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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秦　斌

富民必先启智，强桂必先强教。职业教育是面向大众、面向

工作岗位需求，培养和提高千百万劳动技术大军、培育农村职业

技能人才和促进扶贫富民的重要途径，能为我区新型工业化和城

镇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职教攻坚计划

的实施和国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推进，我

区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保障机制建设、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提升

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我区职业教育

总体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迫切需求仍不相适应。因此，必须树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而高素质

的教师队伍正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

“兴教之道在于师”，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我区中职教育

的改革发展需要加快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中职教师队伍，这就需要在中职教育一线涌现一批领军

人物去引领、感召、辐射和推动，从而带动我区中职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的提升和专业化发展。为此，自治区教育厅从 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４年实施了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名师培养工程。广西师范大学职

业技术师范学院作为此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认真研究中职师资成

长规律，采取 “五阶段一体化”培训模式，对入选的１００名培养对

象进行了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专业素养与技能、课

题研究与科研方法等全方位的系统培训，并组织学员巡讲以发挥其

示范和辐射作用，为 “广西中职名师”的脱颖而出铺路架桥。

教师的发展与提高，一靠内在动力，二靠外在条件。教师专业

化培训是帮助教师学习、提高教育教学技能与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

途径。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名师培养工程就是为有发展潜质和强烈进

取精神的优秀中职教师搭建一个视野宽广、资源丰富的学习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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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层次平台，创造一个中职优秀师资集聚的学习型组织、一个共同发

展的精神家园。“中职名师”也许并不会随着这项工程培养对象的结业就

立即产生，因为 “中职名师”需要实践的锤炼和时光的磨砺，需要实绩

的证明和社会的认同。但如果被培养者有强烈的自主发展意识，有主动

学习的动力，充分珍惜培养机会，积极挖掘自身潜能，认真向导师学习、

向实践学习、向同伴学习，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就有可能成为善

教学、会研究、有创新、受学生欢迎、受行业认可的中职教育名师。

令人欣喜的是，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名师培养工程的培养对象作为

我区中职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线优秀教师群体，他们努力探索职

业教育教学规律，运用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思想，在引领教学内容、方

法和手段改革、创新课程教材和教学模式、创建校企合作实验实训基

地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广西师范大学职

业技术师范学院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也探索和总结了一系列符合中

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的师资培训方法和经验，为我区中职师资培养培

训积累了宝贵资源。着眼于进一步发挥这一群体的社会贡献，辐射培

训基地师资培养经验，“广西中职名师培养工程系列成果集”得以编

纂出版，使我区广大中职教育同仁能够共享这一优秀师资培训工程的

资源与成果。这套成果集反映出培训学员、专家导师等一个个鲜活的

个体形象，他们共同组成一个会学习、会思考、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教师群体和专业化培训团队的集体形象，并总结提炼了这一集体在

教育实践中、在发展道路上的感悟、心得与智慧，极有借鉴价值。

中职教师队伍的建设，任重道远；中职教师教育的创新，前路漫漫。

诚愿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名师培养工程的这份成果能在关心我区中职教育

的教育工作者和行业、企业界朋友们中引起共鸣、点燃火花，成为我区

中职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的助燃剂，进一步激活广西中职教育发展的蓬

勃力量和无穷智慧，为促进我区中职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是以为序，与广大职教同仁共励共勉。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



前　言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在我国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提出： “到 ２０２０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全面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

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建设好省、市的中等职业学校外，也不能

忽视县级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特别是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县级

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

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不仅处在西部贫困地区，而且还是边

境地区。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的？作为长期工作在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我们

试图以在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的亲历建设实践者的角度，从广

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的发展历程与成效、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

面临的困境、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的建设实践与发展思考等几

个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阐述与探讨，以期唤起社会各界对广西

边境县级职业教育建设与发展的思考。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错漏在所难

免，恳请给予批评指正。

编著者：陆锡耀　周海林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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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章　广西边境县级职业
学校建设历程与成效

自改革开放以来，县级中等职业教育事业为广西边境地区经济社

会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力量支撑。梳理回顾其

建设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成就，剖析边境职业学校发展中面临的困

境，寻求发展的思路，总结发展规律，有助于推动广西边境地区县级

中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广西边境地区是指中国广西西南部与越南东北部山水相连的区

