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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要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

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战略部署，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财政部于２００７年

１月正式启动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简称 “质量工程”）。

２００７年２月，教育部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自此，中国高等教育拉开了 “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序幕，

从扩大规模正式向 “适当控制招生增长的幅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方向转

变。这是继 “２１１工程”和 “９８５工程”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又一重大工

程。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西昌学院在 “质量工程”建设过程中，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 “巩固、深

化、提高、发展”的方针，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学校

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理念；按照分类指

导、注重特色的原则，推行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养”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把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视为学校的永恒主题。学校先后实施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十四大举措”和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２０条”，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７年的努力，学校 “质量工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建成１个国家

级特色专业，６个省级特色专业，２个省级教学示范中心，２个卓越工程师人才

培养专业，３个省级高等教育 “质量工程”专业综合改革建设项目，１６门省级精

品课程，２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２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１个省级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个省级实践教学建设项目，１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农科教合

作人才培养实践基地，４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等等。

为搭建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交流和展示的良好平台，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

挥作用，取得明显实效，促进青年教师尽快健康成长，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

研队伍，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整体水平，学校决定借建院十周年之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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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的 “质量工程建设资金”资助实施 “百书工程”，即出版优秀教材８０本，

优秀专著４０本。“百书工程”原则上支持和鼓励学校副高职称的在职教学和科研

人员，以及成果极为突出的中级职称和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出版具有本土化、特

色化、实用性、创新性的专著，结合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养人才培

养模式”的实践成果，编写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类的教材。

在 “百书工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们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踊跃申报：一大

批青年教师更希望借此机会促进和提升自身的教学科研能力；一批教授甘于奉

献，淡泊名利，精心指导青年教师；各二级学院、教务处、科技处、院学术委员

会等部门的同志在选题、审稿、修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和四川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借此机会，向为实施 “百书工程”付出艰

辛劳动的广大教师、相关职能部门和出版社的同志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衷心祝愿此次出版的教材和专著能为提升西昌学院整体办学实力增光添

彩，更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代表学校教学科研实力和水平的佳作源源不断地

问世，殷切希望同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于西昌学院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前进，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而努力！

西昌学院校长　夏明忠

２０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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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关键环节。西部民族地区的快
速发展，不仅可以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与交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还可以为西部边疆的国防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支
持，为国家的国防安全建设提供经济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人口、
教育、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发展
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与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特
别是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改革开放的差异，影
响着整个民族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目前，民族经济地区发展中，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异应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应
关注的重点问题。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民族地区政府经济政策往往只重视资源
配置、投入产出、福利增加 （直接补贴）等，却忽视了对劳动者素质技能尤其是
文化素质方面的投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
（如生产工具、土地等）和劳动对象构成，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经济要持续发展，关键在劳动者。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
中，民族文化与该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调适性。只有让各民族劳动者的
主体地位真正凸显出来，才能使民族地区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单纯依赖政府以直接补贴等方式补给养分，将会使劳动
者失去自立发展的能力。因此，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应充分调动各民族劳动者的积
极性、主动性，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全
面发展。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应以民族劳动者为主体”，提高民族劳动者素质是民族地
区民众摆脱贫困落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依
赖于民族地区劳动者的素质，而经济发展状况又受制于民族地区劳动者的素质。
劳动者素质主要包括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和文化素质。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过程中，劳动者身体素质是基础，而技能素质和文化素质是关键环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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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的根本在于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为了加快民族地区的
经济建设，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努力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是我国
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大教育投入
力度，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种原因，各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
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偏低、师资力量薄弱等因素，导致职业教育教学基础设施落
后，教育水平偏低，从而严重地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民族地区大力推行职业教育，不仅可以推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还可以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劳动者大多分散在农牧区，他
们迫切需要通过职业培训获得简单易学的实用技能，以便找到脱贫致富的门路。
其次，民族地区受自然条件和自身财力的限制，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较弱，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人才必须依靠自己培养，而职业技能培训则是对现有人
才进行素质技能提升的重要方式。

