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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职教师资培养模式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必然要求

教师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是提高职业教

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

键。 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应当要求其所有教师均

接受过同等要求的专业教育，因此所设计的教师培养

体系应有能力保证这一要求的实现 ［1］。 《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

‘双师型’教师队伍。 完善教师资格标准，实施教师专

业标准”，通过“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推进高

水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 。 从这一系列表述看，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

“双师型” 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

保障，而师资队伍建设的基础在于强化培养环节。
我国自上世纪末开始探索独立职教师资本科培

养，通过独立设置职技高师学院和设置在综合性大学

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实施职教师资本科培养工作。
当前职教师资本科培养模式逐步难以适应需求。从现

实状况看，主要存在以下 3 个方面的问题：
1. 职教师资本科学生理解职业教育和发展专业

情感存在不足。通过对在校职教师资本科生的调查与

访谈发现，大多数学生对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均处于

认识模糊的阶段。虽然多数学生是由中职学校对口升

学，但是对职业教育缺乏基本的理解和感情。因此，通

过传统职教师资本科培养模式培养出的职教师资，其

专业情意、专业意识以及专业能力上都与职教师资的

需求有一定差距。从概念上讲，专业情意指的是“教师

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和沉淀的一种情感倾

向，包括教师对待教育的意识、态度和专业精神”［2］。
学生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对未来所从事职业教育教学

专业的价值、意义缺乏深刻理解，那么在未来的教学

行为活动中将缺乏投入的专业情感和持续的意志力，
很难形成对职业教育的深厚感情，也难以养成对教学

负责、对学生负责的职业精神，更难具备追求极致的

专业工作精神。
2. 职教师资本科学生在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方

面存在较大缺陷。 有学者认为，理论把知识对于人在

世界中存在———生活的意义和课程的形象突出、清晰

地在教师头脑中建立起来，此时，关于学科知识的一

切才在教师心中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

成他们对所授学科热爱的理解。 因此，对教师的专业

化过程而言， 理论让热爱产生出来并写下标志性一

笔。 教师总是在知识、原理的表达中回溯和寻求积淀

在认识构成物中的原初意义， 在有质感的呈现中，让

学生意识到原初意义的存在和知识内容所表述的是

一个道理［3］。 但是，从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过

程来看，无论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还是理论研究意识的

培养都较为欠缺。 由于学生要在四年内完成专业理

论、专业技能、教师教育等相关课程的学习，导致学生

对未来所教授的专业难以进行细致深入的探究，短时

期无法形成整体的专业意识，这将影响其在入职以后

研究意识的形成，进而影响专业发展。
3. 职教师资本科学生获得教师专业的能力与专

业素养有待进一步强化。在现有的职教师资培养模式

之下，虽然都有 1~3 个月不等的中职学校实习期，但

是这样短时间的实习过程， 如果去除实习之前的听

职教师资“高职-本科-专硕”
一体化培养模式初探

曹睆俊 李仲阳 唐智彬

摘 要：“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培养模式是在湖南省免费职教师范生培养计划基础上的创新探索，是

一种职业指向性清晰的高层次职教师资专业教育，在专业理论、技能、教师教学技能和教师素养

培养等方面实现了初步突破。 推动“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培养模式，要加强高层次专业化职

教师资培养的政策引导与制度支持，完善多主体协同的人才培养机制，构建“素养导向”的职教

师资实践教学与养成教育体系，并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书体系，以高水平职教师资培养为

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职教师资培养模式；“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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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演练的时间，学生真正去体验教学的时间、体验与

学生直接接触的时间都是极为有限的。要成为一名合

格的教师， 无论是教学专业能力还是教师素质养成，
都必须依靠与学生的长期接触和对教学生活的反思。
因此，职教师资学生必须通过一定时间的教师专业训

练，接受一种与普通本科教育有所区分的成人专业教

育，理解学生如何将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并将专

业理论知识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方式教授给学生，以此

逐步生成教师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 与此同时，调研

中我们还发现，现行职教师资培养模式基本沿用了普

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心理学以及普通教学法的教学模

式与教学方法，导致教学效果一般，尤其是《职业教育

学》和《专业教学论》课程开设与教学开展较为困难，
缺乏特色，这些都是导致职教师资学生教学专业能力

与素养训练不足的重要原因。
调研中还发现，“专任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教师

结构性矛盾突出”“学历层次总体较低”等问题严重制

约了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 由此看来，现阶

段职教师资本科培养工作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中职学

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随着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对师资

队伍建设需求的提高，现有职教师资培养模式已经越

来越无法适应需求，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落后于现代职

业教育的发展需求。因此，职教师资培养期待内涵、层

次、形式上的变革与创新。
二、“高职-本科-专硕” 一体化职教师资培养模

式的基本内容与创新

针对上述问题， 为解决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

“总体数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落后”的困境，寻求职教师资队伍水平的总体提升

与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2015 年，湖南省首次启

动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农村中等职业学校专业

课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该计划在怀化、娄底等地

中学招收了百余名学生，由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

定向培养。 学生毕业后，按协议要求回农村中职学校

从事教师服务 8 年。参与培养的大学有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等 6 所高职院校（均为国家或省示范性高职

院校）以及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均为全国职

业教育师资重点培养基地单位）和湖南科技大学 3 所

本科院校。免费定向培养方式开创了职业教育培养免

费师范生的新途径，为缓解农村中职学校教师数量短

缺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具体方式上，免费职教师范生采用“2+2”分段

培养方式。 通过“考试+面试”后，确定录取学生名单。
入学后， 前两年在参与培养的高职学院进行培养，重

在专业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并利用高职院校技能人

才培养优势， 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实际操作技能 ［4］。
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对口的本科院校学习，重点学

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师教育理论，并完成教学实

习等相关内容的学习。 学生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之后，按照协议入职，及时补充到相应定向岗位中。
但是，“2+2”免费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模式仍然有

3 个问题待解决：一是虽然重视了理论教育和技能教

育并重，但是理论教育缺陷明显，尤其是在前一阶段

的教学中，理论教学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把握，甚至可

能出现单纯重视技能操作的偏差。二是培养阶段顺序

上，现有的安排是先高职后本科院校，但是调研过程

中不少专家与教师表示，由于技能训练主要集中在前

两年，后两年主要内容为教师教育理论，这种方式有

可能导致理论学习和技能学习两者的错位，后一阶段

学生的技能训练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三是“2+2”
培养模式虽然部分解决了师资数量问题，但是在原有

的职教师资本科培养模式上缺乏更大突破与提升，尤

其是培养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教师能力与素养

问题未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基于“2+2”免费职教师资探索以及卓越职教师

资培养的初步定位，结合多年积累的教师教育经验以

及开展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教育硕士的

实践，参照德国职教师资培养的主要做法，我们初步

设计了“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的职教师资培养模

式，确定了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并逐步开发与各个

阶段相衔接的培养标准、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1. 基本做法。 在“2+2”免费职教师资培养的基础

上，依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领域）
学位点的培养基础，将培养计划延长 2 年，增加教育

硕士（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培养内容。培养阶段结束

之后，学生将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在教育硕士阶段，专

业教育与教师教育并重，主要强化学生对职业教育的

理解和教师教育的体验。
在“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培养模式下，实现

了职教师资学生有职业教育学习经历、 学士起点、教

育专业硕士（职业教育领域）水平教师教育模式的探

索。 与以往在职专业教育攻读学位不同的是，这部分

学生有明确的职业指向性。 从入学开始，就确立了与

专业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教育，并在教学

中的不同阶段得到充分强化。从教育硕士阶段现有的

培养内容看，除公共课程之外，专业必修课的部分课

程以培养教育教学能力为目的，强调学术性、应用性

和实践性并重，以专业课程开发与专业教学方法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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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兼顾教育类课程、专业类课程与职业类课程，注重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教育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职业技

术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外，专业选修课则涵

盖了“信息技术应用”“班主任与班级管理”“职业教育

政策”“行业技术技能” 模块和培养院校自设模块等，
同时也对实践教学进行了明确规定。

2. “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职教师资培养模式

的创新。该模式初步实现了优秀高职院校培养资源与

本科（专业硕士）教育条件的整合，带动职教教师教育

实现“实践取向”的改革，推动职教教师专业发展，也

与教师从“行业”到专业，从经验型到专业化转变的发

展趋势相一致。职业院校教学实践与企业实践将有效

反哺大学的职教教师培养，将长期以来职教师资培养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得以有效应用，为“双师型”职

教教师培养提供了探索渠道，职教教师培养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培养将有效突破教师

培养与职业学校教学之间的边界，实现师资培养与学

校教学需求的对接与统一。一体化培养将有力地促进

教师专业素质的养成，区别于职教师资本科阶段教育

所指向的单纯的基础素质养成。 第一，职教教师专业

教育的专业边界与课程设置和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实

践实现了有效的直接联系。 通过经历“多主体协同培

养”，毕业生具备了坚实的双师型教师基础。第二，“高

职-本科-专硕” 的分段职教教师教育课程与专业课

程的实施，为学生胜任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能力需求提

供了直接的、 具备专业水准的有效支持。 第三，“高

职-本科-专硕”协同培养过程将在基础理论足够、技

能充分、教学技能足够的基础上，构成符合职业学校

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教师专业素养。 第四，长时间的

专业学习，将能充分保证学生深入理解职业教育和教

师专业的特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情意。
可以预见，在经过“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培

养环节、企业实训以及职业学校专业实习后，尤其是

通过本科与专业硕士的训练期，毕业生的教师专业素

养将进入稳定发展状态，专业潜质在其进入职业生涯

后具有更多的显性表现。专业定向明确的专业教育和

训练过程让学生经历了可以明确解释的职教教师专

业素养养成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改变了以往

职教师资本科教育过程中的模糊定向问题。在获得学

士学位或者教育硕士时，学生们就拥有了不同层次职

教教师专业标准要求的专业素养。 通过这一方式，职

教教师培养形成了一个规范的专业教育过程，即专业

理论教育、专业技能教育、教师专业教育、教学技能教

育等整合到一个完整过程，并按照职教教师教育规律

和学生成长规律，在课程设计、培养体系结构、培养方

式方面形成相应的设计，提升培养水平。
3. 实施“高职-本科-专硕”一体化培养模式亟待

解决的问题。 第一，与一体化培养模式配套的培养方

案和课程体系不完善。 由于“高职-本科-专硕”一体

化培养模式尚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不是简单的高职阶

段加上本科阶段， 再加上专业硕士阶段的培养过程，
而是三个阶段无缝衔接，一以贯之。因此，各个阶段如

何实现有效的衔接， 这是培养方案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第二，培养单位的协同与合作有待强化。一体化培

养涉及的培养单位既有高职，又有本科院校，还有企

业和中职学校，因此，培养单位之间的协调与互动合

作质量直接影响了培养水平。尤其是高职院校和本科

院校之间的合作过程中涉及招生计划、 学籍管理、培

养经费、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非常具体、琐细的工作，
这就需要培养机构以诚意和热情加强机构协同与业

务合作，改进工作效率与水平。第三，培养质量标准与

评价方案有待细化。 在新的培养标准与培养目标之

下，亟待开发与之配套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评价方

案，凸显各个阶段的培养质量标准与评价方案的特征

与差异，进而形成与总体培养目标配套的人才培养体

系。 第四，有待重点开发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类课程体

系。一体化培养模式区别于以往职教师资培养的重要

内容就是强化教师教育类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对职业

教育和对教学的理解。由于职教教师教育与普教教师

教育的差别较大，因此要在当前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类

课程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强化教师教育类课程开发与

教材研发工作，形成与一体化培养相配套的教师教育

类课程体系。
三、推动“高职-本科-专硕”协同培养卓越职教

师资的对策与建议

1. 加强高层次专业化职教师资培养的政策引导

与制度支持。从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基地到师

资素质提升计划以及各类“省培”“国培”项目的实施，
职教师资培养与培训逐步走向制度化。在高层次专业

化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上， 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因

此，在培养理念与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

要完善培养体系建设的政策，一是要出台政策与制度

支持和保障职教师资一体化培养工作。针对当前现代

职业教育发展对高层次职教师资需求强烈的现实状

况，出台专门政策支持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加大师资

培养工作探索力度，创新培养模式，提升培养能力。二

是要细化高职到本科再到专业硕士之间相互衔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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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策和具体做法，完善细节，在招生、注册、培养、
毕业等方面形成具体规定，使各培养单位的培养工作

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三是要支持和引导高职院校、本

科院校及中职学校和企业参与职教师资一体化培养

工作。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出台相关的规定，明确各

方在职教师资培养中的位置，尤其是作为培养责任主

体的地位，同时明确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中职学校和

企业在职教师资一体化培养中的责、权、利，促进各方

合作规范化和良性发展，也要出台激励措施，不断吸

引中高职学校和企业成为职教师资一体化培养基地。
2. 完善“高校-企业-中职学校”协同的人才培养

机制。一是要建立一体化培养组织保障和沟通协调机

制。可以考虑由本科和专业硕士阶段培养单位牵头成

立“职教师资一体化培养委员会”。成员包括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培养高校、中职和企业，各方通过签订合作

协议，明确各方职责和任务，培养委员会负责审定职

教师资一体化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等材料，并监控

培养过程。 二是要建立“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 根

据各个培养责任主体的工作优势和能力范围， 确定

“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确保培养实施的过程中既

有分工，又有协同，既关注重点，又突出特色。
3. 构建“素质导向”的职教师资实践教学体系与

养成教育体系。“实践能力与素质养成并重”是职教师

资一体化培养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从国际教师教

育的特点看，注重实践作为教师教育的基本发展趋势

已是共识，是完成专业培养的重要环节［5］。 与此同时，
决定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职业素养教育也是职教师

资一体化培养过程中所重点关注的内容。职教教师工

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需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基

