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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萍乡“地界吴楚、水接潇湘”，承携“湘赣咽喉”之势，自古崇文重教，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代有贤能。 近代更是中国革命摇篮之一，安源工人运动、秋收起义星火燎原。 如今的萍乡，薪

火承传，继往开来，合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已成为赣西的一

颗璀璨明珠。

城市发展，教育先行，教育乃强市之本。 萍乡秉承历史文脉儒风，文教事业步伐稳健。 职

业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重”，怎样形容都不为

过。尤为可贵的是萍乡的职业教育在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的精心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迈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盛世当图强，乘风该破浪！萍乡职业教育发展的春风迎面而来。随着城市转型、产业结构

优化，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整合职教资源势在必行。 集团化、规模化、市场化是萍乡职业教育

改革的必由之路。由此萍乡市职业教育集团于 2008 年应运而生、破茧而出，这标志着萍乡职

业教育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职业教育当然也不例外。 学生的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

但这恰恰是我市部分职业院校的薄弱环节。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本针对萍乡职

业教育特点的行之有效的职业指导的乡土特色教材， 此次萍乡市职业教育集团应相关院校

的强烈要求，决定组织编写该书，此乃萍乡职业教育又一开先河之幸事。

为编写好此教材，萍乡市职业教育集团广泛征求各职业院校的意见与建议，并到各学生

就业热点地区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组织教材编写团队，并特聘国家级人才就业市场的职业

指导专家担纲教材的执笔主编，书稿编写完成后又再次交各职业院校审阅，最后由江西高校

出版社印刷出版，目的在于保障教材的质量。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本教材的编写切合萍乡职业教育的特点，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图文并

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书中没有枯燥无味的说教，更多的是循序渐进的知识引导、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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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引：
钓鱼的智慧

有个老人在河边钓鱼，一个小孩走过去看。 老人技巧纯熟，所

以没多久就钓上了满篓的鱼，老人见小孩很可爱，说要把整篓的

鱼送给他，小孩摇摇头说：“我不要你送的鱼。 ”

老人惊讶地问道：“你为何不要？ ”

小孩回答：“我想要你手中的钓竿。 ”

老人问：“你要钓竿做什么？ ”

小孩说：“这篓鱼没多久就吃完了，要是我有钓竿，我就可以

自己钓，一辈子也吃不完。 ”

我想你一定会猜老人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对小孩说：“你真是

个聪明的小孩。 ”

但老人是这样说的：“你是个聪明的小孩，但你现在并不懂什

么叫智慧……”

那老人说的智慧是什么呢？

第一篇 天道酬勤———职校求学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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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如果只要钓竿，那他一条鱼也吃不到。 因为，他不懂钓鱼

的技巧，光有钓竿是没用的，因为钓鱼重要的不在“钓竿”，而在

“钓技”！ 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拥有了人生道上的钓竿，再也无惧于

路上的风雨。 如此，难免会跌倒于泥泞！

智慧火花
我们总有一天要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 靠我们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属于自己

的幸福生活！我们明白“钓到鱼才能有鱼吃”的道理，但我们现在时时困惑的是“钓竿”在

哪里，即使有了“钓竿”也没有“钓技”呀。所以我们要走进职校，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希

望通过三年的学习获得属于自己的 “钓竿”———职业教育毕业证书及职业技能证书，更

希望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与实训实践掌握真正的“钓技”。 那就让我们信心百倍的开始

吧，相信我们的梦想即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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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天道酬勤

———职校求学导航

第一章 职业教育概论

第一节 职业解析

一、职业

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

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工作。

①与人类的需求和职业结构相关，强调社会分工。

②与职业的内在属性相关，强调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③与社会理论相关，强调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

④与个人生活相关，强调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生活。

有关职业、职位、工作这几个词的含义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争议，不过我们可以大

致定义如下：

①职业 职业是不同的专业领域中的一系列相似的服务。 例如，运动员是一种职业。

②职位 职位和分配给个人的一系列具体任务直接相关。因此，职位和参与工作的个人

相对应，有多少参与工作的个人，就有多少个职位。 例如，小张是某俱乐部足球队的前锋。

③工作 工作是由一系列相似职位所组成的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 例如， 足球队的前

锋、后卫等。

二、职业分类

社会分工是职业分类的依据。 在分工体系的每一个环节上，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以及劳

动的支出形式都各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各种职业之间的区别。 世界各国国情不同，

其划分职业的标准也有所区别。

（1）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性质、层次进行分类

这种分类方法把工作人员划分为白领工作人员和蓝领工作人员两大类。 白领工作人员

主要从事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包括农场以外的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办公室

人员。 蓝领工作人员包括：手工艺及类似的工人、非运输性的技工、运输装置机工人、农场以

外的工人、服务性行业工人。 这种分类方法明显地表现出职业的等级性。

（2）按心理的个别差异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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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职业指导专家霍兰创立的“人格—职业”类型匹配理论，把人格类型划分为六

种，即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常规型。根据这个理论将职业分成相应的六

种职业类型。

（3）依据各个职业的主要职责或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
①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把职业由粗至细分为四个层次，即 8 个大类、

83个小类、284个细类、1506 个职业项目，总共列出职业 1881 个。 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提高国

际间职业统计资料的可比性和国际交流。

②加拿大《职业岗位分类词典》的分类 它把分属于国民经济中主要行业的职业划分为

23 个主类， 主类下分 81 个子类，489 个细类，7200 多个职业。 此种分类对每种职业都有定

义，逐一说明了各种职业的内容及从业人员在教育程度、职业培训、能力倾向、兴趣、性格以

及体质等方面的要求，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1）《职业分类标准》的分类

国家统计局、国家标准总局、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1982 年 3 月公布了供第三次全国
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标准》。该标准依据在业人口所从事工作性质的同一性进行分类，