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同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
要职业技术教育的配合。本书首先详细分析了民族地区经济及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的现状、原因，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职业技术
教育发展的措施。其次，以西昌学院为例探讨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教育的
新模式，从而探寻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途径，及其在当地职业技术教育
的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最后，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当地
职业技术教育的现状，并在借鉴国内外典型案例及经验的基础上，探寻适合民族
地区的经济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所参阅的文献都已在书末逐
一列出，但由于时间仓促，有所遗漏实非故意，恳请原作者谅解。在此，对所有
被直接引用或参阅的文献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另外，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
难免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同行专家与读者予以指正，以促进这一领域研究的
发展。

马小丽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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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类型的教育一样是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

第一节　职业技术教育概述

一、职业的界定

在界定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念之前，首先要对职业做一个明确的认定。职业是
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从社会角度来
看，职业是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角色，劳动者为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并获
得相应的报酬；从国民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角度来看，职业是指不同性
质、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操作方式的专门劳动岗位。

二、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念

职业技术教育是在一定普通教育的基础上，为适应某种职业需要而进行的专
门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以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职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
才。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我们采用大职业教育概念进行解释。其纵向上包
括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横向上包括就业准备、在职提高、转换职业等三
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它既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及职业高中等正
规学历教育，也包括短期培训、转岗培训等非正规学历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内涵
的特点反映了我国社会对多层次、多形式职业教育的客观需求，以及由此构成的
职业技术教育现状。

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的表述都是不一
致的，有的称为 “职业教育”，有的称为 “职业技术教育”，有的把二者分开为
“职业教育”和 “技术教育”，二者在培养任务上存在一定的区别。 “职业教育”
专指培养以劳动力为主的技术工人，而 “技术教育”专指培养以脑力劳动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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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
我国对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术语的使用经历了历史演变的过程。我国的职业技

术教育开始于清朝末年，当时称为实业教育，《钦定学堂章程》和 《奏定学堂章
程》中都有规定。１９１７年，以黄炎培为首的一批职业教育工作者在上海创立了
中华职业教育社，大力推行职业教育。１９２２年颁布的 “壬戌学制”，把实业教育
改为职业教育，将实业学堂改为职业学校。１９４９年９月颁布的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 “注重技术教育”。１９５１年颁布的 《关于学制改革
的决定》中使用了 “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校”。后来，人们把培养中级专门人
才的学校称为中等专业学校，把培养中级技术工人的学校称为技工学校。１９５８
年颁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使用了 “职业教育”的术
语。１９８５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都将其称为 “职业技术教育”，偶尔也用 “职业教育和技术教
育”。１９９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使用 “职业教育”一词。

在本书中我们统一使用 “职业技术教育”一词。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２００８年，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已达

到１１００万人，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３０００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分
别占据了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一半。

第二节　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历史

一、我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

（一）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我国古代以农牧业为主要职业，尽管还有官吏、僧侣、手工业者等职业，但

这些职业数量少且多为世袭或半世袭，因此当时职业分化的程度很低。同时，职
业间流动有限，当时并没有建立起开放的社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
教育仅仅局限在各个行业内部就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当时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有
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满足官场需要的官学，另一种是零星散布于民间的学徒
制。

１．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产生时期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职业技术教育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

就已出现。史书中记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尧
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此外，古籍中记载有伏羲氏教民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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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畜牧的传说，史书中还记载有制陶、纺织、房屋建筑等专门手工艺传授的内
容。

到了奴隶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发达的手工业生产要求对手工业奴隶
进行强制性技术培训，当时出现了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职业教育形式。此外，“六
艺”教育中的 “射、御、书、数”就具有鲜明的职业训练的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空前繁荣，手工业内部分工更加细密，加之解放出
来的奴隶形成个体经济的家庭，这些都促进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当时官
家编辑的 《考工记》《术经》及私人编撰的 《墨经》等书籍，为职业技术教育的
开展提供了蓝本，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进入第一个兴盛期。这一时期产生的是家业
父传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形式。管仲在齐国执政时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
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管仲曰：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国语·齐语》云：“访其子
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通过语言、动作示范、观摩实践，实现
家业的父传子承、兄传弟继。在这一阶段，家业父传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得到
了巩固和发展。当时还兴办了很多私学，它们实质上就是传授专业技能的职业学
校。如墨子创办的私学传授木工和器械制造等手工艺技能；许行设学收徒，组织
农家学派，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鲁班也招收学徒，传授技术。

