为部分高分考生的选择。
“3+4”也从开始只有三所学校试点，到
今年已经有了12所学校进行招生，让中
考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成了学生转段
升入优质本科高校的“快车道”。

“3+4”可选择空间扩大

山东省推进“3+4”中职与本科高
校分段培养招生试点，当时作为新鲜事
物从青岛、潍坊和德州三地试点。2013
年在青岛推出这一招生模式时，普通高
中录取已经到了后半程，参与试点招生
的中职学校分别是山东省轻工工程学
校、青岛电子学校和青岛华夏职校，每
所学校各有一个专业参与录取。由此开
始，“3+4”一步步走上被火热关注的道
路，加入试点的学校和专业也越来越丰
富。
“3+4”总体招生相对稳定，但从历
史长轴上来看，变化还是存在的。2018
年，青岛市“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
点中等职业学校有11所，共计14个专
业点，衔接本科高校5所，培养规模711
人。今年3月份，青岛市召开2019年招
生工作会议，政策中明确了多项有关中
考的变化，其中提到继续开展“3+4”对
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政策保持稳定。还
将争取省教育厅的支持，拟对部分“3+
4”合作的本科高校进行调整，适当增加
部分招生计划。
今年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

单个看不少学校减少计划，但最终总体
招生计划数是增加的，开展招生的学校
达到了 12所。从非师范类来看，比如，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增加服装设计与工
艺专业，招生 35人，与青岛科技大学
（高密校区）衔接本科；增加了城阳职
业教育中心学校，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
作专业招 35人，与青岛农业大学本科
动画专业衔接。
从“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师范

类来说，青岛幼儿师范学校和山东省平
度师范学校计划也增加了，招生计划均
增加了两人。还有的学校调整了衔接的
本科学校，比如，青岛交通职业学校从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调整为青岛理
工大学（临沂），实现了汽车运用与维
修和高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衔接；山东
省轻工工程学校的模具制造技术专业，
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调整为山东
科技大学（泰安校区）。

热点校和专业收分一向不低

由于三年学业合格经过相应考核测
试可转入本科院校，所以在 2013年开
始推动试点时，“3+4”就表现出了火热
态势，有的学校收分一点都不低，比当
年普通高中录取控制线还高。之后就更
成了部分家长和考生关注的焦点。在今
年半岛都市报组织的中招会上，家长面
向职业学校发问最多的，其中之一就是
关于“3+4”的分数。
目前，从成绩的计算方式上来说，

“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本科，计算语
文、数学、英语（含听力口语）、物理、化
学、历史、地理、生物 8门课，满分 780
分，同分考生按照数学、物理、化学、语
文、英语（含听力口语）、历史、地理、生
物的顺序，依次比对成绩，优先顺序科
目成绩高者优先录取。
记者梳理了近三年的录取线发现，

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专业和学校，分数
基本在普高线上下波动，甚至差距只是
0 . 5到 2分。比如青岛电子学校与普高
线的距离越来越近，也有学校保持在相
对稳定的分数上。师范类有关的“3+4”

则一直很热，如青岛幼儿师范学校学前
教育专业2017年与普高线差距为6.5分，
到2018年则缩小为2.5分。山东省平度师
范学校的小学教育专业，只面向平度市、
胶州市、莱西市、即墨区、西海岸新区招
生，分数也不低。从高分考生上来说，记者
从部分职业学校获悉，“3+4”得到家长和
考生认可，每年都有一批高分考生选择
这条路，最后转段成功率基本都挺高。

职校与高校对接尤为重要

从志愿填报上来说，“3+4”本科为
提前批志愿，很多成绩恰好“踩线”的
考生，尤为关注“3+4”的招生。“是否选
择这条道路也得结合学生情况。有的学
生即便勉强升入了普高，但三年后还是
要面对高考的压力，不能保证就百分之
百上本科。”在青岛华夏职业学校副校
长马瑞香看来，“3+4”就明显不同了，
学生在完成中职阶段学业且过程考核
合格后，参加春季高考知识部分的文化
基础知识考试及衔接本科高校组织的
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就
可以直接进入对口高校学习，且对口高
校是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理
工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优质高校。
在青岛电子学校崔西展校长看来，

“3+4”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报名的
人也就多了起来，录取分数自然有水涨
船高的过程。其实，“3+4”培养最早是
在山东提出想法，2012年江苏省率先进
行了推动，山东省随后进行了相应的跟
进。从全省开展“3+4”的工作看，青岛市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起点合作的院校层
次也比较高，省里给予的支持力度也很
大。他认为，已经推行了多年的“3+4”招
生，应该到时候进行一下总结了，对现行
培养方案进行盘点，站在中职和高校
的不同角度思考，将“3+4”推向更加
完善的方向。“如果要保持项目的长远
发展，育人质量是最为关键的，所以学
校与高校之间应该更加密切，让高校
提前介入到学生的培养过程中。”
“最开始招收3+4学生的时候，对
学校培养方案确实有考量。”青岛科技
大学招办刘金鹏老师介绍，但从后来的
发展来看，生源质量越来越高，在高校
里的发展也不错。他认为，“3+4”重点
在于高校与中职的沟通，双方联合制定
人才培养的方案，并在沟通中对培养方
案及时进行调整。他们承担了多所学校
和专业的“3+4”，将学生安排在职业培
育优势明显的高密校区就读，高校与中
职还共同跟进学生的成长，推进与中职
学校在培养方案上的调整，把这部分学
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才。

“3+4”，一条升本“快车道”
试点学校从最初3所增加到12所，一些高分考生也选择“尝鲜”

案例

由于“3+4”已经试行了多年，已经有
了成功转段的毕业生，这个项目的关注度
也高了。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部分学
校“3+4”本科项目，收入了一批中考高分考
生，毕泽田就是其中的一名。她2016年中考
选择了“3+4”，入读于计算机应用专业。今
年刚刚结束了春季高考，感觉自己发挥得

还不错，专业课成绩还是全班第二名，转段
进入青岛科技大学应该十拿九稳。
她在 2016年中考时成绩不低，当

年的普高线分数为 610分，而她的中
考成绩在 640分左右，远远高于普高
线却选择了职校。她告诉记者，看到
身边同学都报了普高，自己当时心里

也纠结过。“这个分数进入不了优质
高中，依照我自己的性格，即便是进
入普高学习，肯定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当了解到“3+4”的升学路径后，
也跟父母进行了交流和沟通，最后还
是坚定地选择了“3+4”。
在她看来，职校的学习环境很适

合自己，文化课上的压力比普高小
些，有充足的时间发挥艺术特长，实
现了技能和文化课双傍身。她觉得，
自己的这条路选对了，至少已经能够
进入一所不错的大学，而且成绩合格
毕业后会拥有本科学历，算是通过另
外一种途径实现了大学梦。

她中考考了640分，却用“3+4”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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