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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剑桥大学第一大海
外生源地，每年大陆申请人数
在2000人左右，最终入学人数
在200左右。

据悉，剑桥大学最热门的
专业包括自然科学、工程、医
学、法律和计算机等，剑桥大学
官网显示，2023 年自然科学、
工 程 专 业 申 请 人 数 均 超 过
2000 人，此外，数学、经济和
HSPS（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
申请人数也都超过了1000人，
而这些专业同样备受中国学子
青睐，如本次珠海一附实验中
学的 4封录取中就有 3封来自
工程，1 封来自数学。而录取

率较低的热门专业有计算机、
经济等，徘徊在 10%左右，来
自 ULC 剑桥国际高中的学子
就收获经济专业的预录取。

2023 年，剑桥大学共发放
了 4590 封录取，这一数据在
2022 年是 4238；相比之下，牛
津大学发放的录取数量更少，
2023年约发放3700封。不过，
2024年，牛津剑桥两所英国顶
尖高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录取
有明显增长，共计录取突破420
人，增幅超过10%，在录取数量
增加的同时，录取专业也越发
多元，今年教育学、设计、地理
等专业均有中国学子的身影。

在职业院校，订单班并不是什
么新鲜名词。与普通招生班不同之
处是，订单班学员由特定企业委托
学校培训，通常是为了满足企业对
特定技能或岗位的培训需求。

部分中职订单班的下滑拐点，
出现在疫情期间。广州市旅游商
务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广州旅
商”）是餐饮界老牌中职学校，素有

“粤菜师傅黄埔军校”的美誉。该
校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学校
与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广州酒
家合作开设的定制班有学员 89
人，其中，白天鹅定制班学员 43
人，花园酒店和广州酒家定制班各
23人；到了2021年，白天鹅定制班
学员就减少到28人，其他酒店定
制班人数更掉到个位数。2022年，
这一态势还在继续。

广州旅商副校长黄国庭回忆，

早在十年前，学校为解决中职学生
升学和就业的矛盾，在多个专业实
施现代学徒制“三元融合”定制班人
才培养模式，与企业、高校联动，合
办定制班。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机
会、就业机会、高校大专升学资助以
及有关课程学习协助，为学生提供
更多元的就业、升学及职业规划的
选择机会。当时，广州旅商和白天
鹅宾馆、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三方合作，学生在中职读完后，可
以考入华师边工边读，既能提升学
历，也获得了一份工作。首届订单
班颇受欢迎，有50名学生入读。

“2013年，我们学校的升学率
才 30%左右，2023 年，已经成了
83%。”黄国庭认为这可能是当下订
单班遇冷的一个原因。

公开数据显示，升学正成为主
流——据统计，除广州旅商外，广州

财经商贸职业学校升学比例约
86%，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2023年
学校高职高考上线率92.05%，预计
未来上涨态势不减；中高职贯通培
养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广州市中
职学校毕业生升学率较2020年增
长10.7%……

几名校长谈到，当今人们普遍
以学历为重，中职毕业的学生年纪
尚小，家长优先考虑升学，“参与订
单班的学员人数下降，主要原因是
学生升学渠道多元化，三二分段专
业增多，更多学生选择先升学再择
业；其次是企业用工模式较传统，对
学生吸引力不足。”

订单班遇冷，企业也感受到了

寒意。广州酒家培训学校校长李鸿
朝认为，订单班是否萎缩，主要取决
于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同程度。尽
管订单班招生情况不如从前乐观，
2023年 11月，广州酒家还是与广
州旅商展开校企深度合作，开展了

“2023 级粤菜师傅现代学徒制企
业订单班培训计划”，计划招收30
名学生。

从传统订单班到“订单班培训
计划”，有何不同？李鸿朝介绍，当
前通过构建“专业+技能”“培养+
就业”等模式，校企合作的订单班
是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
度融合一种迫切需求，从“班”到

“计划”，与时俱进，订单班会有所
改变，所展现的模式会变得更专
业、更实用和更多样。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实习生 梁曼欣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市一所中职学校日前公布了其年度质量报告，当中一组数据
值得关注：与企业、高校联动合办的订单班招生遇冷，近三年参与学员
逐年下降，相较2020学年，2022学年订单班学员人数近乎腰斩。