２．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鼎盛时期
从秦王朝到唐宋时期，封建社会发展繁荣昌盛，我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

展也达到顶峰。
第一，教育形式更加丰富。这一时期，不仅家业父传的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得

以推广，而且出现了设官教民的方式。如汉武帝晚年命全国各郡守派所属县令到
京师学习赵过创造的新耕作法便是一例。另外，还出现了艺徒制的职业技术教育
形式。据史书记载，唐朝设有 “掌百工技巧之政”的少府监和 “掌土木工匠之
政”的将作监，这两监的职能之一便是培训艺徒。

第二，专科学校的建立。东汉末年灵帝之时，在洛阳设立 “鸿都门学”，专
门学习尺牍、辞赋、字画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科性质的学校。南北朝宋
文帝元嘉二十年 （４４３），太医令秦承祖请皇帝设立医学，成为中医专门职业学校
的雏形。两晋时期建立的国子学和南朝开始的分科设官施教更成为隋唐专科学校
的渊源。唐朝中央官学中的专门职业学校系统包括尚书省国子监管辖的律学、算
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尚书省管辖的四种职业技术学校，太医署管辖的医药学
校，太卜署管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管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这些都可以
算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另外，在地方官学中还设有府州医药学校，在普通学校
系统中还设有实科学校 （教授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可以说，我国在唐代就已
形成了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雏形。到了宋代，专门学校中又增设了武学和画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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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于熙宁九年 （１０７６）将医学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学校。各类学校中的
招生人数也大大超过前代，如宋代崇宁年间建立的算学，史称 “生员以２１０人为
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主”，比隋唐算学３０人的规模大大扩展； “太医局：有丞，
有教授，有九科医生额３００人”，是隋唐医学８０名学生的近４倍。在当时的专科
学校教育中，还有专门的教材和严格的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的官学与西方相比更加发达。据 《大英百科全书》称，欧洲至９世
纪才有医学专科学校在意大利创建，比中国晚了两三百年；欧洲的实科学校到了

１７、１８世纪才出现，比中国隋唐之初的实科学校晚了近千年。
第三，行会组织的出现。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

会的自给自足性在减弱，商品性在增强，并逐步向更大的地区扩散。如唐代天宝
年间制茶艺人刘清真有徒２０人；北宋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者从事竹器、木具制
作；南宋时杭州职业多达１２种，从业者多达１．２万户，形成了行会组织；明清
以后，城市形成了十大商帮，他们组成会馆等组织以保护和协调同乡、同行的工
商户经营与教育。

３．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缓慢发展时期
元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败期，以传播科学技术为主的职业技术教

育也受到影响，处于缓慢发展时期。首先，在传统私学教育中出现了研讨和传播
自然科学、技术应用的新风气。如研究和传授数学的职业数学教育家朱世杰，研
讨天文、律历、地理的刘秉忠等。其次，官营作坊中的艺徒制进一步发展，朝廷
中设置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在全国形成一个庞大系统，培养大批能工巧匠。
元朝时国家还设立司农司、劝农司衙门，地方成立会社进行农田、水利、树艺、
鱼畜等职业教育。再次，民间手工业作坊得到发展，并出现了传授技术的专著。
这一时期反映农业技术的教材有 《沈氏农书》《补农书》《三农纪》《农言著实》
等，反映水稻生产技术的教材有 《江南催耕课稻编》，反映烟草生产技术的教材
有 《烟草谱》，反映甘薯生产技术的教材有 《金薯传习录》等，反映畜牧兽医技
术的教材有 《元亨疗马集》和 《养耕集》等。此外，还有介绍园林建筑技术的
《园治》，为经商计算服务的 《算法统宗》《盘珠算法》等。