础，又要具备专业操作技能，还要能将相关知识和技

能传授给学生；既要有较强的教学实践能力，又要有

专业教学研究能力； 既要把握学生特征及其成长规

律，又要形成对自身教学生活的反思能力。因此，除了

通过职教师资培养课程丰富教师的知识体系之外，更

要考虑通过建立实践教学体系的方式拓展课程学习

空间，弥补课程教学的不足，以此提高职教师资的实

践能力。 要通过大学与中职学校以及企业之间的合

作、行动研究、专业学习共同体等方式，促进“实践取

向”的职教师资培养目标的实现。
作为一名职教教师， 既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也

要有职业教育的感情与认同。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强

化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类课程建设， 提高专业教学论、
职业教育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水平。同时从职教师资

培养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培养理论体系建设、培养标准

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深入和探

索，从理论层面向学生展示职业教育和教师职业的特

征，唤醒学生的认知与认同；另一方面，要通过“润物

无声”的教师养成，教育培养学生对职教教师这一职

业的内在认同与欣赏，让学生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体

验到被认可和成功的喜悦。养成教育主要培养学生面

对职业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时的开放心态，树立以推

动和变革职业教育为己任的心态，通过课程学习和实

践引导， 深化学生对职业教育和教师职业的认识，营

造良好的职教师资培养的文化。
4. 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职业资格证书体系， 为高

层次职教师资培养提供制度基础。 从国际视野看，教

师职业资格证书体系是通行做法。如美国职业院校教

师通过完成不同类别课程的学习逐步累积并获得职

业资格证书，但获取也并不是一次性，五年更新或维

护一次［6］。 改革目前的职业资格证书，一是要将职业

教育教师资格证书与教师教育进行衔接，将教师教育

中对教师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等内容在资格证书中体

现，改变目标的职业资格证书仅仅体现对从教基本资

格认定的情况。二是将教师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教育

专业发展进行衔接。目前我们的教师资格证书都是终

身的。但这种终身制既不利于教师有持续接受教师教

育的动力， 也不利于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规划与安

排。 因此，要将教师职业资格证书与教师专业发展相

衔接， 体现教师专业发展与能力累积的动态过程，并

在此过程中完善教师资格证书持续更新制度，为高层

次、高水平职教师资培养提供保障。
（曹 睆 俊 ，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讲 师 ， 湖 南 长 沙

410081；李仲阳，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教授、
院长，湖南长沙 410081；唐智彬，湖南师范大学职业

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湖南长沙 4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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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Gang Cheng Xirong Liu 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discipline basic course teaching of universities, several common problem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cluding teaching abilities among different teachers are uneven, teaching contents are not unified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no fixed criterion, which lead to lowe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discipline basic courses. Course group is a teaching team, consisting of teachers teaching the same course. In the
teaching team, teachers building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hich pass on knowledge, help each other and
guide the young teachers. Teachers formulate the course contents, and unify the teaching schedule; improve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advance teaching level.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 group building is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 work. It need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los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such as
university, school and teachers.

Key words: discipline basic course; course group building; teaching reform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Group Building of
Discipline Basic Courses

Cao Huanjun Li Zhongyang Tang Zhibi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Undergraduate Education-Profess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Model is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n the basis of Hunan Province free vocational teacher training plan, which is
high -levelvocation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clear career orientation. And it reached the initial
breakthrough on the professional theory and skills,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and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Undergraduate Education-Profess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Integrated Model, we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and give an institutional support of
high -level and professional vocational teachers’ training, improve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of multi -agent
cooperation, construct the literacy -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and develop
educ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system, and provide a
guarantee of teach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high-level teachers’ training.

Key word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mode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Undergraduate Education-Profess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Integrated Model

On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Undergraduate Education-Profess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Integrated Model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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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培训是促进教师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贫困地区农村中职教师在

参与培训机会、选择培训内容以及接受培训方式方面都存在不足。农村中职教师精准培训模式

在理念上，体现公平第一，为最需要培训的教师提供服务；在培训过程上，变“课程中心”为

“学习者为中心”，提高受训者的获得感；在实施机制上，实现优质培训资源的最大程度扩散。

基于H省“送培到校，精准培训”的案例研究发现，突出对象精准、内容精准和方式精准是实

践精准培训理念，改进教师培训效率，全方位提升职教师资队伍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对

“精准送培”项目提出了激发教师内在发展动机、推动优质培训内容建设以及实现培训机制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进一步思考，以期更好地推进职教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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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村中职教师精准培训模式研究*

唐智彬 郭欢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发展的决定性

因素。提高办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

率与水平，关键在于为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培养

数量充足、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实现这一发展目

标，重在强化职教师资培训。自 2005年《国务院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实施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升项目以来，职教师资国家级培训、省

级培训持续开展，培训模式、培训项目、培训内容

不断完善，同时在教师培训的价值取向、培训主

体、方式手段以及制度与经费保障等方面进行改革

与创新。2019年 10月，教育部印发《深化新时代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中提出多元培养培训格局、聚焦1+X证书制度开展

教师全员培训等内容。截至目前，教师培训制度不

断完善。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家级、省级、网络平

台、送培到校等多种培训形式组建的职教师资培训

体系。一系列的政策与行动有力地提升了职教师资

整体素质与水平。[1]以中职教师为例，截止至2019
年 10月，我国中职“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31.5%， [2]这一数据部分表明我国职教师资培训计

划成效显著。但与此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偏

远地区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和培训状况仍不容乐

观，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从培训对象来看，贫困地区和薄弱中职

（尤其是民办中职）教师参与培训仍然存在制约因

素。《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

提高计划（2017—2020）的意见》提出了专业带头

人领军能力研修、“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训、

优秀青年教师跟岗访学、卓越校长专题研修四项教

师示范培训，[3]为中职学校教师提供了大量培训机

会，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地区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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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因工作安排、经费限制、评价机制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了他们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

因此，亟须对培训方式和途径进行调整，让更多

教师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培训中来，公平享受职业

教育发展机遇与政策红利。

第二，从培训针对性来看，职教师资培训内容

设计前期调研有待加强，对教师具体需求关注不

够。当前，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主要由相关主管单位

和培训部门决定培训内容及形式，受训教师处于被

动地位，缺乏选择权。“一刀切”的培训形式、培

训师主导的培训内容，难以针对教师需求开展培

训。尤其是农村或偏远地区教师参与培训的机会本

就不多，如果缺乏针对性，教师参与培训积极性会

受到影响。

第三，从培训目标来看，部分职教师资培训项

目缺乏具体的培训目标开发过程，培训目标设置随

意、模糊。笔者对部分省份的中职“骨干教师计

划”的培训通知及其培训方案进行分析发现，一些

培训项目缺少培训目标等相关表述，抑或是培训目

标表述非常笼统，也缺少对知识、技能以及素养的

具体描述。教师在教学中，强调教学目标；在课程

实施中，强调课程目标，因此职教师资培训应强调

培训目标。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发展，知识体系越发

复杂，技术技能发展愈发迅速，信息量的快速增

长，教师很难把握哪些培训内容处于“中心地

位”。因此，要用明晰培训目标引导职教师资培训

课程建设和模式改进。

第四，从培训内容来看，缺乏标准建设。曹晔

等在“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训需求的意向调

研”结果中提出，培训内容需求前四位分别是专业

技能，专业教学方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课程开发等。[4]但在职教师资培训具体实

施过程中，由于缺乏统筹与监管，培训课程与培训

过程缺乏实施标准与质量标准，主要取决于各个培

训承担单位的培训师资水平，培训内容很难与上述

调研的结果相契合，部分培训内容设置较为随意，

学员的意见也较为集中。此外，教师在参与培训过

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比如部分教师只将

参加培训与晋升或奖励联系起来，而不是着眼于自

身专业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职教师资培训

的效率。

第五，从培训机构来看，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

成为主体，单一性明显。尽管《关于实施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 年）的意见》

《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实施方案》等文件指出，落实教师5年一周期的

全员轮训制度，将1+X证书制度和相关标准纳入教

师培训的必修模块，培训主体多元化。[5]但从目前

的培训主体看，企业组织参与职教师资培训项目总

体较少。从职教师资培训和发展的必要性来看，企

业应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基本健全，

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囿于培训成本、培

训管理以及教学冲突等问题，贫困地区农村中职师

资短缺，难以大批量派送在职教师参与培训，教师

参与培训的机会较少，质量有待提升。因此，解决

这部分教师培训问题，亟须新机制与新方法。H
省在推动职教师资培训改革的过程中，创新性地

推出了针对农村中职学校教师的精准培训模式，

在理念和路径上值得深入分析，将对我国职教师资

培训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农村中职教师精准培训模式的理论分析

选择何种职教师资培训模式，取决于一系列因

素，既需要对中职教师的发展需求进行全面、科学

的深入分析，也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教

育财政投入的现实约束，同时适切的农村中职教师

培训模式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一）职教师资培训要体现公平理念

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现实状况来

看，一是师资队伍建设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

双师型教师队伍和高水平实践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

强；二是教师队伍水平存在区域、校际不均衡的状

况。因此，在推动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发展的过

程中，要树立 “均衡发展”的公平理念，尤其应

该关注贫困地区、偏远地区的农村中职教师培训需

求。在这一理念之下，新时代的职教师资培训，首

先着眼于培训对象问题，重点关注“谁最需要培

训”，重视“锦上添花”，更重视“雪中送炭”，这

是公平理念的基础，将更多培训机会安排给那些在

理念、技能与方法方面亟须发展的弱势教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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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培训形式上，职教师资培训要从受训者接受

便利角度安排培训活动，充分考虑受训者参与培训

的成本、效益、时间等因素。再次，职教师资培训

模式要从机制层面充分激发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让所有教师有兴趣、有动力、有保障地

来参加培训活动，从而实现教师自我提升。

（二）职教师资培训要变“课程中心”为“学

习者为中心”

有研究者将教师培训的问题归结为“把课程置

于中心：预设有余、生成不足”“对教师学习特性

重视不够：重知识结构、轻认知结构”“片面理解

教师学习过程：关注‘学习中’，忽视‘学习前’

与‘学习后’的跟进”“对评价促进教师学习的作

用重视不够：重终结性评价、轻过程性评价”

等。[6]上述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于职教师资培训当

中。究其根源，是缺乏“学习者为中心”的培训理

念和培训模式设计。提高职教师资培训效率，首要

解决的问题是把受训教师作为职教师资培训体系的

中心要素来考虑。职教师资培训课程设计要充分研

究成人学习的相关教育理念，推动职教师资培训课

程改革，从理念上将培训课程视为培训者与受训者

共同构建学习经验的过程，而并非培训者单一向受

训者输出的过程。从课程内容上，充分关注职教师

资专业成长的外在特征与内在需求，通过课程引导

教师自我发展，以教师自身发展需求为课程内容设

计的重点。从培训过程来说，培训者与受训者结成

伙伴关系，形成一种学习与成长共同体，依托培训

课程实现二者共同发展。从培训方法上来说，通过

充分关注成人学习机制与学习方式，有效调动受训

者的既有经验，引导受训者基于实践经验、围绕工

作任务进行反思，充分参与到新知识的学习，从而

构建新的经验，并具备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的能力。

总体而言，就是要实现教师培训的“课程中心”向

“学习者为中心”的转换。

（三）职教师资培训要实现有限优质资源大范

围扩散

在职教师资培训中，优质资源是短缺的，机会

是稀缺的。因此，如何将优质培训资源尽可能惠及

更多教师，促进优质培训资源扩散，使更多教师得

到培训机会，是职教师资培训模式改革的重要内

容。将优质资源扩散的方式有多种，影响最大的是

信息化模式，即通过建设数字化资源，实现资源的

远程传输，实现贫困地区教师在终端实行自主学

习。信息化模式虽然解决了资源的传输，也存在缺

陷，如无法形成师生互动；资源共性太强，无法照

顾个性化需求；无法进行有效的反馈和持续改进

等。因此，要实现职教师资培训优质资源的大范围

有效扩散，不仅要充分重视基于信息技术的创新与

探索，更重要的是探索培训机制改革，以培训机制

创新促进优质资源扩散。优质培训资源扩散机制的

建立，首先有依赖于形成支持职教师资培训资源扩

散的有效政策，以政策引导培训资源扩散。其次是

资源扩散手段的创新，多元方式的有机结合是促进

资源供给和扩散的关键，既需要技术手段，更关键

在于发挥人的核心作用。完善的机制，才能为职教

师资培训工作的持续高水平开展和优质培训资源的

扩散提供有力保障。

二、农村中职教师精准培训的案例分析

“十三五”期间，为了进一步提高职教师资队

伍建设水平，我国进一步加大了教师培训的力度，

教育部、财政部于 2016年出台了《关于实施职业

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 年）的意

见》，在职教师资培训部分，明确了“职业院校教

师示范培训”等一系列计划任务，并投入了大量培

训经费。在已有职教师资培训经验积累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教师群体，相关部门设计了相应的培训项

目，有效地提高了培训效率与水平。其中，H省根

据该省农村中职学校教师参与培训的成本高、难度

大、效果难以持续保证等问题，创新性地设计了

“送培到校，精准培训”（以下简称“精准送培”）

的职教师资培训项目，为贫困地区农村中职教师

“量身定制”了培训服务，首期内容涉及课程标准

设计与开发、教学设计、课堂管理艺术等。送培团

队由省内 18个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单位组织职业教

育理论研究、教学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专家组成，专

家团队根据所承担的培训任务，以“送培到校”的

方式到各个受培单位开展培训工作。创新项目实施

两年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机制和内容建设

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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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送培”项目的基本情况