与企业联合办班、为企业定向输送人才，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
重要方式之一。这类被称为“订单班”或“定制班”的模式，在提升学生
职业素质与技能、促使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等方面，曾发挥
积极作用。但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近三年，广州开设订单班的部分
中职几乎境遇相同：订单班数量在萎缩。

曾红极一时的订单班，为何近三年变得越来越小众？什么样的订单
培养才是学生真正需要的？走过20多年历程的订单班，该何去何从？

除了中职学生就业意愿
减弱，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带
来的用工需求变化，是订单
班萎缩的另一原因。由于行
业性质原因，广州市交通运
输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广州
交 运 ”）2023 届毕业生升学
率并未超过 50%，这个数据
在市属中职中并不高，但广
州交运依旧面临着订单班减
少的局面。该校招生就业科
副科长蔡颖认为，原因就在
于交通运输行业的升级改
造，对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蔡颖说，单从广州交运
订单班学员情况看，一年后
的就业保持率在80%，“留得
住”“好用”曾是企业对该校
订单班学员的评价，其中，和
车企丰田的订单班合作，更
是达到连续三年 90%以上的
就业保持率。但近三年，订
单班情况出现了拐点，“产业
转型后，岗位对学生的要求
高了，我们目前的培养层次
很难符合企业的需求，所以
我们现在也需要升级改造。”

如何让学生适应企业岗
位的新需求，成了摆在中职
学校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延
长学制，成为路径之一。记
者获悉，就在今年 1月，广州
交运和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广汽埃安达成协议，将在
新能源汽修专业试点五年长
学制培养，中高职一起打磨
设计课程，企业出导师参与
人才培养，2024 级该专业新
生将在中职读五年，尔后拿
到大专文凭。

“中职是职业教育的基
础，职教要产教融合才能够
有发展。如果学生都升学，

和企业需求脱节，对于职业
教育是不利的，”蔡颖说，“企
业的认可是对我们培养质量
最大的认同。订单班可能慢
慢会向现代学徒制方面去转
变，单靠中职来实现，基本上
是不太可能，肯定是要再依
托高职才能做得到。”

随着中职升学渠道的日
渐多元，“钉死”在一家企业、
只为其学习三年的模式失去
吸引力。此外，随着企业转
型升级，中等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就业岗位在逐步减少，

“企业都不需要这类人才了，
谁还跟你订呢？”广州市职
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学会会长
杨志勇说。

杨志勇分析认为，中等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
可能也要从原来的具体某个
专业向专业大类过渡。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
的本质特性，也是职业教育
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中等
职业教育的出口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现在的产教融合就
应该联合下一个出口——高
职院校。“未来，一种‘新订单
教育’模式应该是，高职和企
业一起向中职订人才，中职
人才培养规格、相应的职业
能力和相关要求，应该是按
照高职跟企业的共同要求而
产生。”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职校
长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
为，解决目前订单班遇冷的
一个途径是中高企一体化培
养人才，三方统筹学生实习
实训，让学生升学无忧，就业
无虑，三方共同发力，才有可
能让订单班重新焕发活力。

产业升级，中职高校企业三方合力或是趋势

中职生升学成主流

中职订单班为何遇
冷？

学生“卷升学”、产业升级是主因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图/剑桥大学官网

剑桥大学发布2024预录取
广东多校迎突破

北京时间 1月 24日起，英国剑桥大学各
学院2024年预录取结果相继出炉。中国学
生的录取人数相比去年有了显著的增长。本
次录取有哪些特点？广东省有何突破？记者
进行了一番梳理。

广东学校亮点多
预录取结果显示，中国大

陆地区排名前三的省（市）依旧
为上海、广东、北京，江苏紧随
其后。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有
近 30 所上海地区学校收获了
剑桥录取，由上海光华启迪、领
科教育上海校区、上海中学国
际部等领衔；北京地区则由十
一学校国际部、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领衔。