将全国范围内的职业划分为大类、中类、小类三层，即 8 大类、64 中类、301 小类。其 8 个大类
的排列顺序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生产工作、运输工作和部分体

力劳动者；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的分类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标准局批准，于 1984 年发布，

并于 1985 年实施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这项标准主要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和个体从业人员所从事的生产或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同一性分类， 即按其所属行业分

类，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小类四级。门类共 13 个：农、林、牧、渔、水利业；

工业；地质普查和勘探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应和

仓储业；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

社会团体；其他行业。

（3）其他分类方式
根据不同标准的职业，可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如：从行业上划分，可分为一、二、三产业；

从工作特点上划分，可分为务实（使用机器、工具和设备的工种）、社会服务、文教、科研、艺术

及创造、计算及数学（钱财管理、资料统计）、自然界、管理、一般服务性等 10 多种类型的职
业。 每一种分类方法，对其职业的特定性都有明确的解释，这对我们更好地掌握各职业的特

点，并选择适合自身的职业有指导作用。

三、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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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是对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基本要求。职业资格包括从业

资格和执业资格。 从业资格是指从事某一专业（职业）学识、技术和能力的起点标准。 执业资

格是指政府对某些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关系公共利益的专业（职业）实行准入控制，是

依法独立开业或从事某一特定专业（职业）学识、技术和能力的必备标准。

（1）概念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

度。 它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

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给合格者授予相应

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鉴定
在我国职业资格证书根据不同的职业， 分为全国统一鉴定和省级劳动部门统一鉴定两

种形式。目前实行全国统一鉴定的职业共有十五种：秘书、营销师、物业管理员、电子商务师、

项目管理师、心理咨询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企业信息管理师、物流师、网络编辑员、理财

规划师、广告设计师、职业指导人员、企业文化师、企业培训师。 全国统一鉴定的时间一般为

每年的 5月和 11月。

（1）证书等级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分为五个等级：初级工（五级）、中级工（四级）、高级工（三级）、技师

（二级）和高级技师（一级）。

（2）法律依据
《劳动法》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

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

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文凭、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第二节 职业教育概述

一、职业教育定义
职业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施以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 技能和职业道

德的教育。 因此职业教育亦称职业技术教育或实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和成人教育地位平行的四大教育板块之一。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 与普

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二、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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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教育是学历性的职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目前我国以中

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为主———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包括中专、技校、职高、成人中专）统称为

中职，学生毕业文凭属于中专层次；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统称为高职，学生毕业文凭属于大专

层次。

职业培训是按照职业或劳动岗位对劳动者的要求， 以开发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为

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活动。 职业培训是非学历性的短期职业教育。 职业培训的形式多种多样，

目前，我国的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

业性培训。 根据实际情况，可将职业培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

三、中等职业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是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 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和具有与初中同等

学力的人员，基本学制为三年。

中等职业教育是在高中教育阶段进行的职业教育，也包括部分高中后职业培训，目前是

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其定位是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大量技能型人才与高素质劳动者。

中等职业学校在对学生进行高中程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 根据职业岗位的要求有针

对性地实施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分为公办和民办两大类。

（1）中等专业学校（简称“中专”）

中等专业学校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或四年。 传统的培养目标是中级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和小学教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培养目标已扩大到各类技能型人

才。

（2）技工学校
技工学校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培养目标是初、中级技术工人。

（3）职业高级中学（简称“职业高中”、“职高”）

职业高级中学是在改革教育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职业学校， 大部分由普通中学改

建而成，一般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也有两年和四年的。培养目标与中专和技工学校类

似，以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操作人员为主。

（4）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简称“成人中专”）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职业学校， 最早定位是把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成年人（主要是在职人员）培养成中等技术人员，学制两年或三年。

四、高等职业院校

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高等职业教育是经济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新型高等教育， 是和传统普通高等教育不同质的另一种类型

的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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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求学导航

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是职业技术教

育的高等阶段。

目前中国大陆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超过 1200 所， 占全国高校总数 70%左右，

高职在校生超过 1300 万，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一半多。 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为中国高等

教育大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1）招生对象
高中毕业生、高中同等学力者（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目前少数高职院校也招收初

中毕业生。

（2）学制
高等职业教育实行弹性学制，全日制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专科两年或三年，本科四年，非

全日制适当延长。 以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为培养对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五

年。

（3）学历层次
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言， 高等职业教育偏重于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

人才，高职学历在目前主要是专科层次，也有少数是四年制本科层次。 高职学生毕业时颁发

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两年制或三年制）或本科（四年制）毕业证书，并享受普通高校毕业生

的一切待遇。

（4）培养目标
在具有高中文化的基础上，以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

质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办学宗旨。 具有以下特征：

①使学生具备必要理论知识和科学文化基础，熟练掌握主干技术，侧重实际应用。

②侧重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

③培养学生的表达、沟通及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④重视实务知识的学习，强化职业技能的训练。

第三节 国外职业教育概览

一、德国———“双元制”模式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以“双元制”闻名于世。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双元制”的职业教育

体系，是德国能在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始终使自己的新产品、新工艺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并占领世界市场的根本条件。 所以，“双元制” 的职业教育体系被称为德国经济振兴的

“秘密武器”。随着德国经济的复兴和高科技迅猛发展，以“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的职

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并且已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

“双元制”指学生既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又有部分时间在职业学校里接受专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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