“精准送培”项目于2017年正式纳入《H省职

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列为国家级培训项

目，并向全省进行招标。2018年首次为贫困农村

职业学校实施“精准送培”。2019年该省继续实施

“精准送培”，并扩大范围，将面向贫困农村地区扩

展为面向全省范围内所有的薄弱中职学校。项目实

施以来，影响与受益面不断扩大，发展成为职教师

资培训模式的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

（二）“精准送培”项目的主要做法

总体而言，“精准送培”项目已经初步形成了

从政策制度、机制设计、内容开发、团队建设以及

保障措施的职教师资培训方案，从而得以保证培训

覆盖面和培训效果。具体主要包括：

1.省级层面创新政策设计

“精准送培”项目自从被H省确定为国家级职

业院校师资培训创新设计项目以来，得到了各级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送培和受培单位的高度重视。项

目的设计初衷和现实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该省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高水平

职业院校主要集中在主要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通向农村的路径受限。二是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

村地区分布较广，有较强农村中职教育需求，发展

优质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巨大。三是从总体

看，该省贫困地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高，教师的教育理念与教学设计能力等都难

以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四是该省教育财

政投入有限，教育行政部门期待用最经济的方式，

高效解决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提升职业教育发

展效率与水平。

如前所述，从教育发展的价值观念来看，推动

省域教育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基于公平理念，促

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通过相应的机制设计，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扩散，提高职业教育落后地区的职业

教育发展水平，而这其中最关键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因此应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

以及手段等方面对薄弱中职学校教师进行全方位培

训。如何设计适合广大薄弱中职学校，尤其是贫困

偏远地区职业学校教师培训项目，是职教师资培训

政策制定和项目设计的重要环节。既要考虑到职教

师资培训项目的普适性，又要根据地区特殊性设计

适应性强的培训方案，还要考虑相关政策符合国家

的相关规定，这对省级层面的职教师资培训政策设

计与制度安排都有较高的要求。“精准送培”项目

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一方面，该

项目充分体现了国家职教师资培训政策的基本理

念，同时突出了区域特色和地方创新。另一方面，

项目设计考虑了职教师资培训的一般规律，又突出

了现实工作中的条件约束，省级层面的创新政策

设计确保了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的高度统一。

2.建立优质培训资源竞争性参与机制

建立竞争性参与机制，将培训项目面向全省招

标，是“精准送培”项目所坚持的一个重要做法。

在具体的操作规程上，首先，各职业院校教师培训

基地组建专家团队，由H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培训

团队进行评审、遴选，严格按照专家职称与学历、

专长与结构、配置与保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确保

高规格、高标准建设送培专家团队。既要考虑专家

团队的背景，更要综合考虑团队在承接其他相关职

教师资培训工作的绩效评价。到目前为止，H省一

共有 18个团队获得 “精准送培”项目投标资格。

其次，根据专家组调研和中职学校自主申报，按照

“有需求、有意愿、有条件”接受职教师资培训的

基本原则，确定受培单位。再次，由H省教育厅统

一组织送培项目招标会议。会上，各个送培团队分

别展示团队实力与优势，受培单位根据学校定位、

教师培训需求等，联系适合自身的送培专家团队。

通过反复交流与协商，受培学校与送培专家团队

达成培训协议，双方在H省教育厅所设计的培训内

容框架之下，形成专家送培到校的具体内容、专家

团队以及培训时间。为了避免部分送培专家团队承

接过多培训任务从而导致专家精力分散，无法高质

量完成送培任务，H省教育厅明确限定各个送培团

队能承接的送培项目上限为5个单位，确保送培团

队的人员和时间投入，从而实现了培训项目的有效

分配。

3.培训内容定制化，同时注重标准建设

为了改变以往职教师资培训存在的“培训专家

本位”的痼疾，即培训什么内容，是根据专家的专

长来实施，导致培训内容与中职教师需求相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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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H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团队，专门围绕贫困地

区薄弱中职学校教师的课程、教学、管理以及科研

等方面问题，深入调研、反复研讨，准确把握教师

们“缺什么”。寻求现阶段各个职业学校教师培训

的“最大公约数”，最终确定了首期培训内容——

课程建设、教学能力发展以及信息化教学设计三个

培训主题。与此同时，各个受培学校与专家团队在

这三个主题范围内，选择具体的培训内容。这样既

避免了培训主题过于宽泛，也关注到了各个学校的

具体需求，实现“标准化”与“定制化”并重。

为了进一步强化培训内容标准建设，使培训团

队在实施培训过程中“有标可依”，H省教育厅每

年都组织了培训师培训，为各个培训师团队提供培

训标准指导，示范培训流程与关键内容。具体方式

是，通过聘请专家，统一组织各个送培团队进行集

中培训，时间为一个星期，内容涉及团队“破冰”

活动以及送培内容与主题。培训师团队以省教育厅

所组织的集中培训为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再结合

受培学校的具体需求，进行相应培训内容设计。所

有送培专家团队成员不论职称、学历水平有多高，

都必须全程接受统一培训，获得省教育厅颁发的结

业证明之后才能真正进入专家团队，获得参与送培

工作的资格。

4.注重培训的标准流程

在“精准送培”项目过程中，主管单位要求送

培团队按照标准流程来实施相关培训工作，确保了

精准送培的效率。具体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在受培单位的具体培训活动安排，时间至

少为连续9天，按主题分模块实施，每个模块又分

为若干单元。培训团队到受培学校，每个单元包括

一名主培训师和一名助理培训师，主培训师负责授

课，助理培训师负责辅助学员学习，提供信息咨

询，组织学员课堂小组活动，搜集学员的课堂反馈

等。二是每一模块基本都采用“受训者中心”的行

动导向教学方法。受训教师按照“组内异质、组间

同质”的原则，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以项目和学

习任务为驱动，每个主题都有相应的学习任务，各

个小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在培训活动开始的第

一个阶段，均由培训专家组织“破冰活动”，以期

增强团队意识和凝聚力。在后续的学习任务安排过

程中，小组内部既有个人的独立学习，也有团队合

作，还有小组汇报展示。在每个学习主题单元结束

之后，各个小组都安排相应的任务，并进行成果或

者项目呈现。三是学员评价以活动参与水平和成果

质量为主，客观、真实地反映学员的学习状况。培

训流程的创新设计有效融入了企业培训的有关元

素，结合教师培训的具体需求，从而取得了更理想

的培训效果，提高了学员的参与度。

5.培训评价多元化

由于H省的薄弱中职学校数量较多，随着产业

进步和职业教育发展，职教师资培训越来越呈现常

规化、持续化和深入化的常态，因此，要确保“精

准送培”项目的效果，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化，有必

要强化培训效果评价，对送培专家团队的培训工作

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从H省的实践看，培训效果评

价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开展：一是学员评价，主要包

括学员为培训专家打分、写评语以及接受项目管理

单位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的座谈调研，并

对培训专家的教学态度、授课质量等方面做出客观

评价。二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主要通过组

织专家到学校现场听课以及与受培学校领导和学员

开展座谈等方式，获得对专家的评价。从已实施的

评价看，这两种方式的结合，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培

训团队的工作水平。三是在评价结果的利用上，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将各个受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评价

及时反馈给送培专家团队和相关单位，进而改进送

培专家团队在培训形式和教学方式的不足，提高精

准送培总体水平。

（三）“精准送培”项目的特征与经验

“精准送培”项目实施两年以来，已经基本上

覆盖了H省的贫困地区农村中职学校，同时还带动

了一批城区薄弱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们

带去了全新的职业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以及信息化

技术手段。从短期看，“精准送培”项目带来了教

师观念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从长期看，可以预期

的是，“精准送培”项目将通过改变教师的工作与

生活状态，改善薄弱中职学校的发展生态，进而提

升中职学校发展水平，逐步实现区域职业教育均衡

发展。简单总结，“精准送培”项目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征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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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培训对象精准。在“精准送培”项目中，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调研H省贫困农村地区职业

教育的发展需求问题，将教师发展与教师队伍建设

问题作为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贫

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和薄弱中职学校的发展过程

中，师资队伍既存在数量的短缺问题，更存在结构

不平衡、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是最需要得到培

训的。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教师在参

与培训上存在诸多问题，如培训成本高、培训时间

难安排、培训机会少等，限制了他们参与培训的机

会，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精准送培”

项目的出台，精准对接了贫困地区农村和薄弱中职

教师这一群体，对接了教师的发展需求，实现了师

资培训服务对象的精准化。

二是培训内容精准。在贫困地区和薄弱中职学

校的教师发展需求中，哪些需求是急需解决？哪些

能力是教师最为欠缺的？这些问题在“精准送培”

项目的设计之初就是专家团队反复思考的问题，因

为一个教师培训项目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不能

为一个师资培训项目设计无限目标。因此，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相关调研团队通过广泛调研学校和

教师的状况，并深入分析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特点，确定了首批培训内容，包括课程、教学与

信息化三大板块。这一内容设计，既是全省职业院

校调研的结果，又充分反映了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省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计划在本轮送培结束之后，更新培训主题，进一

步精准对接教师发展需求。

三是培训方式精准。培训方式精准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指项目所设计的专家团队精准送培；

二是指任务驱动的培训方式契合了教师培训的现实

要求。“精准送培”项目精准地解决了贫困地区农

村中职学校教师参与培训机会少、培训成本高的问

题，通过专家上门，面对面辅导，课后线上联系等

一系列方式，为贫困地区中职学校教师提供了充足

的学习与培训机会。合适的培训机会，就是精准培

训方式。在具体的培训实施过程中，“精准送培”

项目主要采用任务驱动培训法，参与培训的教师小

组基于任务，在培训师营造的问题情境中，围绕学

习任务，自主探索，通过关注问题，参与实践，以

形成具体的结果为目标。实践结果包括课程标准设

计、教学方案设计、信息化教学设计等。在这一过

程中，参培教师一改以往培训中“只听不动”的状

态，必须积极参与到任务学习当中来，从而在主动

探究、实践、思考以及运用过程中，形成高水平的

教师学习体系。“任务驱动”的到校培训方式精准

契合了职教教师培训的内在需求，从精准送培的效

果看，大部分参与培训的教师都能在课程标准再开

发、课堂教学设计以及教学信息化融入方面，取得

较明显的学习进展，形成明确的学习成果。

三、总结与反思

H省职教师资培训“精准送培”项目实施以

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在

政策与制度设计、课程开发与培训方式选择以及培

训体制机制方面，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体现

了精准面向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教师发展需求的

机制设计、课程设计以及模式选择，形成了真正的

“精准送培”模式。但是，在观察与研究“精准送

培”项目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以下几点需要继续

关注：

一是如何持续地激发教师主动参与培训与自我

发展的积极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虽然大多数

教师都能积极参与培训，并主动完成各项任务。但

是也发现部分教师缺乏内在驱动力，很难持续地参

与学习，也不能主动地配合完成培训任务。参培教

师自我发展积极性的缺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浪费

培训资源，使专家培训效率降低，影响培训项目水

平。因此，参培教师始终是影响培训项目效率的根

本因素。在为职教师资提供培训资源的同时，更应

考虑构建融合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惩罚机制为一

体教师内在发展促进机制。

二是如何持续建设优质培训课程及相关资源。

在首轮和第二轮的“精准送培”项目实施过程中，

虽然课程、教学方法和信息化教学设计等内容都是

目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所亟须的。但不容忽视的

是，部分中职教师之前就参加过培训，同样的培训

内容已经听过多次，容易产生反感。因此，职教师

资培训要根据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结合国

家职业教育政策与教学思想的发展，不断更新课程

内容和培训要求。与此同时，资源建设与开发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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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效机制，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的

统筹职能，建立职教师资培训课程与资源开发机制

与更新机制，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教育研究机构应

积极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组织专家根据不同时

期、不同类别的职教师资培训需求开发相应课程与

资源，持续更新，并及时向培训专家团队提供课程

更新服务。

三是如何形成可持续的职教师资培训发展机

制。职教师资培训项目的可持续性是其能否发挥广

泛影响的关键性因素，这既与培训政策和项目设计

本身的科学性有关，又与是否能形成项目可持续发

展的自身机制相关，最关键在于如何避免项目运行

过程中的制度漏洞问题。以“精准送培”项目为

例，国家财政为每一所受培学校的“精准送培”项

目提供 15万元的财政支持，内容包括送培团队的

专家授课费用、交通及食宿费用等。但是，在项目

运行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部分专家团队通过与受培

学校达成私下协议的方式，改变培训课程时间、授

课方式以达到双方都能够最大程度得到财政款项，

导致职教培训招标过程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

现象。因此，在职教师资培训项目实施过程中，如

何避免“搭便车”等钻政策空子的行为，是政策实

施有效性和项目机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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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ecise Training Model of Rural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in Poor Areas

TANG Zhibin, GUO Hu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Teacher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quality
enhancement. Rural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in poor areas have shortcomings in participating in
training opportunities, selection of training content and training methods. The precise training model for rural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fairness first and provides services for teachers who
need training most.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the "course-centered" is changed to "learner-centered"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gain of the trainees; a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he maximum diffusion of high-quality training
resources is achieved.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Precise training for the rural vocational schools" in H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highlighting precise objects, content and methods is the experience. What's more, how to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teacher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training content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mechanism are also cruci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er.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training; precision training model; poor areas; rural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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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发展情境

中总被赋予一定的功能与职责，似乎任何经济社会

发展背景之下，农村职业教育都能被合理地“安顿”。

简单搜索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无论是新农村建

设、城镇化还是农业产业化、精准扶贫，抑或是乡村

振兴战略，农村职业教育的“独特功能”被反复提及。

但是，千帆过尽，农村职业教育还是在等待下一轮的

“发展使命”。农村职业教育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伴生问题，关注发展背景变迁，关注功能变化，却