也有表现亮眼的黑马 。
例如福建省首枚剑桥录取便
在今年花落厦门，湖北省宜昌
市、湖南省长沙市也均有学校
收获录取。

对于广东省来说，剑桥大
学录取总数仍位列中国大陆地
区第二，不过，这一数字与“领
头羊”上海的差距正在迅速缩
小，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依旧强
势霸榜的深圳国际交流书院，
揽获33枚剑桥大学录取，这个
数字不仅位列广东省第一，在
全国范围内的学校也“断层领

先”。此外，广东省珠海一附实
验中学国际部收获 4 枚录取，
连续五年收获牛津剑桥录取。
深圳市博纳学校、圣比斯（东
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学校也均
有录取入账。值得一提的是，
广东碧桂园学校在今年的剑桥
录取中取得强势突破，共收获
12枚录取，相比去年的 5枚有
着大幅提升。

放眼广州，多所学校也各
有收获。ULC剑桥国际高中、
广州亚加达国际预科均有学子
收到录取。广东实验中学 AP
国际课程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国际部也分别斩获1枚录
取，其中前者被剑桥大学三一
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录取，后
者录取专业为自然科学。广州
外国语学校与荔湾爱莎合作的
IBDP项目今年也迎来收获，其
自主培养的第二届学生在今年
斩获剑桥大学录取，官方消息
显录取专业为数学。

热门专业热度不减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胡雨潇

2023 年，美国大学延续疫
情以来不强制要求学生提交标
化成绩的做法，如 ACT（美国
大学入学考试）和 SAT（学术
能力评估考试）成绩。然而，从
本季录取结果来看，学术成绩
仍然受到重视。

以达特茅斯学院为例，97%
的被录取学生在高中班级中排
名前10%，已知在班级中排名第
一或第二的学生有147名。在
不强制要求提交标化成绩的情
况下，75%的录取学生在申请中
提交了分数，其中50%在1480-
1560分之间。在杜克大学的录
取名单中，仅35%的学生没有提
交标准化考试成绩。波士顿大
学招生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已提

交标化成绩的被录取学生的
SAT平均成绩为1454分，ACT
平均成绩为32分。

除了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回
暖，“全球视野”“跨学科能力”

“社会责任”等字眼也是各高校
录取公告中的高频词。

布朗大学在该轮本科申请
中增加了新的问题，分别是“写
出三个最能描述自己的词”“最
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果可以
教任何课程，你会教什么”，以
及“ 为 什 么 想 加 入 布 朗 大
学”。布朗大学副教务长兼招
生 主 任 洛 根·鲍 威 尔 (Logan
Powell)表示，被录取者们的回
应十分出色——他们表现出非
凡的创造力和对探索跨学科问

题的热情，这对解决世界面临
的复杂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埃默里大学招生主任马克·
巴特（Mark Butt）则称，“这批
即将到来的学生以其卓越的全
球视野脱颖而出，这种品质为他
们应对今后的挑战奠定了基
础。”巴特说，“他们在处理公民
参与、可持续性、公平和正义、人
工智能和公共卫生等问题时，表
现出的思想格局将在处理全球
议题时发挥积极作用。”

不同高校的招生要求各不
相同，折射出独具特色的招生画
像。除了标化成绩的“硬实力”，
跨学科素养、国际视野和社会责
任等品质的凸显也将助力学生
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第一代大学生，是指父母
双方都没有接受过高中后教育
的大学生。这个身份与申请者
父母的出生地无关，只取决于
父母是否毕业于四年制大学。

在被杜克大学录取的 806
名学生中，第一代大学生占比
为13%。2023年 9月，《纽约时
报》曾将杜克大学描述为美国
经济最不多元化的精英大学之
一。杜克大学本科招生主任克
里斯托夫·古滕塔格（Chris-
toph Guttentag）表示：“当我
们看到第一代学生的数量和计
划申请经济援助的学生的数量
时，我们不仅对申请人的学术

质量感到震惊和高兴，而且对
他们所代表的广泛背景感到高
兴。”在本轮早申中，有一半以
上的被录取者表示将申请经济
援助。

相比 2023 年，布朗大学录
取 的 第 一 代 大 学 生 增 加 了
4%。这批被录取的学生反映
出学校对来自不同地理和经济
背景的学生的支持。

在巴纳德学院提前录取的
申请者中，17%是第一代大学
生，相比2023年的 12%增幅显
著。达特茅斯学院的录取名单
也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学生
将成为家庭中上大学的第一