域，该地区与越南接壤的边境线长为 １０２０千米。这一地区分布着东

兴、防城、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 ８个边境县 （区）

市，分属防城港、崇左、百色３个地级市，下辖 １０３个乡镇。与越南

４个省１７个县市毗邻，与越南接壤的乡镇有４１个，行政村有３８９个，

生活着２５０万多边民，其中少数民族人口２００万多人。他们大多是少

数民族，占本地区总人口的 ８１５６％。其中那坡、靖西、龙州为国家

级贫困县，大新、凭祥、宁明、防城、东兴五县 （市、区）为自治区

贫困县，边境地区贫困县率高达１００％。边境指靠近国家边界的地方，

严格意义上的边境应该是以边界线为起点，向内延伸一定的距离。然

而，行政规划中常把与边界接壤的村、镇、县 （市）视为边境。长

期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为国家安全、边防巩固和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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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自卫

反击战等重大战争中，广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立下的功绩是不可磨

灭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１９９０年，这 ４０年间，广西边境地

区战事不断，直接导致了边境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边民生活水平较

低等问题。尤其是交通、通信、教育、卫生、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

比较落后，严重制约了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制约了边

境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自改革开放后，广西边境地区职业教育发

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式探索改革

发展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建设，特别是在 ２００８年广西实施

“职教攻坚”工作后，广西边境县市职业教育得到长足进步。下面

以凭祥、宁明、龙州、大新、东兴、靖西、那坡为例，从发展历

程、成效、现状三方面阐述广西边境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以供同

行参考。

第一节　广西边境地区中等职业
教育发展历程

一、创建初期的情况 （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

（一）建设背景

１９８５年５月中共中央颁布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调整

教育结构，……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从此，职业教育成

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基本是在此时间点创

建的。其中最早的是创建于 １９８０年的那坡县职业中学，最迟的是创

建于２００８年的东兴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东兴市于１９９６年建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边境职业学校的校名也发生了变化。由创

建之初的 “职业中学”，到１９９６年变更为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

２０００年前后，有部分职业学校把校名更改为能体现办学特色的校名，

如 “凭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更名为 “凭祥市东南亚外语学校”，

形成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式；２０１０年，在职业教育资源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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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形势下，有部分职业学校通过整合资源而更名为 “职业教育中

心”，如龙州县职业教育中心；２０１２年应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边境

职业学校统一更名为 “职业技术学校”。各边境职业学校更名是为了

取得更好的发展。

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的创建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在原有普通