很少关注变迁之下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

结构性因素。我们既要把握不同背景下农村职业教

育“应该承担什么、应该如何发展”等问题，更应该弄

清楚是否存在某种因素驱使农村职业教育不断调整

自身能力以适应外部背景和条件，是什么因素让农

村职业教育承担这样的功能。本文试图分析长期以

来农村职业教育是如何在重大发展战略为主的结构

性力量和权力关系的影响下而获得各种功能，以及

在不同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功能是如何隐含不同特

质、呈现何种内在逻辑与社会景观？本文认为，农村

职业教育是一种典型的乡村社会“治理术”，是国家

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

农村职业教育传导了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目标，承载

治理行为；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活动，国家对农村社会

和农村人口施行治理。在乡村社会不同发展阶段，

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功能重点与形式有所差异，体

现了国家权力渗透乡村和国家治理转向的基本特

征。

一、改进乡村社会治理：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重

要视角

“治理术”这一概念源自福柯。基于西方历史，

福柯从权力技术的视角细致描绘了政府治理的构成

演进和现实途径，他认为，历史地看，权力有三种典

型的类型：以君权为主导的主权权力、以监狱为原型

的规训权力和以生命政治为基础的治理权力。[1]所

有形式的现代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都是以关于权

威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

的某种特定思考方式为基础的，这就是所谓“治理

作为乡村“治理术”的农村职业教育：

内涵与路径
唐智彬 郭 欢

摘 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农村职业教育传导并形塑了国家乡

村治理目标，在积极的“形象”建构中吸引农村民众广泛参与，奠定治理的群众基础，同时通过完善多元功能保证治

理能力。作为“治理术”，农村职业教育要面向复杂经济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人心优化”、“秩序生产”和“能力生

成”三大主题，积极发挥治理功能。基于乡村社会“善治”目标，应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农村职业教育

发展问题，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治理价值意识，通过完善实践框架不断改进治理能力，构建多元共治的农村职

业教育治理框架，实现“以教育促治理，以治理强教育”的教育与治理协同改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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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从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看，“现代社会的

治理术主要指各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得以实施的一

整套制度、程序、分析、计算和策略，其目标是人口，

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手段

是安全部署 ”。[2]国家现代治理方式所依赖的一整

套治理手段与技术，既有代表国家意志的制度与政

策，又有隐形于日常生活与交往的种种规则与习俗，

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寻找最好的方式来对个人和

全体的行动施加影响，从而来确保每个人以及集体

的利益”。[3]因此，治理术提供着人类赖以生存、发

展和实现的共同体组织，提供推动人类物质需求得

以满足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的规范秩序，形塑支

撑交往活动进行的“真善美”的话语秩序以及表意系

统，构建有序运行和良性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决定

着现实性上人的本质规定，[4]是现代政治理性的共

同基础。

在此基础上，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尼古拉斯·罗

斯（Nikolas Rose）在另一篇论文中所提及的“两种国

家主导的重大生命政治策略”，这两种重大生命政治

策略在欧洲、北美及其大量殖民地成型并广泛运用。

第一种策略是提高人口健康水平。这个策略的核心

是改变个人习惯，尤其是普及卫生知识，让民众养成

良好卫生习惯，通过诸如改进城市规划、城市污水处

理等方式，为公众提供更理想的卫生条件，并“通过

家庭和学校教育等类似机制”等方式逐步改善，如对

在校儿童进行体检、健康巡查以及开设诊所等形式。

第二种策略也是寻求人口总体健康水平，但是将重

点放在人口再生产问题上。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国

家通过优生学，“改善身体政治，使得大多数民众在

未来不会成为社会的、经济的负担，因而对当下人们

的再生产能力施加影响”。[5]在人口再生产的过程

中，除了通过从科学层面的基本卫生保障提高人口

生育水平外，还以覆盖面更广、水平更高的教育和文

化活动来实现对人群的治理。正如我们所知，西方

国家的治理变迁经历着从传统的司法权力到规训权

力和安全技术的过程，焦点从“领土”转向“身体”和

“人口”。[6]这些也反映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政

策和报告中，如世界银行报告就提到，获得良好教育

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个人成功、国家发展和繁荣的

基石。所有的治理都是面向人的治理；一切的治理

活动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完善的治理制度必须要

有高素质的治理主体，才可能通过有效的治理行为

实现治理现代化。

将现代教育作为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手

段，梁漱溟曾有探索。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具

备“政治、经济、文化合一”和“政教合一”两个重要特

征。在“政教合一”这一问题上，梁漱溟强调“‘教’乃

道德问题”，乡村建设中应该实现“政治、经济、教育

三者合一”，教育“应居于最高位，领导一切”，“建设

寓于教育”，[7]因此，梁漱溟设计了与村民紧密联系

的村学和乡学。村学和乡学既是组织，更是学校，通

过教育贯穿、引领一切经济与政治活动中。从教育

内容看，重在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既有知识、技能

教育，同时重视激发与培育乡村民众的“生命本体”，

强调“读书明理”，“其理正在人生之理”。[8]从特征

上说，村学与乡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中所发展

的新型社会组织，借此构建新乡村社会秩序，实现乡

村治理的重要方式。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治理有效”

基本目标的提出，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不仅要全

力促进乡村经济、农村产业的发展，更应注重农村人

口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创新

和乡村善治目标。作为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对

乡村进行治理与改进的手段之一，与其他的手段相

比较，如直接的资源投入、政策干预等，农村职业教

育发挥治理功能显得隐蔽而弱势，但却有效而深远。

一是总体上，农村职业教育传导并形塑了国家

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与行为。国家治理主要依托技

术策略，形成了一整套理性而隐蔽的治理手段，延伸

到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权力直接渗透到人口的

生命及其全过程，对个人生命过程进行调控，这就是

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在现代治理的实施框架

中，治理者试图让被治理者相信，政府的意志就是为

了让被治理者过上更好的生活。[9]在推进乡村社会

治理进程中，国家在以系列输入性资源和制度支持

的同时，从战略上将直接影响人口质量和人群素质

的教育作为促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发展农村

职业教育是其中一项关键内容。从功能上看，农村

职业教育既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农村人口受

教育水平的重要路径，又是改善农村人口知识、技能

和素质水平的重要方式。总而言之，发展高质量的

农村职业教育，体现了国家改善农村人口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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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地位的重要目标，蕴含了改进乡村治理、实现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为了使这些治理目标

更好更顺利地实现，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不断提高农村职

业教育办学质量与水平，以此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

乡村社会影响力，并能顺利传导国家治理目标、行使

治理职能。

二是策略上，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积极的

“形象”建构，吸引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和支持，奠定治

理的群众基础。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有一项重要的

治理策略就是话语建构。为使农村职业教育更为民

众理解、接受，从而发挥治理功能，政府在出台大量

政策与制度的同时，使用部分话语概念来宣传、动员

民众重视与参与职业教育，将发展职业教育的观念

传递到社会群体或个体，从而获得民众的赞同，形成

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并指导具体的行动。[10]这其

中，一方面，官方积极推动的系列话语概念为农村职

业教育建构了高价值的外部形象；另一方面，使用话

语概念本身也是治理的组成部分，使得国家重视职

业教育的治理理念和发展观念得以传播、获得共识。

系列的话语既有国家各类正式文件中所提及的“技

能强国”、“职业教育强国”、“扶贫先扶智”等，又有这

些话语概念下各地方政府和职业教育机构所宣传的

“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一人学技能，全家共致

富”等更为通俗易懂的话语，与此同时，配合上述话

语，国家以巨量的财政投入吸引民众积极参与，推出

了如“农村学生中职免费教育”、“中职免费政策”、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等措施，打消农村居民

对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顾虑，以“公益

性”特征来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受众面和影响度，进一

步构建农村职业教育在乡村社会的正面形象，扩大

社会影响，提高社会地位，从而奠定治理的群众基

础。

三是具体实践中，突出利用农村职业教育的多

元功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教育蕴含了一种对人及

其精神进行生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隐性权力技术，

通过接受教育，个人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对于

农村职业教育而言，由于其涵盖的内容全面、对象广

泛，是面向农村人人的教育形式，既包括农村学龄人

口，如农村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我国乡村“控辍保学”

的重要手段；[11]也包括有学习和培训需求的人群，如

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剩余劳动力、城市转移劳动力等

等。总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治理功能的实现有赖

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正规中职学校教育，农村

居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得到提升，更加适应国家现

代化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这是教育的本质功能，也

是包含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中的。二是

农村人口技能水平得以改善，促使农民适应现代产

业发展要求，增强农村居民经济能力，这是保障现代

治理目标实现的经济能力基础；三是农村居民综合

素质与能力改进，认同并自觉践行现代社会价值观

念与行为，适应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求。多元

治理功能的实现是农村职业教育促进乡村内生秩序

生成和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生产的重要基础。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术”

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不应只是振兴乡村经济，

而是开展一场新进步运动，推动乡村政治、社会和人

的现代化。[12]乡村治理不只是农村内部的自我管理

和发展问题，更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13]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最

终实现。因此，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应从“治理术”的

视角，突出在参与“人心优化”、“秩序生产”和“能力

生成”三个方面的能力。其中，“人心优化”是基础，

“秩序生产”是条件，“能力生成”是核心。

（一）“人心优化”：农村职教应直面乡村治理的

根本问题

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是人的治理，人的行为是

受精神思想支配的，精神思想是治理之基础。[14]因

而本质上是“人心治理”，“人心即政治”，[15]所有的制

度与政策都是建立在“人心”之上的。党中央在《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强调

农民在整个战略中的主体性，将“坚持农民主体地

位”作为指导实施乡村振兴计划的基本原则之一。

缺少农民这一内生主体的参与，乡村振兴就无法真

正落到实处。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强调党委、政府、社会（社会

组织）、公众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6]这一目标的

实现，有赖于治理人群的全员参与，因此，乡村治理

体系中的“人”是决定治理制度、治理手段以及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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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的根本因素，“人心”又是这一切的基础。

但是，乡村社会治理面向的“人”及“人心”又是

极为复杂的。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社会多元化

与价值观的冲突，加之信息化社会与信息获取的便

利，使得农民在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已然自发地

感受到关于致富手段和生活目的之间的困惑、利欲

追求和人际交往之间的紧张、条件改善和内心感受

之间的迷茫等等。”市场经济之下，部分农民“在追求

功利动机的同时自我私欲恶性膨胀，导致急功近利、

见利忘义，社会责任感缺乏、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

范增加，甚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牺牲自己的人

格和他人的幸福乃至生命。”传统价值观体系中的义

利、理欲关系已经被农民以颠覆的方式解构。[17]乡村

振兴和乡村治理就是在这一“人心”状况基础上来推

动的。孔子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仅仅依靠

制度和法律条文来治理，民众缺乏道德感的约束，那

么社会治理的交易成本就可能很高，降低了治理的

效率。这也是我国乡村治理提出“自治、法治与德

治”相结合的基本出发点。

“人心优化”是当前实现乡村“德治”的重要基

础，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如何实现“人心

优化”？人的“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觉之力”，“求真

恶伪是随着人心对外活动之同时自觉中，天然有的

一种力量”，人心的成就，简单来说就是“真”、“善”、

“美”出自人心的自觉。[18]农村职业教育应积极回应

“德治”的现实要求，配合国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行

动，发挥教育的隐性治理功能，直面当前乡村社会及

农民受到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以及虚荣攀比等等

强烈冲击因素，通过适当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引导民

众在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理解传统价值观

念和道德观念，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教育的催化与养育之下，不断优化乡村社会心

理。以教育的方式对农民个人精神世界与价值观进

行培育，规约农民人心，从而奠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人心”基础。

（二）“秩序生产”：农村职教要助力夯实乡村社

会治理基础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不

仅依赖国家制度、政策以及资源的输入，更依赖乡村

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这是乡村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基础。[19]乡村社会秩序生产包括内部生产

与外部支持。从外部来说，国家权力体系的“毛细血

管”渗透至最基层，同时与一系列法律、制度与政策

构成乡村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是乡村社会秩序的

外部支持。与此同时，深刻影响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的乡村社会内生秩序更为重要。促成乡村秩序形成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民对法律、政策的遵守，

也有对宗族的认可、对村庄内部文化与价值观念的

认同等等。法律属于强制性的，其他则更多取决于

村民的观念，是长期教育与教化介入的结果。

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根本变化是乡土中

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20]在这一总体背景下，乡村

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等都产生了一系列深

刻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与组织的关系、与他人

的关系等等都在变迁，村庄分化、人口流动以及代际

革命等将村庄逐步变成一个有“陌生人”的乡土社

会，尤其是一批批的“农二代”离乡、离土，为未来乡

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奠定基调。总体而言，乡村礼治

秩序让位于经济权力的主宰，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

秩序演化与变迁，[21]给乡村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

战，治理基础与治理方式都逐步呈现新的特征。

从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来看，通过为我国最广

大的农民群体提供教育便利，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的

制度基础，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

职能所在。以法律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现阶段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报告显

示，农民在法律公正性、权益保障功能、遵纪守法观

念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22]如何强化农民

的现代法律意识这一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有待教育的参与。乡村内生社会秩序生产取决于农

民对世界、国家和社会的认知，取决于农民接受的信

息量。当前，农民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扩展了信

息来源的途径与方式，但所接受的信息泥沙俱下，有

用信息、无用信息甚至有害信息都涌进了农民的视

野，各类信息共同建构了农民认知和知识基础，也会

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认知，这些都是乡村内在

社会秩序生产的重要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农村职

业教育发挥自身特有的组织功能，同时依托与农村

基层政权、农民专业协会等机构的联系，以适当的方

式扩大自身在乡村社会和农民中的影响力，将教育

内容转化为对农民观念与行为的塑造，将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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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对农民集体的组织。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施

