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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90 后 ” 长 沙小

伙 焦喜春从湖南商学院 本 科

毕业。学市场营销专业的他踌

躇满志，南下深圳找工作，进

了一家化妆品公司，月薪不到

3000 元。

“深圳消费高，光食宿就要

2000 元，每 个月根 本 存不住

钱。”在深圳工作了半年，焦喜

春想换工作。但几次面试下来，

发现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

心仪的工作。看到高薪聘请不

到技工的新闻，他内心为之一

动，思前想后，决定试试。“年

轻，不行，就重来。”

之 后， 焦 喜 春 辞 掉 工作，

回到长沙，进入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专门培训大学生的“回

炉”班。一年后，焦喜春被分

配 到上海大 众 长沙分公司实

习。不久，他成为了上海大众长

沙分公司的一名正式维修电工，

每个月工资近 8000 元。

不久前，上海大众集团举

行公司职工技能竞赛，焦喜春

代表长沙分公司参加竞赛，在

“名技”如云的技能比武中拔

得头筹，获得“维修电工第一

名”。此时，离焦喜春正式入职

上海大众不到半年。

“要成为一名精品蓝领，不

仅要学会同机器打交道，还要

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提升自

己的修养。”谈起未来的打算，

焦喜春说，希望更加完善自己，

发挥好自己的文凭和技术优势，

成为一名兼具硬技能和软实力

的工程师。      （据《湖南日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学

生们之所以选择去技校“回炉”，

原因大多是“专业就业率低”、“没

有技术，好工作难找”、“本身

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等；而现

在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

变化，他们不再端着“天之骄

子”的架子，而是愿意顺应市

场需求，调整自己的就业方向。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更是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着力

促进创业就业——这些，都让

大学生们有了足够的理由主动充

电，进入技校去习得一技之长。

技校的火热，其实也是在

释放一个信号：文凭已无法再

成为就业的灵药。从“务虚”到“务

实”，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国家教育

部也表示，将多措并举支持部

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对大学

生去技校“回炉”感到惊讶，这

也算不上中国特色，其在欧美

等发达国家也一直存在，甚至连

硕士、博士，就业前都必须拿

到符合相应岗位要求的职业资

格证书。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

教育变为大众教育，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让一部分大学生接受

相关技能教育或培训，在毕业

时实现从校门到厂门的“一站式”

就业，这也应当成为一种趋势。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如

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

新瞬息万变，作为年轻而有活力

的大学生，更不能吃文凭的老

本，而应抱有学无止境的追求，

做到文化基础扎实，技术水平

过硬。也只有这样的青年，才

能在大发展的时代里大有作为。

“进修”班上多知音
说起在技校学习烹饪的经

历，彭凯瑞认为最大的收获不

在于厨艺，而在于“知音”。

最初进校学习，彭凯瑞一

度怀疑自己“四年本科白读了”，

居然沦落到来学炒菜。但让他

惊讶的是，同一个烹饪班上，

他居然遇到了十多名本科生，

“大多数是三本院校的毕业生，

他们有的是应届毕业生，有的

则是闯了几年后还是打算学门

技术，也方便换行业”。

与彭凯瑞关系最铁的蔡航

也是因为学厨而改变了自己的

事业线。四川师范大学英语专

业毕业的他在华天酒店找到了

工作，白天做厨师，晚上还能

偶尔做做英文翻译，一人分饰

两角，月薪过万。

彭凯瑞说，去技校“回炉”，

让他们受益良多。尽管也会面

临质疑，“但生活是现实的，求

职不顺、就业坎坷是实际情况，

一心端着‘我是大学生’的清高，

其实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90 后小伙想当“精品技工”

热衷于学技术的不仅仅只

有男生。

在深圳市的保姆学校——

中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大学

生学员在该校学员中所占比例

已经越来越高。据该校董事长

朱凤 莲介绍，短短三个月里，

已经有 40 多名大学毕业生到

该校接受培训，约占学员总人

数的 8%。

毕业于河南开封教育学院

的河南籍学员谢雨含参加育婴

师培训的目的很明确 ：“第一，

当前就业压力大，我想学一门

技能，靠自己的能力吃饭。第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育

婴师需求量会越来越大，现在

基础打好了不仅能找到工作，

而且有利于将来自己在这个领

域创业。”

而毕业于湖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的沈婷婷则在专心学习

如何给婴儿喂奶。尽管有人认

为大学生当保姆很“掉价”，但

她却很有自信：“即便是当保姆，

我也要精益求精，做一名能提

供更优质、更全面、更高端服

务的‘超级保姆’。”  