中小学学校之上建立的，如那坡县职业中学、龙州县职业中学等；有

的是新创建的职业中学，如靖西县职业中学、凭祥市职业中学等。相

比之下，新创建的职业中学条件更艰苦。

（二）建校初期情况

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创建之初工作难度大，办学条件艰苦。为

了让大家了解职业中学创建之初的情况，现把凭祥市职业中学首任校

长的建校第一年的工作总结摘录如下：

１９８６年４月组织上要我去当职业中学的校长，本着要干一番事业

之心，又挑起这一重担。

学校基本情况：校舍不足且又简陋，仅有 ４间教室，仪器室、图

书室、实验室、办公室一无所有；１８个教职工仅 １０人有住房，而且

是狭窄、潮湿、低矮的平房；住校学生 ６９人，但食堂 （包含厨房）

仅３０平方米；由于学校的面积狭小，仅３４６６６平方米，故教学活动

场地严重不足，仅有的一块篮球场却坑洼不平，不能使用；由于校舍

不足，校园狭小，无法办厂开店，且没有任何教学设备，这就增加了

教学的难度。

新办一所学校，困难确实很多：经费不足，教师缺乏，设备没

有，一切从零开始。我本着 “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公正廉洁、忠诚

积极”的精神去创办职业中学。

第一，制定了办学方案，确定校风、学风、教风，明确每个工作

人员的职责、岗位职责，制订教学计划和学生管理条例，使新办的学

校各方面有条不紊，很快走上正轨。

第二，对师生进行 “四有”教育，老师对工作是积极的、充满热

情的，被有些人视为 “三流”的 “难教难管”的学生，还是守纪律、



００ ４　　　　

爱学习，表现还是好的，一年多来教学秩序是正常的。在这一年中反

复宣传并组织老师学习有关开办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的文件、文章。

师生们感到在职业中学中工作、学习是光荣的，是有奔头的。

第三，跑兄弟学校，借鉴兄弟学校的经验来办学，跑有关单位，

跑上级机关，争取对办好职业中学的支持与帮助。磨嘴皮、找资金、

要人手，在这一年中以财政局拨的几万元作为办学经费，并经市教育

局调配了一些课桌椅、床架等，分配了七名高校大专毕业生到校任

教，同时农委、科委、供电局、文化局等系统的科技人员十多人到校

兼任专业课教师，在这些兼职教师中有农艺师、兽医师，甚至还有局

长，解决了经费不足、教师缺乏的困难。

第四，引导教师钻业务研教法，给老师们讲如何上好一堂课，并

深入课堂听课，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与老师们研究教法，

并向老师们提出课题：职业中学有什么特点？如何按照职业中学的学

生特点进行教学？怎样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从一年的教学情况来看，

虽然老师都是年轻的新老师，但教学质量还是有所提高的，这点可从

１９８７年７月的期末考试成绩得以说明，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１　期末考试成绩表

科目 政治 语文 数学 物理 生物 英语 （选修）

平均分数 ７０３ ６３９ ４４ ６２ ５６４ ６９

及格率／％ ８６５ ８４ １８５ ５９８ ４１５ ８９

当了一年多的职业中学校长，确实是 “跑断了腿、磨破嘴皮、呕

心沥血”。作为一校之长，一切以身作则，不谋私利，公而忘私，校

而忘家，能团结依靠教师职工去办学。学校现已有初步规模，如今又

争取到上海服装厂的支援，上海服装厂派出师傅来我校传授裁缝技

术，得到教育厅和地区教育局的重视和关怀。相信在上级的关怀下，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凭祥市职业中学将会办出自己的特色。

（三）发展状况

以１９９２年凭祥市作为沿边开放城市为基准，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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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年间，广西边境地区各县市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仅达普通高中在校

生的４０％，最低的县仅为１６％，最小规模学校如那坡县职业中学仅有

学生１８５人。边境地区各县市现有７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没有 １所

属自治区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其中１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还没有

通过合格评估。由于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其落后，对职业教

育的认识十分肤浅，职业中学不仅专业设置单一，而且，专业的设

置严重脱离边境地区经济开放特色，如凭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１９９０年开设的专业有电工、种养、裁缝三个专业，和内陆的中职学

校一样，导致学校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差；师资和设备条件得

不到改善，生均设备价值不足 １０００元，生源少，与国家规定的标

准相距甚远。

二、开放后至 “职教攻坚”的发展状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

１９９２年中越两国政府签署 《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

定》，凭祥市作为首个沿边开放城市，拉开了中越边境地区开放开发

序幕。中越边境地区边境贸易逐渐蓬勃发展，各县市的社会经济文化

等方面得到快速发展，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７年近１５年时间里，边境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突出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设置发展及招生特点

１专业设置单一，专业发展缓慢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

广西边境地区县级中等职业学校普遍开设有计算机应用、家电服

务与维修、种养殖专业、服装设计专业。为了提高生源，有的学校还

设置初中中考班和职高高考班。１９９２年自凭祥市作为广西边境地区沿

边首个开发开放城市以后，广西边境地区各县市也逐渐成为开发开放

地带。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趋势下，各县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教

育决策者缺乏政治和经济敏感性，没有意识到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与边

境地区蓬勃的贸易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导致学校开设的专业单一，

根本不适应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广西边境地区各县市职业教育

具有代表性和后来成为品牌特色的东盟小语种———越南语专业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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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足够的重视。在７个边境县市里，只有凭祥市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在 １９９２年秋季学期开设有越南语专业，在招生方面也

