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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霸业教育虽然在我嚣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迄今职业教育的发

展还远不能满足客观弟势的需要。目前夫家都认识到，要加速国

民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成亿上万的具有一定道建穆养、文化修

养和技捷修养的工在韭产业犬军，商上述产业大军的培养，必由

之路是大力制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

系统地研究我国职业教育史，无疑地将有助于职业教育在我

嚣的发展，商这一部分确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我国劳动人民长期

从事的生产和社会实践经验，正与我嚣研究早期持续进行着的不

同形式的职业教育有关，理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出现，特别是七

十余年前中华职业教育社剖立以后，我国职生教育有了显著的变

化，并已逐步形成了我国强有的特色。我留职业教育前辈们创办

职业教育的经验，发展职业教育的患想，可给今天的人们以深刻

的启示。

东北部盘大学吴玉琦同志长期从事中国教育史将教学和研

究，他系统地摇摇、整理了我雷职业教育的历史资料，总结了我

自古代和近代职业教育历史经验，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蜀职业

教育史'书，他的辛勤劳动将是一个良好均开端，必然在我蜀进

一步推行职业教育上起很好的作用 e

希望这本 4 中国职业教育史》的出挠，还能带动职业教育的

同智，共同为职教历史研究作击更多贡献。

黄大盐

1991年3月 北京



前言

中华民族的职业教育真有悠久揭历史，并棋累了极为丰富的

经验。伴随我国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出现，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发展，狭义的职业教育一一职业学校应运商起。自 1903年

以来，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所进行的三改具有重要意义和深

远影嘀的学制攻草，使职业教育正式纳入学制，在整个学校系统

中占有了确定的位 E置。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以黄炎培为首始职教社领导

人，在半雇员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中，以赤攘的爱国之心、

责在人先、利建人后，为倡导和推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不

辞劳苦，历尽难辛，开拓前进，作出了在大贡献。在他们的努力

和推动下，逐步建立起→整套以职业学校、职业补耳尝枝、在普

通学校中兼施职业教育、农村改造及职业指导等几个环节相互衔

接、具有中国特色的黑业教育结梅。 tt上诸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理

论探时，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中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民族尉富，

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和光大。

古中共甲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斟后，随着唱等2

教育结梅的改革，职业教育主全国广大城乡如黑后春笋载撞蓬勃

发展起来。为了使之进一步英国、完善、发展和笋‘高'"寻觅我犀

职业教育产生及演进的轨迹，总结正反商方面的经验，.引为借

鉴二做到必吉为今用气这是撰写本书的血案点，也是所期望达到
的目的。

意暗中国诞生四十年奉，特别是党的十一弱三中全会以来，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践与理造的研究，已经迈出了吁辜的一

步，并取得了丰碟的成果。但从目前英国珉业教雪发展的实际需

要来看，应该说相距甚远。许多从事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同

志，以及直接置身于联业学校的广大干部、教职工和学生，对我

国职业教育所走过的道路、遇到的问题，迄今仍缺乏了解。基于

这种倩影，著者从1983年起开始搜集有关资料，酝酿撰写 4中国

职业教育史，一书。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著者力求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为依据.

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揭述我国职业教育

的产生、发展及其沿革规律。在具体罔题的处理上，本书具有如

下几个特点z 第一，在取材上，既突出职业教育栓的理论与实践

艾兼藏官方的普遍部署。第二，在内容上，注意把实施过程、典

型事件与理论探讨有祝地结合起来。第三，在体锦上，采取按历

史发震醺序与按专题银横并用的写法。

全书共分八章。在酝酿编写过穗中，长春教育学院王敏捷同

志参掏了搜集资料工作，并分捏了第三章和第七章的撰稿工作。

申华职业教育投李益生司志对编写本书及查阅资料给予了大力支

持斗‘同时，在编写过程中还参考了我国职业教育界老前辈及有关

专家学者所写的理忆录和学术论文。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公开出版过我国职业教育史方面晦

苦籍，如之著者的理论水平如掌握的资辑有霞，撰写本书的尝试

璀于实现预期的意图，甚至远不到顶期的目的。带路，著者鼓m

希望:职业教育界的老前辈、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同仁，J;..t及广大

读者妇，对此书的程疏乃至错误之处不吝指教，并提出挑评与建

议，以备今后进→步修订补充.

若是f
F 

4 智户、

1990年 5 月于长春



虫草承职业教育的历史遗产，发展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过，是把

我国劳力与智力优势转化为社会生产 J号

的重要桥梁。

通员曾吴玉琦者《中国职业教育史》。

张健
1991年2月 2日北京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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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代社会的职业教育

第一节 职业教育的萌芽

-、教曹韵职业性

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事业。它通过对人的培养起到其在社会

生产、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服务作用。也就是说，人类通过教

育的途径最终使每个成员获得一定的职业修养与能力，从商更好

边参加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动。这对受教育者丽言，不仅是个人谋

生的雪要乡百且也是利群的需要，以及增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从

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职业性乃是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这是不

容震疑的。

但是，从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教育的职业性，尤其是

职业教育并非从教育起辉、时就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起嚣的基

本现点告诉我们，教育是耀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市同时产生的→种

社会现象u 这就是说，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有了人类社会

就有了教育Q 不过，人类始裙的教育不具有职业性，更谈不主是

职业教育。剖如"原始人群n 时代的教育活动，仅仅是作为人类

同太自然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己句虫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十分f~下，自然条件极端翠劣，人钉只能结成原始群体，假靠集