代，打破历史最高纪录。除此
以外，在这批入选者中，超半数
人有资格获得相应的奖学金。
在波士顿大学的提前决定中，
21%的入选者为第一代大学
生。

虽然第一代大学生不一定
来自经济困难的家庭背景，但
不可否认的是，该群体的贫困
比例明显高于非第一代大学
生。据 Common Application
统计，来自低收入地区的高中
学生的申请增长率高于总体增
长率，比 2019-2020 年申请季
增长了 52%。从总体上看，学
生的经济背景趋向多元。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早申
是平权法案被推翻以来的第
一个招生周期。2023 年 6月，
美国最高法院在针对哈佛大
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的两起案件中推翻平权
法案，限制了各院校在招生中
考虑种族因素。为了确保少
数族裔学生的录取机会，不少
学校做出了新的尝试，但新方
案更多地表现为对本土少数
族裔的照顾，国际生的竞争压
力有增无减。

今年的提前录取，哈佛大
学第一次在录取过程中不考虑
种族因素，招生官将无法在招
生过程完全结束之前获得有关
种族或民族的数据。达特茅斯
学院的招生官也无法获得种族

和民族数据。作为替代方案，
学院引入了额外的问题，以便
申请人提供有关其个人背景、
经历或观点等额外信息。

弗吉尼亚大学副教务长格
雷格·罗伯茨（Greg Roberts）
表示，为了增加新生代表性，该
校与弗吉尼亚州的 62 所高中
合 作 ，在 本 轮 早 申 中 ，就 有
1085 名 申 请 者 来 自 这 些 学
校。该校录取结果显示，印第
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学生的
申请增加了 35.3%，来自夏威
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学生的
申请人数增加了 153.8%，非洲
裔 申 请 者 比 去 年 增 加 了
11.2% ，亚 裔 申 请 者 增 加 了
3.1%。唯一明显减少是白人申
请者，较去年下降0.9%。

“这是一个更广阔、更多元
的学生群体。”达特茅斯学院副
校长兼招生和经济援助院长
李·科芬（Lee Coffin）对今年
早期申请人群的广度和深度感
到震惊。在本季早期决定中，
达特茅斯学院收到了 3550 份
申请，比去年创下的最大申请
数纪录增加了18%。

巴纳德学院凭借 1694 份
2028 届提前申请，打破了申请
人数的最大纪录。弗吉尼亚大
学收到 42093 份申请，比去年
上涨3.4%。

随着申请人数的激增，不
少学校的录取率有所下滑。杜
克大学收到了6240份申请，比
上年增长 28%，打破早申人数
的历史记录。其中，806 名学

生成功上岸，创造了录取率仅
12.9%的历史新低。耶鲁大学
共录取709名学生，以9.02%的
录取率创造了二十多年来的最
低水平。

不过，也有一些学校的录
取率有所回升。埃默里大学早
申录取率 32%，比去年同期高
出10个百分点。哈佛大学、布
朗大学的早申录取率分别为
9%和14%，均比去年提高了约
1个百分点。

狄金森学院名誉副校长罗
伯特·马萨(Robert Massa)表
示，申请人数激增的规模让人
吃惊，这可能反映了提前行动
和决定的流行，以及学生升学
压力的增加，而不是预示着明
年入学人数的类似激增。

更多样的经济背景：第一代大学生独具优势

目前，2023-2024年美国本
科早申季已落下帷幕，各高校录
取数据陆续公布。美国大学本科
入学申请网站Common Appli-
cation（简称 Common App）发
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23-2024
年申请数量比 2019-2020 年的申请周期增加了
41%。其中，国际生人数持续上涨，较疫情前增长
约87%，竞争压力有增无减。此外，本季也是美国
最高法院推翻平权法案后的首个申请周期，各校纷
纷调整招生策略，种族、经济背景的多元化越来越
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后续申请的学生将面临哪
些机遇和挑战？

美本早申结果出炉

多校公布分数：标化成绩仍然重要

多元化招生多元化招生已成趋势已成趋势
国际生面临更大挑战申请人数激增：录取难度居高不下

平权法案废除后：为种族多元探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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