（二）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

１．古代职业技术教育行为的强制性①

我国古代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历代有作为的政府及官吏
为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者的职业技术教育。因
此，推行职业技术教育便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统治者运用手中
的权力，集中国家力量，总结推广民间的创造、发明及职业技术教育经验，促使

４

① 曹银根．漫谈我国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 ［Ｊ］．职教论坛，１９９５ （３）．



第一章　 概　论　　　　　　　

职业技术教育在全国推广，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
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明
朝时国家规定医者之子恒为医，考试成绩好的可享受国家薪俸，喻仁、喻杰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培育出的著名的兽医兄弟。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政府推行职业技术教
育的典型例子。

２．古代职业技术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职业技术教育自古以来都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国

家举办为主、民间举办为辅是我国开展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途径。在此特征下，
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显得十分鲜明。从 “六艺”之教发端的官学教育到专科学校的
创建与发展，从畴人之学到宦学，从劝课农桑的社会教化到官府作坊艺徒制的建
立，从民间的世袭相传到师徒相传，其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都难以相比的。

３．古代职业技术教育内容的丰富性
我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天文

历算、冶炼铸造、纺织、农医兵器等无所不有。包含这些学习内容的教材从最早
的 《夏书》《墨经》到 《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数千种职业技术
教育专著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整个发展过程来
看，主要有天、算、农、医四门，这四门学科的教材也相对完备。

４．古代职业技术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我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倡导 “博通物理”的辩证思想，即培养

善于将事物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在把握事物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具体掌握一
技一艺之理的人才，它体现了以理御术、培养辩证思维的特点。这种以自然哲学
为基础的辩证思维理念，从整体上影响着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观、价值观和
质量观，具体反映在 “师生论难”、言传身授、考试考核等人才培养过程中。这
也说明我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先进思想同时还反映在注重实证和应用的理念
上。

５．古代职业技术教育教学方法的创造性
我国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与 “人文教育”的区别是它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实

证性和可操作性。墨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造了小孔成像实验法，赵爽早在一千
多年前就创立了图解法。在医学教育中，自秦汉到宋元我国一直使用的极富创造
性的案例教学比西方早了近两千年。此外，宋代医学教学中还创造了第一具医学
教学模型———针灸铜人。在职业技术教育考核中，我国自古就重视操作性应用考
核，无论是工艺技术的考核，还是宦学中的职官考试，无论是医学的实证案例考
试和平时的实证性记录考核，还是天文历法和作坊制器的考核，都是建立在实证
基础上，以操作和应用能力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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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

１９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宗教、先
进的工业思想和器物也被带了进来，中国人在看到西方工业文明和进步的同时，
也在反思中国传统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系统，认识到封建体制对中国
现代化道路的阻滞，中国要走向富强，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职业技术教育作为
一种对经济发展有着极大推动力的教育形式，自然地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选择。

（一）近代职业技术教育建立的背景
首先，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自明清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人才的保障，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正是
在近代大工业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和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新的教育形式。

其次，是国家自强抵御侵略的客观需要。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在帝国主义
列强枪炮威逼下，清政府不得不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洋务派为了 “自强求富”，
先后兴办了一批制造枪炮、船舰和弹药的军工厂，为了满足新式军事、科技人才
和熟练工人的需要，建立了军事技术学堂、武备学堂，创立了电报、铁路等实业
技术学堂。在洋务运动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 “工战不
如学战”的主张，认为 “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欲任天下事，
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朝野各界人士一致认识到创办农、工、商、矿
学堂，大力开展农、工、商业，是振衰起微的重要手段，从而大力提倡职业技术
教育。