中，国家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渗透到农

村，治理行为传导至每一位农村人口，逐步在教育中

形成面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社会秩序。

（三）面向“能力生成”：农村职教发展应嵌入乡

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乡村能力”是支持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治理现

代化的关键，主要指乡村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能力

系统。从治理的角度看，乡村内生能力主要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我国长期以家庭为

基本经营单位的小农生产基本特征造成了农村的组

织化程度偏低，造成资源动员能力、自治能力薄弱，

在宗族力量基本退出乡村治理力量之后，如何发展

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激发农民自治意识，是乡村

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二是“发展”能力，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即乡村产业发展能力和乡村居民的个体

发展能力。“产业兴旺”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

收入增长是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这些都是由发

展能力决定的。乡村社会组织能力的发育与发展能

力不断提升，才能持续改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

平。

从能力基础来观察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

不难发现，当前在高度开放与流动的大背景下，我国

乡村社会出现了持续分化，各地状况高度迥异。既

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老人、妇女与儿

童留守中西部贫困乡村，空心化状况严重；也有由于

地理位置、资源基础等优势而成为“资本下乡”的重

点区域，共同的问题是组织能力欠缺和发展能力不

足、社会治理基础薄弱。

回顾历史，梁漱溟在对乡村发展与治理历史与

理论进行分析之后，将“乡学、村学”等类似教育组织

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托，并通过各种合作组织将

农民组织起来，引进技术，发展生产。[23]“将消极的

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使乡村的每一

份子对乡村团体的事情都有力地参加，渐以养成团

体生活，使内地乡村与外面世界相交通，借以引进

外面的新知识方法”。[24]因此，从新时代乡村治理的

背景看，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和“将农民发展起来”

二者并重，这是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核心能力之一。

从这一意义看，农村职业教育利用自身网络健

全的条件，发挥立足乡村、依靠农民的优势，面向农

民、面向乡村的“赋能”，是形成社会治理功能的基

础，也是发挥治理职能的重要方式。农村职业教育

“赋能”的方式有多样：一是为农村学龄人口提供充

足、优质的正式中等职业教育机会，推动农村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提高农村人口总体教育水平和人口整

体素质。二是依托县级职教中心、乡镇农校等机构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所需要的技能培训服

务，弥合其与城市产业的“技能断裂”。三是农村职

业教育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农业技术推广等方

式，为乡村居民提供职业培训服务。以农民发展能

力提升为例，农民的农业生产能力、自主选择能力

（如对劳动就业、生活方式、市场活动及社会交往方

式等多方面的选择能力）、新知识的吸纳运用能力以

及非农就业能力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显得越来越重

要。[25]在方式上充分利用现有乡村基层的组织优

势，与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合作，

挖掘并引导乡村的教育需求，推动“三教统筹”与“农

科教结合”，将外在于乡村各个职业院校和行业领域

的教育资源整合并转化为乡村组织能力与发展能力

需求的教育目标，形成乡村现代化的高水平的农村

职业教育支持系统。

三、面向乡村治理治理现代化的农村职业教育

发展路径

晏阳初在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作的序言中

指出:“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

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当前农村职业

教育发展的事实依据就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

化的重大背景，物质条件是基础，但当前我国乡村治

理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是乡村善治的关键所

在。因此，一方面不能忽视制度供给和物质资源的

现代化，涵盖乡村治理制度现代化、乡村公共设施现

代化、乡村农业技术、农业效率现代化以及乡村民众

收入增长等等。另一方面更要关注村民本身的现代

化，重视乡村居民的身体与精神健康，人的思想进

步、勤奋品质养成、知识增加、技能增长、方法改进以

及心理健康等。因此，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关注人的

行为背后的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和能力问题，把改造

提升人力资本作为重要任务，[26]这些都只有通过教

育才能实现。因此，既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和

资源输入，更要通过发展面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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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职业教育，回应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同时不断

改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生态问题，[27]从而形

成“以教育促治理、以治理强教育”的乡村社会发展

格局。

（一）基于乡村社会治理改进视角理解农村职业

教育发展问题，提升治理价值意识，开发治理价值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国家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

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推动教育现代

化、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国家

总体意志，是优化乡村教育资源，从而促进乡村社会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发展农村职

业教育，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精神境界、道德意识

和法治意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技能形成，通

过赋能农民而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水

平与乡村经济社会秩序，奠定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

在推动社会与公众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价值

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应理解共识形成的复杂性与长

期性。首先应充分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价值结

构、治理价值标准以及治理价值判断，从公众理念层

面确立农村职业教育价值的认知。在治理价值理念

基础上，逐步树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隐性

规则”或者非正式制度，为改进乡村治理的农村职业

教育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达成这种社会共识或者

价值认同之前，国家、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应从理解农

村职业教育的乡村社会治理价值的内容与方式出

发，努力构建农村职业教育形象的积极话语体系，继

续利用我国在促进观念传播与“概念先行”方面的经

验，逐步形成一整套价值指向明确、内容清晰、逻辑

严密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宣传话语体系，尤其广泛

宣传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居民实际经济利益与现实

价值直接联系，将农民从职业教育中获得的短期收

益与长期发展统一起来，获得乡村居民的认可，赢得

群众基础，这是形成农村职业教育治理价值共识的

基础，并逐步形成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意识。对

地方政府和基层管理者而言，应认识到发展农村职

业教育不仅仅只是完成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的一

种常规的工作任务或者“政绩工程”，不只是为了数

据统计上的“光鲜”，而是在政府责任基础上的社会

治理基础工程，关系到治下的民生幸福与长治久安。

最近，课题组关注到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这一重要的

基层农村职业教育机构，从统计数据上看，年度培训

人数近4000万，但课题组走访却发现，乡镇农校在

乡村社会的存在感却基本可以忽略，农民对参与培

训也较“无感”，对政府部门宣传的农校和培训工作

也不以为然。因此，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凸显治理

价值的社会共识，需要话语建构与现实行动的共同

促进，通过一系列目标清晰、组织严密的宣传活动与

区域教育发展政策相结合，逐步形成农村职业教育

在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方面的

价值意识。

（二）完善实践框架，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

治理能力

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问

题，既有发展理念滞后、社会治理价值被忽视的因

素；也有制度欠完善，限制了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

最为关键的是，只有提升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自身

能力，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在改进乡村社会治理、服务

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实践其作为国家的乡村社会治

理术的角色。基于治理功能的农村职业教育实践框

架应重点与乡村治理现实需要衔接，在能力提升中

突出治理价值和治理功能，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

化与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协同推进。

一是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一方面，

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建

设，发挥其“龙头”作用，强化农村中职在优化县域内

教育资源、提升区域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比例与水平，

承担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强化农村技能培训与

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农业新技术扩散等方面的职能。

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建

设。目前，不管是“精准扶贫”项目还是乡村公共服

务，我国都已经基本实现了资源直通农民的基本目

标，但优质农村职业教育资源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仍未得到解决，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建设力度不

够。因此，重视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的基层组织与机

构建设，发挥其立足农村、贴近农民的优势。

二是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内容结构。乡村振兴背

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要面向乡村的重点群体，配合

国家的重大规划与行动，发挥自身在培养新型农民、

新“乡贤”过程中的作用。梁漱溟认为，乡村的贤能

之人，其首要责任就是“培养人心、教育地方”。农村

职业教育参与培养新兴职业农民等乡贤，既有乡村

经济发展的考量，又有改进乡村治理的深意。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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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村职业教育要充分考虑乡村的区域特色，分

类发展。我国乡村区域分化特征明显，存在不同资

源条件、教育水平、群体特征，发展需求也存在差异，

治理模式也有不同选择，因而面向乡村治理现代化

的农村职业教育也需要采取相应方案，通过充分研

究所在区域的治理需求与重点，制定科学的农村职

业教育方案，选择适合的教育路径、教育资源与治理

需求相对接，从而实践体现区域治理特色的农村职

业教育的内容与模式。

三是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实施手段。随着信息技

术的迅速发展与扩散，城市与农村的信息“鸿沟”越

来越小，各种智能终端也在乡村得以普及，宽带网络

扩散到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信息与资源获取途

径与方式更加多样化。在农村职业教育实施过程

中，应借助信息技术便利，开发适合农民群体的教学

模式与学习方式，将面向农民的国家涉农政策、农业

新技术、法律常识等丰富、多元的职业教育知识内容

进行合理设计，大量开发类似微课、短视频等教学资

源，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并通过微信群、公众

号、社交工具等途径面向农民群体推送与扩散。

（三）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框架，以农村职业

教育治理现代化促进形成乡村“善治”格局

作为嵌入在乡村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

农村职业教育既有“农、科、教”结合的优势，也有横

跨教育和培训、农户与企业等各种异质性利益主体

的复杂性，因而要通过完善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框架，

以改进乡村治理和适应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从农

村职业教育的内在特质及其所处乡村经济社会特

征，基于“协同共治”的治理思路，可以从治理结构、

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支持系统三个方面不断完善乡村

职业教育治理框架，改进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水平。

一是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以国家层面教育治理

原则与区域教育治理策略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治

理结构体系。国家层面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教育治

理，具有原则性、统领性以及基础性的特征。国家推

动农村职业教育治理，应首先明确农村职业教育多

元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使教育治理主体权

责明确、边界清晰。具体而言，国家通过出台农村职

业教育政策和法规，健全制度，明确农村职业教育治

理思路与治理结构，奠定治理框架。区域教育治理

则应在国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制度的总体框架之

下，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征，选择适应地区发展

需求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同时，统筹区域职

业教育资源建设，强化基于地方财政支持的多元投

入机制，构建适合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实

现农村职业教育组织机构开放互动，形成基于整体

改进多主体协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治理体系。

二是治理方式上，注重“内外结合、主体协同”。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主体、多方资

源参与的过程，因此治理也应注重多主体协同推动。

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的是强调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的治理模式，县级职教中心发展模式也是采用这一

方式，而且近年来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国进民

退”现象越来越明显。统计显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

经费政府投入占比由2005年的53.09%增长到2016

年的 87.67%，而社会投入占比由原来的1.2%减少

至0.44%，农村职业教育中的社会投入占比可能更

低。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不能推进社会多元办学、多

元治理，将不利于激活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突出

学校办学特色。因此，应根据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特

点与治理要求，积极构建“校企、校地”等多元主体协

同的治理模式，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产教融合，提高

农村职业教育机构的组织资源汲取能力，形成社会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格局。

三是治理支持系统上，形成与乡村社会积极互

动的治理格局。农村职业教育立足乡村、依靠乡村，

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有赖于与

乡村社会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实现资源与信息沟通。

从组织上说，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要积极融入乡村社

区，通过开放办学，以一系列贴近农民需求、吸引农

民参与的农村职业学校运行与建设活动突出其与农

民利益的相关性，改变农村职业学校的“外来者”形

象，在对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

提升农村职业学校的本地适应性与乡村文化融入性，

立足乡村社会，贴近农民，逐步办成属于农民自己的

学校，从而形成最广泛、最强大的治理支持系统。

本文系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乡村振

兴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优化与支出绩

效评价研究”（2019JJ40192）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项目（201906725014）的部分成果。

（编辑 穆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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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Rural“Governance Technique”: Connotation and Path
Tang Zhibin & Guo Huan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ducts and shapes the goal of national rural governance, attracts rural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sitive
“image”construction, lays the mass foundation for governance, and ensures the governance ability through improving multiple
functions. As a“governance techniqu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ace the three themes of“people's optimization”,“order
production”and“ability generation”in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complex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actively play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Based on the goal of“good governance”in rural society,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value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through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and
construct a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multiple governa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collaborativ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governance featured by“promoting governance by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by
governance”.

Keywords：governanc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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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战略选择，需要配套的教育扶贫方案，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是服务

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基于定位培养人群、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手段以及管理模式，确立发展面向精准扶贫战

略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思路。通过加大投入、构建区域政府推进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统筹机制、推动区域协同

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多方联动，建立完善区域内职业院校跨区域帮扶合作机制，建设师资队伍，推进服务“精准扶

贫”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关键词：精准扶贫；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模式

唐智彬 刘青 /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 （长沙 410012）

截至2014年，我国农村仍有7071万贫困人口,贫
困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确保到

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尤其是连片特

困地区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

务，也是关系到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连片特困山区则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这类地区的特点看，贫困人口规模较大，贫困人

口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通过对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产业状况与农村职业

教育发展情况的深入调研与初步分析，本文认为“精

准扶贫”首先要“扶教”，尤其是发展面向贫困地区的

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更是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

一、“精准扶贫”战略下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发

展需求

1.贫困地区经济穷，教育更穷

从我国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区的情况来

看，多数是地处于高原、山脉地带，先天地理条件不

足，后天政策乏力，再加上地方社会文化落后，共同

造成区域经济的贫困。如我国湖南省武陵山片区、
罗霄山区等，总体呈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的状况。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呈现的共同特征是经

济穷、教育更穷。以湖南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2012年，片区人均GDP16471元，仅为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的39%和45%，人均财政收入仅为13%和25%，

城镇化水平分别低21和15个百分点。总体而言，片

区经济缺乏支柱产业支撑，工业基础薄弱，后劲乏

力。经济结构单一，对经济发展支撑力有限。教育发

展水平则更为落后，尤其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

地区，中小学校教学实验设施严重不足，平均每万中

小学生拥有教师数比全省平均水平少13.8人，贫困

学生、留守儿童比例大。以张家界市为例，该市共有

人口170多万，但仅有1所高职学院，5所中职，职业教

育发展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总体不足。
2.贫困地区穷在经济，根在穷教育

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一个社会的发育以及一

个民族的进步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从连片特困地

区的特点看，虽然经济贫困有自然环境、历史遗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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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原因，但一个共同特点是教育观念落后、教育