体力量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获得最低食物的需要。因此，当时的

教育活费只能是单一地传授采集或猪猎过程中的某些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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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业性的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运历史盼段的产吻。犬

约在原始JX;族公社时期，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

会大分工，部生产经济与理瑕经济的分离。具体地说，就是采

集、渔语与农业.畜牧业的分离。这是原始社会发生的一场桂会

经济革命，于是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最拥分工。正是人类有了社会

分工才有了不同的职业，有了不胃部黑业才出现了11R业性的教

育。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始初的这种职业性教育，只能接着作是

原始的职业性教育，属于广义的取业教育能范畴。它不是由于教

育事业内部的结梅变化与任务分工商产生的狭义的职业教育，更

不同于伴随近代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专门职业学校。

二，民蘸公桂时期胡职业性教育

从江苏吴县和西安半搜等地的发摇见证，孚在七、八千年以

前，我国就开始了表业生产。如黄河流域种撞了粟子，在在混域

种植了稻子。随营农业生产的发展，便产生了教民农作的职业性

教育。对此，古籍有如下记载z

u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贫喜不足，

于是棉农国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来穗，教民表赞… ...11 ①

a包羹民没，神农民作。新术为袍，揉术为来，来潜之利，

以教天于。"②

"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寝。"③

"后穰教民稼撞，椅·艺五谷，五谷熟面民人育。8③

上述记载，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王军管宣扬了圣人造

世的历史唯告主义观点，但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明和农作技术

传授的某些事实。这本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对妇女辛

勤劳挠的写照。因为原始的农业生产，是广大妇女在长期从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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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发明的。

凡乎在发唠农业的离→时期，由于人类开始了定窍生活及费

猎技能的提高，又为黯i养动物提供了必要能条件，于是产生了

"拘普以为畜莎的畜牧业，部家畜辜11养鱼。所口，我菌古籍中又

有伏疆民教民猎撞畜牧的传说。所谓伏疆民，就是养牺性的意

思，牛、羊、系日牲，牲中色纯者为牺。由此可见，抉赣民可能

是因畜牧业的兴起丽得名，并且是当时传授辜I1养技术的摇手与师

者。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及人类生活走向定居，促进了手工业领

域的不断扩大和原始工艺技术却传授日趋专门化。这→时期，除

石器、骨器、本器等工艺制作井，还出现了制陶、纺织、勇屋建

筑，以及育蚕洽丝等原始手工业.。提据对原始棋悔工艺的考释，

这矜技能的传授不仅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商旦需要相当高的技

术水平。如何韶文化时期出土的细泥彩菌，西安半坡出土的黑

陶，都堪称为精美的艺术品G 其制作工序包括制造陶轮、期窑、

烧窑.海洗、制垣、设计图纹，着色等等。这就要求对每个参加

制作者进行严格的苦1/壤，~养成职业佳的知识与技能。又如育蚕

浩丝、缝衣技术的传授，同样体现了教育的职业佳。史书记载

"摞袒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n⑤相传摞祖是西陵民之

女，郎黄帝元妃，最早教民育蚕治丝，故后世将其娃称为先蚕.

三、报靠社会萄职业性敏宵

远在公元两千多年以前，随着原始re族公社的解体，我匮建

立了奴隶制社会前离家。从夏朝开始，经过商朝直至西庵，大

约经历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在奴隶髓社会里，由于衷业生产技术

的提高和在作物产量的大幅度增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尤其

是手工业的支达阳商业的繁荣，大批奴隶被辑入手工业作坊，分

s 



为很多门类和l专业进仔生产。骂lþ，是噎要jiZJ圣青铜业，冶!码:技

术大为提高。从战墟出土文物看，仅"司母戊大方肆1" 竟垂达

875公斤2 它出钢、锤、铅匪一定分贵的比如j 合!坷， {'1台炼温度要

烧到一千多度。这个大方鼎的工序非常复杂，需要几百人才能完

成。此外，陶器制作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不仅有了专门作坊，百

旦使甫的奴隶有了固定的分工也地下发掘麦明多当时已能豁出精

细美现的艳梅、自掏，以供奴隶主贵族享用。特别是西周时代.

各种主羁的制造已相当普遍c 这是一种较为复杂句结合性手工

业z 作坊内的分工尤为细致。因此，在离、坷奴隶制社会就有所

谓"百工n 的记载。奴隶制社会这种发达的手工业生产，要求'对

手工业奴隶进行强制性地技术圳练，于是形成了一带特殊的职业

性教育形式。

另一方面，在奴隶制社会由于阶级对立的深化，睹为劳动与

体力劳动的分工愈如晓显布对立d 其中·部分黯力劳动者已成为

专门掌管文化及农业、建造等仔业的宫吏，出现了设官分职的现

象。特期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絮隶制社会是宫守学业，既以为宫

之父兼而为蝉，传其学P 为宫之于期就骂父学，习其所业。这种

具有专业分工的官取胜教育，实际上是"世瓣世禄P 制度在教育

方面的反映。:

羔上述不难看出，在奴隶制社会中无论是奴隶还是宫吏，其

职韭分工均有西定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奴隶制官学之

外，还另有"各守其:虫"、"不知迁业"的两种职业性教育。一是

对奴隶实好强制性的职业挠|葫tF 二是在宫吏中实行子习父学的取

富教育。当然，这商种职业性的教育，都不是因为教育内部的结

梅变化与任务分工引起的。因此，我们只能称之为职业性的教

育，部职业教育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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