仅招有一个班级，仅有 ３５名学生。１９９３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改

制，大量下岗工人冲击职业中学的毕业生就业市场，边境地区的县级

职业学校招生愈加困难，至 １９９６年不少边境县级职业学校已经 “断

炊”，到１９９９年几乎所有的广西边境县级职业学校为了生存，不得不

招收小学和初中教学班，以延续职业中学的 “香火”。至２０００年，边

境职业学校能招收到中职学生人数已经极少了。

２专业设置较为灵活，专业发展进入快速阶段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回顾 ２００２年至 ２００７年期间的职业教育情况，随着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５年国务院相继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我们发现这个

阶段广西边境各县市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较为快速发展的阶段。专业

的设置重点面向旅游、商务越南语、泰语、物流、物业管理、酒店服

务与管理、幼儿教育等专业，特别是东盟小语种专业得到加强。由于

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比较强烈，职业教育在此阶

段的招生宣传工作得到大力强化，广西边境各县市的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招生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如：凭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占据天

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学校越南语专业的开设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２００３年学校成立了凭祥市东南亚外语学校，形成 “一套班子、

两块牌子”办学模式。２００７年度，仅商务越南语专业在校生生源就

达到１２７６人。龙州县职业教育经过整合，成立龙州县职教中心，开

设护理、幼儿教育、烹饪、商务越南语、文秘等共 １２个专业，２００６

年各专业在校生合计８７０人。

３专业发展回落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２００８到２０１０年是广西的职业教育攻坚期。２０１２年 ２月广西出台

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时期深化职业教育攻坚五年计划》，进一步助

推了广西边境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但边境县级职业学校并没有抓住

发展的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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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近三年来边境职业学校各专业全日制学生的招生情况。

广西边境各县市的近三年来全日制学生的招生情况，如表１－２至

表１－８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广西边境地区各县市职业教育在此阶段专

业发展的信息。

表１－２　凭祥市东南亚外语学校专业开设与招生情况

专业名称 商务越南语 计算机应用
物流服务与

管理

越籍汉语专业

（无学历）

近三年

招生数

２０１３年／人 １５８ ２０ ０ １５

２０１２年／人 １３８ ２１ ０ １１

２０１１年／人 ２０１ ２２ ０ ８

品牌专业 商务越南语

表１－３　靖西县职业技术学校专业开设与招生情况

专业名称
计算机

应用

电子电器应用

与维修

模具制造

技术

汽车运用与

维修

学前

教育

近三年

招生数

２０１３年／人 ３７ ３５ ０ ９０ ０

２０１２年／人 ２３ ０ ０ ３９ ０

２０１１年／人 ２０ １８ ０ ２９ ０

品牌专业 汽车运用与维修

表１－４　龙州县职业教育中心专业开设与招生情况

专业名称
汽车运用

与维修

计算机

应用
学前教育

电子电器

应用与维修

护理

（联合办学）

近三年

招生数

２０１３年／人 ３２ ３３ ３９ ０ ０

２０１２年／人 ５１ ４５ ２５（联办） ０ ３７

２０１１年／人 １２１ ８７ ３８（联办） ３５ ４５

品牌专业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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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那坡县职业技术学校专业开设与招生情况

（学生全部上送百色职院）

专业名称
电子电器

应用与维修

计算机

及应用

果蔬花卉

生产技术
市场营销

近三年

招生数

２０１３年／人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２年／人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１年／人 ０ ０ ０ ０

品牌专业 无

表１－６　宁明县职业技术学校专业开设与招生情况

（调查数据，与招生系统数据不一致）

专业名称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计算机及应用 汽车运用与维修

近三年

招生数

２０１３年／人 ０ ０ ０

２０１２年／人 ０ ０ ０

２０１１年／人 ０ ０ ２０

品牌专业 无

表１－７　大新县职业技术学校专业开设与招生情况

专业名称
电子电器

应用与维修

计算机及

应用

旅游服务

与管理
文秘

汽车运用

与维修

近三年

招生数

２０１３年／人 ０ ２３ ０ ０ ３３

２０１２年／人 ０ ２８ ０ ０ ２６

２０１１年／人 ０ ３４ ０ ０ ０

品牌专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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