水平低下、教育资源匮乏、普遍不重视青少年教育问

题。研究者发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教育与贫困之间

存在着双向的关系。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教育水平越

低，其收入贫困程度也越严重。反之亦然,即教育贫

困与收入贫困之间有负向的反馈机制。与此同时，教

育状况的改善能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

教育水平的提高与贫困缓解之间有正向的反馈机

制。[1]对个人而言，教育不仅培养实用的技能，更能

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增长胆识。而正是由于贫困

地区的教育资源匮乏与教育观念落后，导致当地民

众在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
他们既缺乏摆脱贫困的勇气和信心，也没有利用市

场脱贫致富的意识，更难具备走出贫穷的工作技能。
教育缺乏导致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缺少激活的机

会, 即使是从贫困地区转移到城市务工的人员也多

数是从事最为底层的“无技能”类职业，陷入了“越穷

越不重视教育，越不重视教育越穷”的怪圈。
3.扶贫先扶教，关键是定向农村职教

人力资本理论的流行，启发各国政府的反贫困

理念转向了人力资本投资，反贫困政策从改变社会

基本制度转向了干预劳动者个体，主要的途径就是

通过增加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使劳动力充

分地发挥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满足市场经济

的需求，还可以改变劳动力的思想观念，提高其竞争

和发展能力，进而符合市场经济的变化。[2]当前我国

各地返贫率高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贫困人

群缺乏真正脱贫的能力；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教

育问题。教育与培训是决定“脱贫”的关键因素，也是

扶贫工作“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方

式；同时这也反映在当前新时期扶贫工作中的“扶贫

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工作思路中。[3]从连片特困区

的发展现状看，大力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是教育

发展的重中之重。
有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

庭收入有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约27%（年平均

回报率9%），与国际上10%的年平均回报率基本一

致。[4]因此，农村职业教育曾经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

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

发家致富起着关键作用。我国也曾经涌现过一系列

农村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如“三教统筹”、“学校+

公司+基地+农户”、邵阳市农村职业教育“十百千万

工程”等都在一定时期和地区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随
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职业

教育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逐步下降。虽然

我国扶贫战略中将贫困地区的教育与培训作为重要

组成部分，但从我们对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职业教育

发展的调研看，在服务当前“精准扶贫”发展战略方

面，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存在数量、结构等方面的问

题，尤其是片区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与布局存在明

显不合理之处。通过统计分析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7
个县市区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情况来看，专业布点

最多的是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电子等传统专业，职业

教育专业融入片区特色产业链特点不明显，片区特

色产业发展所需的相关专业力量薄弱。如作为连片

特困区四大支柱特色产业之现代农业，仅有4个相关

专业，其中，现代农业1个，现代种植业1个，现代养殖

业1个，果蔬花卉生产技术1个。从这一点看，职业教

育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十分有限。
“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要思

路。中央办公厅于2013年出台《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

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将建立精准扶贫

工作机制作为六项扶贫机制之一；随后国务院扶贫

办制定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正式

在全国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从政策内涵上来说，精准

扶贫指的是扶贫政策和措施均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

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

消除导致贫困的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

标。[5]也就是说，要切实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
么扶”的问题。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不一样，精准扶

贫的对策也应有区别。对接“精准扶贫”战略，定向农

村职业教育要体现“培训谁、培训什么、如何培训”的
基本思路，从而确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对象、内容以

及方式的问题。发展面向连片特困地区发展需求的

定向农村职业教育，为连片特困地区发展提供人力

资源与智力支持，关乎农村地区经济转型和竞争力

提升，关乎地方劳动力就业.这不仅是重大的教育问

题，更是重大的经济发展问题和民生问题，是贫困区

民众享受“教育权利”的主要方式。因此，回应“扶贫”
需要，连片特困区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

育；呼应“精准”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必须采用

“定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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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

定向模式是教育中一种重要的人才培养方式，

主要是围绕特定培养目标、选择相应的教育方式、实
施特定的教育内容，以期人才培养满足特定的发展

需求，是一种有明确培养指向的教育形式。在职业教

育中，“订单培养”、“定岗双元”、“校企联合定向办

学”都是定向培养方面的有益探索。面向武陵山连

片特困区“精准扶贫”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旨在围绕

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提供能直接服务精准扶贫的智力支持，包括围绕连

片特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培训、
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创业培训等培训内容，通过委

托培养、定向服务等方式，达到支持精准扶贫战略的

教育目标与培养目的。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要遵

循因地制宜原则、因事设班原则和因人定教原则，选

择适切的人才培养模式。
1.确定“脱贫能力为核心、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导

向”的定向农村职教总体培养目标

教育在发挥扶贫能力的过程中，既要赋予贫困

人群短期内摆脱贫穷的能力，更要为防止其返贫而

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采用“短、平、快”的
培训方式，为贫困人口提供切合实际的技能，并起到

实际的脱贫效果，这是增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吸引

力的首要因素。同时，要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对贫穷人

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拓展贫困人口视野，使其

摆脱落后思想观念，树立走出贫穷的决心与信念，这

是智力扶贫的基础。同时注重定向职教项目对贫困

地区人群的长期关注，通过相关配套产业扶贫措施，

培养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帮助其永远摆脱贫

穷。
2.基于区域“精准扶贫”战略布局构建定向农村

职业教育分类发展体系

根据连片特困区在区域产业分工布局中的地位

与区域自身产业分工演进的特征，研究产业发展重

点与趋势，确定教育精准扶贫的方向与内容。根据武

陵山连片特困区的发展特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分析其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一是从

产业发展看，武陵山片区主要定位于发展旅游业、特
色农业、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民族文化产业

五大产业，[6]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围绕地区产业发展

的实际需求，强化对接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培养和社会服务。二是从区域教育发展需求看，由于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教育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高中

阶段教育规模较小，教育资源配备不齐，优质师资流

失严重等情况，通过有针对性地发展面向提升区域

教育总体发展水平的教育服务，以发展中等职业教

育为主推动连片特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三

是基于当前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提供

诸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就业转移技能培训

服务、创业培训与咨询以及其他教育与培训服务等。
要基于连片特困区经济社会体系的特征，分析人才

培养需求的内容与重点，确定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

展分类体系。
3.采用“弹性自主、灵活多样”的多途径教学方

式

职业教育学者福斯特针对农村职业教育提出

“职业教育应注重农民的求知积极性”、“要重视农民

教育课程的实用性”等观点，[7]这在农村职业教育发

展中仍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弹性自主、灵活多样”
主要指的是培养手段充分考虑特困区农民的工作与

参加培训的特征、认知特征等，教学过程要以贫困人

群需求为导向，以实践操作为主要方式，以形成脱贫

实用技能为核心目标，开展培训工作。在培养过程的

具体实施上，可以通过特困区各个县城与乡镇设立

集中教学点，通过规定时间集中授课的方式，解决定

向农村职教培训过程中的一些共性较强的课程教学

问题。实施教学可以在正式的教室，也可能在田间地

头、农村职业学校实训室、乡镇企业、农业企业等教

学地点，也可能放在村部、聚居点等其他非正式场

所，尽可能贴近农民、方便农民。同时，按照“化整为

零，精准服务”的思路，采用专家送教上门、视频教

学、网络化教学等多种方式。集中授课、集中培养与

单独指导、个别教学相结合。既要考虑教学实施的程

度，又要切合农民的现实需求；既要考虑培训内容的

全面性，又要考虑农民的现实接受能力；既要提高定

向职业教育培养的效率，又要改进教学的针对性和

服务水平，才能提升定向培养的效果。
4.建立“多方合作”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与

培养模式

在培养模式的构建上，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应配

合《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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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部分，如“雨露计

划”的有关行动内容，将定向培养与其相结合。可以

考虑由县级政府统筹调研所辖连片特困区的教育与

培训需求，按培训需求内容进行分类管理，由各级

（县、镇）政府统一发布培训招标任务，由培训机构竞

标实施；也可以由各级（县、镇）政府将培训任务指定

委托给县职业教育中心承担。根据培养任务的需要

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突出“学习者为中

心”、“培养任务为中心”，关注特困区农村人口的多

元化培训需求，在提供定向培训内容的同时，为培训

者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与培训管理。注重加强与企

业的合作，与企业共同确定定向培养的规格与内容，

确保定向培养成果“出口顺畅”，提升定向模式的整

体水平。
在培养模式上，定向农村职教要依托地方政府、

高职院校、中职学校、企业以及各类专业合作社共同

建立联合培养体。注重依托贫困地区的高职学院、中
等职业学校、县级职业教育中心的相关机构开展理

论教学与实习实训，也要与农村农业专业合作社、农
业企业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作，实行合作培养，拓宽

培养路径，改进定向培养的效果。
5.确定产教融合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式

推动产教融合是提升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水

平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职业教育更有效地服

务产业的主要方式。走产教融合的发展方式，定向农

村职业教育的实施机构主动对接连片特困区的相关

产业与企业，树立资源共享、利益共享的合作理念，

发挥专业人才集聚的优势，对接企业的人才需求和

技术革新需求，人才培养适应连片特困区发展战略

需求。在实施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职业学

校积极与连片特困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人社等职

能部门进行对接，了解国家和地方在精准扶贫、产业

扶持与发展等方面的政策落地情况、区域重点发展

产业状况、各行业人才缺口等情况，提高定向人才培

养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学校吸收连片特困区

相关企业专家进入定向培养相关专业建设指导机

构，了解区域内企业人才需求的规格与规模，积极参

与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机构的专业建设、课程配套改

革以及人才培养过程。定向农村职业教育通过产教

深度融合的方式，全面提高精准人才培养服务的效

率与水平。

三、“精准扶贫”战略下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

的建议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区域政府推进定向

农村职业教育统筹机制

实施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是一项政策性强、影响

范围大的工作，要通过强化连片特困区政府的责任

意识，树立“人才培养是扶贫工作的中心任务”的理

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各方资源发展定向农

村职业教育。建立省级人民政府和市、州人民政府职

业教育扶贫的统筹机制，将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纳入区域精准扶贫的相关规划与实施方案，确保定

向农村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地位与功

能。积极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与推动作用，有规划、
有规模地实施各类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工程，

如“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农业科技带头人工

程”、“特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工程”等项目，全面提

高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在连片特困区的影响力。此外，

政府部门要将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列入特困地区

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项目的重要内容，形成农

村人才培养与精准扶贫战略同步规划、同步发展机

制。完善贫困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区域内职业教育与

培训资源整合机制，统筹安排扶贫培训项目、统筹实

施培训计划、统筹使用培训经费。将发展定向农村职

业教育与扶贫考核相结合，强化地方政府在开发连

片特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责任，定向培训参与人数

与培训的实际效果作为精准扶贫考核的重要指标。
2.多渠道投入，形成多元化定向农村职业教育

办学模式

在精准扶贫的战略实施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各

类扶贫资金和财政支持重点关注连片特困区的农村

职业教育事业发展，重点支持一批对接连片特困区

特色产业与支柱产业发展的职业院校及相关专业建

设工作，通过加大投入，提高相关职业院校和专业的

基础能力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连片

特困区“经济穷、教育更穷”的困局。同时，根据连片

特困区教育发展状况与“精准扶贫”战略的现实需

求，有必要建立“连片特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专项

资金计划”，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区农村职业学校基础

能力建设、专业建设以及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待遇

改善等。专项投入同时要关注激励连片特困区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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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既要为参与培训的村民提供定向培训的现金

与实物补贴，也要重视培训中的不可观察变量（如对

培训质量的判断、参与培训对脱贫的实际效果等）在

农民的参与定向培养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8]还

要树立通过定向培养而脱贫致富的典型人物，通过

致富榜样的示范意义，吸引更多的贫困地区村民参

与定向培训。
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要引入更为灵活、多样

的投资体制与办学模式，改变以往封闭的单一政府

投资方式，充分调动社会要素，发挥市场的作用，利

用市场的力量办学，探索“混合所有制”定向农村职

业教育，实现产权多元化和不同所有制形式相互联

合、优势互补。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既要积极鼓励

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办学，鼓

励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企业投资定向农村职业教

育，参股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又可以将部分公立职业

教育机构改制为民营，实现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转

变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可以利用现有

的相关政策，实行“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盘活定向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机制与资源，突破现有的经费瓶

颈和管理瓶颈，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发展注入

全新活力。
3.构建区域协同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多方

联动机制

构建定位于服务连片特困区的定向农村职业教

育应建立配套的区域协同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机

制，这将有力推动服务精准扶贫的定向农村职业教

育发展资源建设与资源共享。一是构建高效、顺畅的

连片特困区域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协同机制与互

动模式，超越以往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的农村职

业教育管理体制，通过区域间职业教育资源互补互

动的方式，逐步缩小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差距。二是

在连片特困区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基本框架

下，形成促进省域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分享的发展长

效机制。促进省域内不同地区对口支援、深入连片特

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层面的机制与方案落地，拓展

省域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平等交流与多方合作

空间。三是探索跨地区同行业农村职业教育集团化

发展方式，推动定向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打破地区界限，做到连片特困地区定向农村职业

教育“一盘棋”，连片特困地区不同区域产业互补链

环上，相同或共性程度大的专业，构建区域内职业教

育模块教学方式以及实习实训环节贯通的培养方

式。通过建设立足于连片特困区的跨区域农村职业

教育资源建设平台，协调区域农村职业教育专业建

设、课程资源建设、培训资源建设、师资调配、实习实

训基地共享等。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定向农村职业教

育发展的协同机制，实现区域内教育目标与人才培

养目标协同、培养资源协同建设、培养信息协同发

布、培养成果协同分享，建立一个统筹区域培养资源

与培养任务的公共平台，提高培养的效率与质量。
构建区域协同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多方联动

机制的重点在于建立完善区域内职业院校跨区域帮

扶合作机制。通过完善区域内发达地区与连片特困

区职业院校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和对口帮扶机制，建

立院校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对口帮扶可以采取几

种方式：一是院校与院校层面的对口帮扶，主要是一

个区域内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与连片特困区的职业

学校形成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在招生、专业建设、课
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与交流、学生交流等方面形成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一所学校重点帮扶、带动

另一所学校的方式，整体提升连片特困地区职业学

校的综合实力。二是专业系层面的专业对接服务。区
域内发达地区职业学校的骨干专业，对接连片特困

区职业学校的相关专业，形成“一帮多”的帮扶合作

格局，逐步提高特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专业建设与

人才培养的水平。
4.多渠道建设一支服务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师

资队伍

面向精准扶贫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是决定定向培养的质量和教育扶贫效果的决定性

因素。建设与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相匹配的

师资队伍，一是要建立一支常规的优秀专职师资队

伍，加大当地农村职业中学和乡镇农校原有师资的

培养培训力度，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培训提升教师素

质，使农村职校教师适应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战略

下的素质与能力要求，促进专职教师队伍专业发展。
二是通过建立多支流动兼职师资队伍，满足定向培

养的多样需求。充分利用区域内大学、高职院校和其

他中等职业学校的相关专业师资队伍力量，由教育

行政部门统筹相关人员安排，对口支持连片特困区

职业学校，将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服务带到特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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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Hunan Wuling Mountain Area

Tang Zhibin & Liu Q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

Abstract: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needsrelevant education progra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help the poor. Based on the positioning of targets, training objectives, training content, training methods and
management modes,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should be focused on. Through
increased investment, the promotion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oordinating mechanismvia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government, the improvement of coordinated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cooperation mechanismof the
regional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building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imed at precisely
alleviating poverty could be realized eventually.