          （据《楚天都市报》）

女大学生的“超级保姆”梦

（上接 A04 版）

■技校里的“大学生班”

攥着大学文凭，还“降格”到技校念书，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如今，大学生技校“回炉”的新

闻却是屡见报端。不少技校也看到了这股趋势，纷纷推出了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培训班。

“如今的大学生放得下架子”
长沙 新东 方烹饪 学 校 就

有“大学生技师班”，学制一

年，2013 年 招 了 52 名 本 科、

专科毕业生，“还一年比一年

火，2014 年就招了 74 名本科、

专科毕业生”。该校招生处负责

人黄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以前，大学生对当“蓝领”

并不感冒，而家长的传统观念，

也制约了学生在 就 业 上的选

择。但如今，就业形势不算好，“回

炉”学习的人便多了起来。

黄文还表示，其实学校成

立“大学生技师班”的初衷是

招收应届毕业生，结果报名的

却多是往届毕业生，应届生只

占三分之一。“很多应届生求

职姿态高，放不下架子，宁愿

坐在办公室里拿 1000 元的月

薪，也不愿到一个月能挣四五

千的餐馆去。可工作几年后，

经历了一些挫折，更面临生活

的压力，重新学门技术来傍身

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大学生技工不仅吃香，更能成“工王”
除了湖南，技校里的“大

学生班”也是全国“开花”。

2005 年，沈阳市第一机床

厂技校成立“大专班”，顺利地

招到了想“回炉”掌握一技之

长的 50 余名大学生。近两年，

每年大连市技师学院都有近 10

名大学毕业生到校“回炉”；

2009 年，武汉铁路桥梁高

级技工学校开设首届“大学生

班”，当年招收了56 名大学毕

业生。还没等毕业，就被中铁

大桥局下属的各个国企单位一

抢而光。该校的副校长李舒桃

认为 ：“大学生班培养的是‘工

王’，是能带队伍、能解决问

题的高级技术人才。”李舒桃

说，大学生“回炉”当技工，优

势不在技能和经验，而在于综

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他表

示，一般工地上普通工人要成

长为中层管理人才，至少需要

10-15 年时间，而大学生技工

的成长周期明显要短得多。

■大学老师论“回炉”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大学生技校

“回炉”，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

背景下，大学生的多元化选择。

大学并非教育的终点，一个人读

完大学，完全可以继续接受其

他各方面的教育，技校的职业教

育就是其中之一。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范先佐：大学教育是一种通识

教育、素质教育，我们不可能要

求高校全部按市场需求来教学。

从学生就业的角度考虑，将来

应该让大学与一些规范的培训

机构强强联合，使学生同时具

备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河南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
心主任郑东方：总体上看，毕业

生并不全需要“回炉”。如今高

等教育发展已进入多样化阶段，

研究型大学、科研教学型大学、

教学型大学等纷纷出现，这就

要求高校要分工明确，既要有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

型人才的学校，也得有培养引

领社会发展的尖端型人才的学

校。比如，“985”高校和“211”

工程高校渐渐向研究型大学全

面转型，其目标就是要培养专

家、教授等高精尖研究型人才；

而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的高等职

业院校，其目标是为企业培养

高级技术熟练工人。

■专家支招

顺应时代要求，选择最合适的就业道路
陈翰文 （湖南省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

对于大学生技校“回炉”，

陈翰文认为，这与国家教育的

时代性有关，应该要辩证看待。

“大学生上技校，与国家

如今面临的高级技术人才缺乏

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两大

现象息息相关。在两种现象

同时出现的背景下，一批自主

性较强的学生就有了对‘文凭’

和‘技术’的比较。”不过，陈

翰文也认为，传统高等教育和

职业技术教育各有特点，不能

片面地说哪个更好，最重要的

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道路。

因此，对于本科大学生是

否要去技校“回炉”，陈翰文

建议分两种情况 ：首先，学生

自己对职业要有初步规划，想

学技术，就要先想清楚是否能

吃苦、是否不介意外人的眼光；

其次，学生要充分了解自己属

于“理论派”还是“实干派”，

个性强势主动的学生更适合

学技术。“当然，最理想的‘回

炉’还是学有所成，结合在大

学培养的学习能力、理论基础，

再进入技校锻炼实践能力和动

手能力，将理论和实践结合，

学生在职业道路上便能更快更

好的发展。”陈翰文说。

陈 翰 文也 提 醒，“ 回 炉 ”

并非适合每个人。“不是人选

择职位，而是职位选择最适合

的人。如果盲目‘回炉’，不仅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

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 编后

不要文凭要手艺，名牌大学生技校“回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