再次，是一大批教育界和实业界有识之士大力推动的结果。从早期的洋务
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到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派，再到晚期洋务派的张之洞，实业
界的张謇，再到辛亥革命后的黄炎培、蔡元培、蒋梦麟等，无不为中国近代职业
技术教育走向制度化、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从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产生形成的过程来看，它反映出与大机器工业生

产相联系、以学校教育为形式、以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内容、以培养初中级专业
人才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特点。它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１．第一阶段：初步确立期 （鸦片战争时期至民国初年）
在这个阶段，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和洋务派为代表，这是一场典型的

防卫性自强运动。以洋务派为典型代表，其绵延三十多年的洋务思想起到催化中
国传统教育解体和新式教育诞生的作用。他们提出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主导思想，引进西方语言知识、科技知识，倡导实业教育，动摇了 “道本器末”
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教育根基，拉开了近代中国文化变异和教育变革的序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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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兴办职业技术教育学堂。
作为中国新式学校先声的，应属１８６２年由总理衙门奏设的京师同文馆，该

馆主要培养翻译与办理外交事务的人员。而在工业技术方面，新式学校应首推

１８６６年由左宗棠奏设的福州船政学堂，该学堂专用于培养国防所需的造船、驾
驶技术人员，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一所新式技术学堂。随后，
洋务派又开设了一系列类似的实业学堂，如１８６７年开设的福州电气学塾、１８８５
年由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工艺学堂、１８９６年张之洞准许设立的高安蚕商学堂等。

１８９３年，张之洞创办了 “自强学堂”。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又在湖北大规模兴
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创办了 “农务学堂”和 “工艺
学堂”。

（２）建立仿日的近代职业技术教育制度。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颁布了张百熙拟定的 《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中国近代第
一个法定的学制体系。其中规定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 （当时称为实业
教育）制度，其分为三级：简易实业学堂学制２年，中等实业学堂学制４年，高
等实业学堂学制５年。在普通学堂中开设实业科，相当于现在的劳动技术课。

１９０３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重新拟定的 《奏定学堂章程》更是明确地
提出了唯实教育，它把实业教育分为３级３类。３级为：初级实业学堂学制４
年；中等实业学堂学制５年，分为本科 （相当于现在的大专）和预科 （相当于现
在的职业高中）；高等实业学堂学制３～４年。３类为：正式实业学堂、补习实业
学堂和实业师范。

（３）实业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早期洋务派教育家们已有了实业教育思想的萌芽，而以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的思想最典型，其中郑观应形成了较完整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系。改良派一方面宣
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实践和制度情况，一方面勾勒中国的实业教育制
度蓝图。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各阶级各派别围绕建立实业教育
制度这个目标，批判封建教育的不切实用，继续提倡学习西方及日本的实业教
育，在 “商战”不如 “学战”的口号下，提出了中国实业教育制度轮廓。实业教
育制度确立后，晚清政府和民初政府都以 “尚实”或 “实利主义”为教育宗旨，
实业教育的种种具体问题成为讨论重点，先进人士则开始反思实业教育实践脱离
生产生活的问题，这些成为实业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而张謇以实业教育思想体
系的完整和实业学校教育实践的成功，成为实业教育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４）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宣传。
在甲午战争前，以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洋务派和一批西方传教士为代

表，对西方职业技术教育理论进行了宣传介绍。他们大多有海外生活经历，目睹
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状况，因而他们对西方职业技术教育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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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很有说服力。重要的有丁篷良的 《西学考略》、李提摩太的 《七国兴学备要》、
花之安的 《泰西学校论略》和 《德国学校论略》、林乐知的 《文学兴国策》。甲午
战争后，对外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介绍首先集中在对日本的宣传上，代表著作有张
之洞的 《劝学篇》、夏偕复的 《学校当言》、罗振玉的 《日本教育大旨》和 《扶桑
两月记》、梁启超的 《教育政策私议》、缪荃孙的 《日游汇编》等。著名刊物 《教
育世界》《教育杂志》也发表了一大批关于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的文章或资料汇编。

２．第二阶段：发展时期 （民国初年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受中国传统重道轻艺观念的影响，技艺工匠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人们