Key word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modes

通过定向培养人才的方式，为精准扶贫提供更有力

的智力支持。与此同时，要出台与上述两个方面内容

相配套的教师待遇保障措施，吸引优秀教师从教。明
确中央、省两级政府分担农村职业学校教师工资的

相关比例，将建立农村职业学校教师待遇保障作为

一项基本的政府责任, 保证农村职业学校教师教师

工资不低于国家标准, 地方性津贴补助不低于当

地国家公务员水平, 城乡职业学校工资标准统一。
在此基础上，为连片特困地区建立由中央和省级政

府拨款的定向农村职业学校教师特殊津贴制度,根
据地区不同确定补助标准，为吸引优秀教师和稳定

现有农村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立适应精准扶贫需

求的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教育学）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与发展

对策研究”（CJA110157）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翁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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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反贫困战略的政策与实践中，普及
教育、提高教育发展水平，既是反贫困的目标，
也是途径。正如 21 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联合声明
中所言，“教育和职业培训有助于人的个性发展，
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通过传授增加个人收
益及创造收入的职业技能与知识，从而帮助人们
摆脱贫困”[1]，国际组织与机构一直重视通过发
展教育来减少世界贫困。本文通过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

（World Bank）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教育扶贫理

［摘要］教育扶贫历来是国际组织与机构推动全球反贫困的关注重点。对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世界劳工组织的教育扶贫理念、政策以及行动进行梳理和

分析发现，明确教育在扶贫体系中的地位，根据群体特征确定教育扶贫的内容，构建“教

育与就业”互动的教育扶贫体系以及重视质量保障与监控是重要的国际经验。基于国际经

验，在我国教育扶贫的现行框架下，改进教育扶贫中国路径要深刻理解教育价值，构建精

准扶贫的教育立场与实践框架；以农村为重点，通过制度精准配置实现教育扶贫政策分类

实施；不断创新资源建设和质量监测机制，构建教育扶贫质量保障体系；重点发展职业教

育与培训，以体面就业促进贫困人群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组织；教育扶贫；精准扶贫

比较视野中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
与中国路径选择①

——基于主要国际组织和机构理念与行动的分析  
唐智彬，胡媚，谭素美    

（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410081）

念、政策以及具体实践为中心，考察教育扶贫的国
际经验，进而探讨教育精准扶贫的中国路径。

一、国际组织与机构教育扶贫理念与
行动的比较分析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提倡教育是基本人
权，认为接受教育是改变贫困状态的基础，其首
要发展主题“教育改变生活”中明确提出教育应
贯穿人的一生，因为教育是实现和平、消除贫困、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核心。[2]2000 年《达喀尔



4. 2019
No.351

2019 年第 4期
(总第 351期)

比 较 教 育 研 究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No.
General 

￣ 38 ￣

行动纲领——全民教育：实现我们的集体承诺》
（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 Education 
For All:Meeting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s）中
要求 ：改善和扩大幼儿教育，尤其是条件最差幼
儿的全民保育；确保贫困地区女童都能接受和完
成高质量的基础义务教育；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接
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平等机会；确保人人都
能学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都能达
到一定的标准。[3] 全民教育提出以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一直帮助各国政府，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实
现目标，为推动扫盲工作设立“国际扫盲奖”以倡
导更多的力量加入扫盲工作中，帮助贫困地区的
孩子和妇女获得基础阅读、写作能力和基础运算
能力。《2015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5）显示，自2000 年以来，全
球失学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减少了近一半，入学
儿童估计增加了3400万人。[4] 同时，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指出：虽然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回报越高，但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普及初、中等教育依然是最
重要的反贫困举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通过
普及小学和中等教育来减少全球贫困》(Reducing 
Global Poverty Through Univers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中指出：如果所有成年人完
成中学学业，全球贫困率将下降一半以上。[5]

2016 年，《为了人类与地球的教育：为全人
类创造可持续的未来》（Education for People and 
Planet:Creating Sustainable Futures for All）中提
出，“如果在 2030 年以前普及高中教育，那么，到
2050 年，人均收入可能增加75％，并提前10 年实
现消除贫穷的目标”[6]。2017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
始于教育》（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gins with 
Education）将“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一切形式的贫
困”作为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7] 针对
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推出更多向穷人
倾斜的教育政策来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破除
上学的阻碍，提高入学率，减少辍学率，并提出
了9 个方面的具体举措。[8]《教育2030 行动框架》

（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提出，为
了人类命运、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要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不稳定、持续的贫困、不
平等扩大等方面的问题。[9]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 (TVET) 的建议书》中，建议通过减少费
用负担和消除其他障碍，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使
所有处境不利的群体和弱势群体，包括边缘化的
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人口更容易获得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以此作为脱贫的重要手段。[10]

( 二 )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世界银行一直重视面向贫困人群的教育。
2004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主题《让服务惠及
穷人》中优先任务就是发展教育。《世界银行集团
2020 年教育战略》(World Bank Group education 
strategy 2020)中提出，应“尽早投资、明智投资、
全民投资”[11]。“尽早投资”重在早期教育，“明智投
资”侧重教育的适合性，“全民投资”侧重教育的
公平性，提出尤其要使女孩、残障人士、少数民族
等弱势群体获得与其他人同等的教育机会，要使
任何人在人生任何阶段都能获得学习机会。如，

《2018 年世界发展报告 ：学习以实现教育的承诺》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强调，通过消除学习
危机，改进学习效果，让孩子在学校真正学到知
识，让学习和教育实现消除极端贫困并为人人创
造共同机会与繁荣的承诺，缩小社会差距。[12]

为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2015 年，
世界银行通过其伙伴机构“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Solutions for Youth Employment, S4YE）”推出了
《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战略规划（2015-2020 年）》
(Solutions for Youth Employment: Strategic Plan 
2015-2020)，规划远景目标是在 2030 年为全球1.5
亿青年人提供就业帮助。[13] 这一规划整合以“联
系、学习和杠杆”（Link，Learn，Leverage）为核心
的“3L”的路径，以在 2030 年实现让处于全球人
口底层 40% 的群体消除极度贫困和促进共同繁
荣为目标，“学习”作为其中一个关键路径，配套
有一系列提高青年就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策略。

( 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经合组织认为，教育改变贫困地区人们的生
活，主要体现在教育能为人们带来工作所需的技
能与知识，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缩小整体
的收入水平差距，从而达到反贫困的目标。[14] 经合
组织发现，接受过五年的小学教育，具有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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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其工作机会是文盲的
5 倍。[15]《2016年全球教育指标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6: OECD Indicators）明确提出，要利
用教育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16]

经合组织推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与战略行动，
倡导给劣势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帮助，实现教育平
等，让他们获得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改善收入，减
少对公共财政的依赖。在此基础上，经合组织建议
政府重点提高初级教育的入学率，并提供中学教
育、职业 / 技术教育，以此来改变长期贫困家庭的
现状，[17] 为家庭情况困难的孩子提供更加适合的教
育，为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提供免费、短期的专业技
能培训，以帮助其在更短的周期里获得技能。

此外，经合组织推动部分成员国家实施了一
系列教育扶贫行动，如“巴西无贫困计划”(Brazil 
Without Poverty Plan)，提出为16 岁及以上的公
民提供至少160 小时免费专业培训课程。[18] 智
利的 2011年《保持势头——经合组织对智利政
策挑战的观察》(Maintaining Momentum—— 
OECD Perspectives on Policy Challenges in 
Chile) 中强调了职业培训在反贫困过程中的重
要意义。[19] 与此同时，经合组织关注了经济社会
环境变化带来扶贫新挑战，如《竞争与减贫》

（Competi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报告中提
出，竞争使原有的工作岗位消失，造成新的贫困
人群。因此，减贫的另一项重点是帮助人们获得
就业机会，发展技能是关键。[20]

（四）国际劳工组织（ILO）

国际劳工组织在消除贫困方面侧重于推
动就业，尤其是体面就业来实现扶贫，而培训
和教育是就业基础。2004 年第 92 届国际劳工
大会上发布的《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R195 -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 2004）强调了培训作为所有
人的权利应切合穷人需要、经济需要和社会需
要 [21]。国际劳工组织秉持“促进社会公平，维护
人权和劳工权益”的使命和“体面就业”的发展
目标，依托技能和就业能力部（ILO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Department）提出的“青年就业网
络”（Youth Employment Network），[22] 为处境不
利的年轻人提供教育与培训，以帮助摆脱贫穷和

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为此，国际劳工组织的技
能和就业能力部门编写了专门文件，开发了为弱
势青年提供良好培训的标准，包含大约50 个“良
好做法”，为边缘化青年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设计
和实施提供指导。

国际劳工组织也认为教育扶贫同样要关注
识字、补习基础教育，以公平的高质量基础教育
增强穷人的教育参与能力。同时，从技术和职业
技能培训到管理和创业教育等全方位完善教育
扶贫体系，建立多元化培训体系以帮助农村劳动
力获取和升级技术的重要机制。[23] 在 2004 年，国
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孟加拉国减少贫困的就业
途径 :自我就业和工资就业的作用》(Employment 
Ro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Bangladesh: Role 
of Self-Employment and Wage Employment) 提
出，未充分就业和低收入的原因是技能和教育
程度的不足，认为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就业
能力的政策可以成为就业增长的有效手段。[24] 沿
袭这一思路，国际劳工组织在 2008 年发布的《关
于提高生产力、促进就业和发展技能的结论》
(Conclusions on Skills for Improved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中特别强
调技能发展是减少贫困和排斥、增强竞争力和就
业能力的重要工具。[25]

为了进一步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来改善农村
地区贫困状况，国际劳工组织在 2004 年第92 届
国际劳工会议上呼吁在技能发展方面采取创新
办法，以减轻农村贫困并实现社区的社会经济
赋能（empowerment）。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
工作议程框架内，其技能和就业部门通过提供
技术和咨询援助，推出了农村经济发展赋能培训

（Training for Rural Economic Empowerment，
TREE）。[26] 农村经济发展赋能培训项目的系统方
法确保培训与经济收入、就业机会联系在一起，
持续改善处境不利群体生存状况。

二、比较视野中的教育扶贫国际经验

（一）确立教育发展战略在扶贫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

教育是一项全球共同利益，也是一项基本人
权。扫除贫困，则是更为集中地体现了教育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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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类生存与发展境遇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基于
上述基本理念，一是各个国际组织与机构在推
动反贫困战略的过程中，发展教育均作为其优先
考虑的战略，也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 ；二是在具
体扶贫行动战略中，教育是重点，并将各种教育
扶贫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决策 ；三是为各项
教育战略行动提供相应的支持体系，如连续性专
项教育扶贫规划、健全的制度保障、充足的经费
支持以及强大的专家支持体系等。

（二）根据人口群体特征确定教育扶贫的具

体内容

国际组织与机构面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
发展需求和脱贫重点，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扶贫策
略。对于极度不发达地区，教育扶贫的重点在于解
决基础教育问题和儿童早期教育问题，国际组织
倾向于将资助贫困地区开办更多基础教育学校、
扩大基础教育的规模、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作为重
点，“扫盲教育”是着力点。各个国际组织与机构都
深信，儿童早期教育将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 ；同
时，妇女作为影响儿童最深的群体，使其具备一定
的知识和教育基础，能够通过其影响抚育儿童的
观念，从而从根基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面对青年贫困群体问题，各国际组织与机构
则重视通过职业培训与创业培训的方式，使贫
困青年具备工作能力和创业能力。此外，国际组
织与机构根据贫困地区农村产业和经济发展的
特定需求，为农村居民提供农业技能培训、转移
培训等培训内容，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农村经济发
展赋能培训项目；如根据不同身体条件推出相
应的教育脱贫培训，如面向残障人士的专门项目
等。为不同群体推出相应的教育扶贫服务，提高
了教育扶贫的效率与针对性。

（三）构建“教育与就业”互动的教育扶贫

体系

脱贫是一个综合的结构性变化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既有贫困人群个体人力资本的增长与
积累，更要注重结构性的变化，而“体面就业”和

“稳定收入”就是引发结构性变化的重要节点。国
际组织与机构的报告和各项行动表明，构建“教
育与就业”一体互动的教育扶贫体系主要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职业培训与市场的联系。