都以升入普通中学为荣，即使进了职业技术学校，也仍然考虑着普通教育。这种
观念严重影响了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方向，使职业技术教育失去特色。此外，我
国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严重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的弊端，在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
业教育社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一场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

（１）实用主义职业技术教育思想的推广。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他的教育思

想也多方面地影响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潮。他在中国极力宣扬的
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在教育界掀起了平民教育思潮和运动，黄炎培、邹恩润等也
积极宣传平民主义职业技术教育。杜威反对把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对立起来，而
应着眼于人的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诸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他们也强调职业技术教育并不仅仅是解决生计问题，也要注重人格的发展。实用
主义教育思想与１９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思潮主张实用的精神高度吻合，
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界十分自然地接受杜威思想的根本原因。

（２）建立仿美的近代职业技术教育制度。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而实业教育实践却出现了严重

脱离社会生产、生活的弊病。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教育家们，为克服这种弊病，满
足资本主义发展对工商业实用人才的需求而大力提倡实用主义，批判实业教育的
不切实用，进而否定实业教育制度，宣传美国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陆费透、
顾树森、蔡元培、蒋梦麟、穆藕初等著名人物都主张在中国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制
度，并在１９２２年确立了壬戌学制。

壬戌学制整个渗透着要求职业技术教育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和生产发展、人民
生计的精神，显然是继承了癸卯、壬子、癸丑实业教育制度中 “实用”的思想。

（３）对欧美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宣传。
民国时期，国内对国外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介绍重点转向了欧美。在壬戌学

制颁布前，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发表了一批欧美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文章，
顾树森通过江苏教育研究会出版了若干本专著，朱景宽译了 《职业教育论》，各
类教育杂志几乎每期必有对外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介绍。此外，还有邹恩润编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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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职业教育丛书，顾树森在中华书局出版的 《德国职业实施法》《德国职业补习学
校概况》和 《柏林职业指导总局概况》，王文培译的 《青年职业指导》，杨鄂联、
王长平编译或译的 《实业教育》和 《工业教育》等。

３．第三阶段：完善时期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职业技术教
育脱离社会生产、生活的弊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因此，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末起，要求重新提倡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调整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呼声又汇成强
大潮流，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和理论的中国化取得了可喜成绩。但由于社会动荡，
这个过程没能持续下去。

（１）对仿美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修订。

１９３２年，在民国政府引导下，把中等教育问题作为讨论重点，扩大职业技
术教育，限制普通中学成为一致选择。１９３２年，通过了蒋梦麟、胡适的 《修正
中小学教育制度》案，停止综合中学制，取消分科制选修制，职业学校也与中学
分开单独设置，致力于培养初中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努力沟通职业技术教育与建
设部门的联系；职业技术教育要因地制宜设置学校及专业，重视实践；建立职业
技术学校、职工补习学校、职业指导与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有机结合的中国式职业
技术教育模式。这个模式虽然经历抗战、解放战争，在战争动乱的环境中无法得
到足够的实验，但其影响却延伸至１９４９年后，直到今天。

（２）对 “教育救国论”的批判。
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出于不同的利益，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有不同

的认识，存在不同的期望。清末地主阶级希望靠职业技术教育达到富国强兵的目
的，以维护封建统治；资产阶级从早期改良派到维新派再到革命派，都把职业技
术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具；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恽代英、杨贤
江等都很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各阶级
派别都能承认并发生共鸣之处的原因，尽管利用这一工具所求达到的目的有所不
同。把职业技术教育功能的信仰推向极端的是近代资产阶级，他们相信依靠职业
技术教育可以救国。这一观点引导人们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早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末３０年代初，恽代英、杨贤江已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
并不意味着十多年前共产党人对职业技术教育本身功能的否定。陈独秀把职业技
术教育列为方针，恽代英主张在初中等教育阶段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杨贤江也研
究职业技术教育理论，并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主张，在各解放区都有开办职
业技术教育的实践活动。

（三）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
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产生于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因而中

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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