各国际组织与机构共同倡议要加强培训机构和
企业之间的协商，以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如国际
劳工组织推动劳动力市场技能预测等举措都是
为加强教育扶贫方案和当地就业市场的联系。二
是就业机会创造。如国际劳工组织支持各国启动
地方经济发展机构 (LEDAs)，提供各种与信息、
技术援助、贷款和培训有关的服务。第三，教育与
培训之后的持续关注。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注意到
培训本身并不能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提供培训
后的帮助更加重要，这方面的相关行动主要包括
加强对穷人的社会就业保障和建立更加平等的
社会对话。如在贫困人群实现技能就业之后，严
格执行企业社会责任计划（CSR）来保障劳工之
间的合法权益等。

（四）完善教育扶贫质量与发展水平保障体系

在国际组织与机构推动的反贫困实践中，教
育扶贫的质量保障与监控是确保各项行动能否
得到积极反馈的重要环节。首先，注重教育扶贫中
的教育质量监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
于提高最不发达国家（LDCs）统计和分析能力，为
这些国家提供技术咨询、标准制定以及对相关人
员进行教育数据统计培训，帮助这些国家提高评
估和监测教育质量的能力。其次，强调持续资金投
入，加强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与学习条件建设。如世
界银行在《促进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EVENT)》
[Enhanc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ject (EVENT)] 中建议“设立贫困人口奖学
金……扩大农村青年、女性、移民或其他弱势群体
参与的途径”[27]。再次，重视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
设。如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贫困人群有效学习：
认知神经科学前沿的视角》（Efficient Learning 
for the Poor:Insights from the Frontier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关注了“教师的发展动机”和“永无止
境的任务挑战”激发教师内在动力来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以此保证贫困地区教育质量。[28]

三、国际经验视野下教育精准扶贫的
中国路径选择

（一）教育扶贫中国经验的初步分析

中国一直重视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意义。早
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就明确了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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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此后我国教
育扶贫体系逐步发展完善。

一是形成了基本健全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
经过多年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
育扶贫政策进一步完善，普惠型与补缺型专项教
育扶贫政策紧密结合，构建起全面覆盖的教育扶
贫政策体系。陆续出台的近 30 项教育扶贫政策
实现了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与质量提高、贫
困地区人群教育权利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学生资助体系建设等多项教育扶贫工作的全方
位覆盖，奠定了我国教育扶贫工作基础，也提供
了制度保障。

二是构建了教育扶贫长效机制。首先，基于
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目标，我国确立了“智
力扶贫优先”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教育强民、技能
富民、就业安民的总体路径。其次，以精准帮扶的
方式，根据地区、对象的不同，确定教育扶贫的重
点与方式，精准满足教育需求。最后，明确了“如
何扶”问题，根据教育扶贫任务的重点和需求差
异，我国形成了多元化教育扶贫模式，既有发达
地区学校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学校，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向贫困地区输出，也有通过促进区域内教育
资源均衡发展来促进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工作。因
此，目标、对象和方式的互动，形成了我国教育扶
贫的有效机制。

三是建立了贫困群体的教育资助体系。为践
行“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政府承诺，我
国构建起了面向贫困人群的全方位资助体系，以
经费资助保障教育扶贫质量与效果。从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到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支持与资
助，从高等教育学生贷款资助政策到中等职业教
育免学费和补助生活费政策，既充分保障了每一
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又为贫困学生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支
付和“奖补结合”等方式相结合，以奖学金、助学
金、贷款、生活补助等各种形式，为贫困学生提供
全面而充足的经费保障和学习条件。

四是形成适应精准扶贫战略的教育扶贫内
容结构。我国早期教育扶贫重视贫困地区人群的
扫盲工作和农业技能培训，随着扶贫形势发展和
教育需求不断变化，教育扶贫不仅将普及并提高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水平作为重点，同时，面向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
以及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全面重视与发展，内容体
系与结构不断完善，教育资源逐步丰富，涵盖了贫
困地区各个年龄阶段、各个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
形成与精准扶贫战略相适应的教育扶贫体系。

五是中央政策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我国
教育扶贫实践立足我国体制优势，突出中央权威
和体制动员能力，充分利用政策杠杆，同时发挥
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由于我国贫困现象
存在较大地区差异，教育发展水平与特质不一，
在充分执行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同时，各地出台
省级层面教育扶贫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案，以国家
政策为导向，带动地方政策和经费配套，凸显教
育扶贫模式与路径的区域特色，形成多元化、多
路径的教育扶贫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

（二）国际经验对改进我国教育扶贫路径的

启示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发现，
教育扶贫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教育扶贫理念的非
系统性，对教育扶贫的价值与功能认识有限 ；教
育扶贫制度供给不足，行动缺乏完备合法基础，
制度设计缺乏协同性，制度执行与设计出现背
离 ；教育扶贫的粗放导致教育扶贫对象识别存
在偏差、教育扶贫措施与帮扶对象的需求与基础
脱节；教育扶贫中多元主体缺失 ；[29] 教育扶贫反
馈与评价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限
制了教育在我国精准扶贫总体战略中的功能与
作用。针对我国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
经验与我国教育扶贫现有框架，本文从理念、政
策以及资源等方面提出改进教育精准扶贫中国
路径的对策建议。

1.深刻理解教育价值，构建精准扶贫的教育

立场与实践框架

各个国际组织和机构将发展优质教育作为
消除贫困的手段，认为接受教育是贫困地区民众
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理念层面来说，充分理解教
育在促进人的发展和改变生存状态过程中的深
刻意义与价值，既要认识到基础教育是为贫困地
区儿童一生发展奠定基础，又要看到职业教育与
培训在促进贫困人口非农就业和满足体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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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还要充分重视早期教育
对贫困人口的长期意义，进而确立精准扶贫的教
育立场与教育标准，形成以教育发展水平为标准
的贫困地区减贫进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基于理解教育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基
础，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框架。一是重点理
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政府职能，突出政府
对教育扶贫的规划、投入、监管以及服务，完善教
育扶贫治理机制。在确保政府教育扶贫的责任前
提下引入市场机制，提升教育精准扶贫效率，推
动教育精准扶贫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不断完
善投入机制、管理机制、质量保障机制等。构建以
政府为主导，教育市场、社会以及学校等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教育精准扶贫格局，政府
负责制定教育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与推进方案，
并承担教育精准扶贫资源的购买与配置；教育市
场负责扶贫资源的开发与优化，社会参与调节，
学校参与实施等。二是制定教育精准扶贫基础标
准。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确定细致、
科学的教育精准扶贫标准，通过以教育发展水平
的整体提高和教育资源总体增量改革的方式，满
足贫困人群的教育需求。三是同步推动与教育精
准扶贫政策配套的社会政策改革，创造教育扶贫
的良好社会政策环境。如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
就业政策，为贫困人群就业提供更多公平发展机
会和补偿性发展机会。四是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
与教育扶贫的体制机制，将国际组织、企业、非政
府组织吸引到教育扶贫的整体布局中来，形成多
方互动、共同创造的教育扶贫协同机制。

2.以农村为重点，通过制度精准配置实现教

育扶贫政策分类实施

在精准扶贫总体方案之下，我国教育扶贫政
策方面要突出面向农村的教育扶贫政策精准配
置和有效供给，为精准施策奠定基础。从教育扶
贫具体策略上看，根据地区和人口特征，突出分
类与精准，营造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突出教育的
总体氛围。具体内容上，重视发展贫困农村地区
幼儿教育与学前教育，提高优质义务教育扩散水
平，扩大农村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
时多途径发展劳动力转移职业培训，完善教育扶
贫专项规划，对贫困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师资队

伍、学生资助、就业安排等方面进行前瞻性组织，
并与农村教育发展战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规划
等有关国家政策相衔接，强化经费和政策支持，
突出需求导向。与此同时，基于不同地区、不同贫
困人群禀赋特征与发展需求，制定区域化教育扶
贫方案，依据个体需求开发个性化教育与培训方
案，配置相应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扶贫政策与
扶贫方案的分类建构，精准施行，提高教育扶贫
的总体标准。

3.资源建设和质量监测机制并重，构建教育

扶贫质量保障体系

教育精准扶贫应发挥信息技术在教育扶贫
资源建设、教育精准扶贫对象遴选与数据库建
设和教育扶贫具体实施方面的功能，充分保障教
育扶贫的质量。一方面要加强贫困地区在教育信
息化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建设力度，利用国家目前
所大力推动的相关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工程，如

“三通两平台工程”，以及一些省份的创新探索，
如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课程“专递课堂”等。另
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将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
教育扶贫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利用信息技
术建立教育扶贫数据库，甄别与遴选教育精准
扶贫的对象，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扶贫方案，提供
定制化的教育扶贫内容，实现资源精准推送，提
高效率，建立教育精准扶贫数据库，实现教育扶
贫方案过程监管，提升管理效率与水平，保证教
育精准扶贫质量。

教育扶贫质量保障也应注重监测与评价体
系建设，首先要利用我国现有的各级各类教育质
量监测与评价体系，实现教育数据与精准扶贫的
数据互通，提升精准扶贫资源共享信息水平。利
用全国贫困地区数据库、贫困信息建档立卡信息
档案数据库、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国
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数据等重要数据库，为教
育精准扶贫具体方案与实施途径提供精准依据
与决策参考 [30]，形成定点定向的个性化教育精
准扶贫方案。其次，建立教育精准扶贫质量评价
体系，利用评价结果实现对教育扶贫工作方案
的动态监管和持续改进。根据教育扶贫的类型，
制定相应的考核、质量监测以及评价方案。基于
考核结果调整教育扶贫方案。再次，实现教育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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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质量监测机制与教育扶贫政策衔接与协同改
进。既为改进教育扶贫总体政策与制度提供及时
的反馈与依据，也为教育扶贫退出机制提供切实
可靠的依据，[31] 为贫困人群及其脱贫后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教育服务与全方位质量保障。

4.重点关注职业教育与培训，以体面就业促

进贫困人群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促进贫困人群实现体面就
业是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和具备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基础。推动教育精准扶贫，要将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群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重点，提高教
育扶贫针对性，帮助贫困人群掌握一技之长并顺
利就业，是教育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
高质量完成“产业扶贫”“异地搬迁扶贫”的条
件。重点发展贫困地区职业教育与培训，推动贫
困人群体面就业，需要大力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发
展，将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建设作
为重点，将职业教育培训与贫困地区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等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发展、耦合实施。
通过建设基于贫困地区技能培训基地，覆盖贫
困地区各类人群职业技术培训需求，提高职业
教育与培训质量。此外，强化贫困地区政府的人
力资源开发责任，整合贫困地区职业教育与培训
资源，统筹安排教育部门、人保部门、扶贫部门以
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培训项目，精准调研、深入分
析贫困地区和人群的培训需求，将培训计划、经
费与项目与需求对接，分类管理，以技能预测和
就业需求调研为基础，发展与产业相适应的职业
教育与培训服务，促进贫困人口体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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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ese Route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ocus on the Conception and A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gency

Abstract：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ma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in promoting the global anti-poverty 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and facts of the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of the UNESCO, World Bank, OECD and ILO, we find that, defining the 

position of edu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specific educational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groups, integr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to emphasize quality assurance and monitoring are the mai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hinese route to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contents: understanding the educational value, establishing a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cusing on the rural areas and implement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through accurate allocation of systems, innovat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monitoring mechanism to 

build a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or people through decent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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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培养是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基础，也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改进职教教师培养质量

重在培养机制创新，进行制度框架、培养内容体系、培养模式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具体表

现为三个“一体”：一是培养制度上，实现职教师资招生、培养与就业一体设计；二是培养内容上，围绕职

教教师知识、能力与素质三维目标与培养内容一体架构，重点培养师德与关键能力、教师专业知识与能

力；三是培养模式上，促进教师专业情意、专业能力与实践智慧一体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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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进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规模扩大、结构调整、管理优化与质量提升都对职

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总体

上看，我国职教师资存在数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

有待提升以及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等问题[1]，农

村地区职业学校师资问题尤为严重。这既有相关

制度不够健全与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因素，也与经费

落实以及教师待遇等问题相连。同时，随着高校办

学转型，原有职教师资培养体系职能被削弱，部分

独立设置职教师资培养院校甚至不再以培养职教

教师为主要任务，加之近年来职业院校专业结构调

整力度加大，等等因素，导致师资培养工作难以适

应新专业调整与发展的需求。职教师资培养体系

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改变当前职教师资队伍建

设难以适应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根本在于

强化培养体系改革，推动机制创新，实现招生、培养

以及教学模式变革，用具有吸引力的措施鼓励更多

优秀人才成为职业学校教师，投身职业教育事业。

基于上述状况，湖南师范大学全国职教师资重

点培养培训基地通过整合“职教师资公费培养计

划”“卓越职教师资培养计划”“职教师资特岗教师

计划”等系列项目，探索面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教

师培养新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度上实现职教

师资招生、培养与就业一体设计；二是培养内容上

突出面向未来工作世界与教学生活的现代化培养

框架，知识、能力与素质一体构成；三是培养模式上

通过“校、企、校”跨界协同培养，在实践中实现教师

专业情意、专业能力与实践智慧一体养成。通过创

新培养机制，探索出了一条现代职业教育教师培养

新途径。

二、制度创新：职业教育教师招生、培养与就

业一体设计保证培养基础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实践有

其历史痕迹。如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学制

“癸卯学制”中，将实业教育师资培养列入实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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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通过设立实业教员讲习所，招收17岁以上

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或同等以上实业学堂毕业

生，并仿师范学堂，学生一律公费，但毕业后有6年

的义务从教。[2]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解决职业教育

教师的来源问题，陆续设立过技工教育师范学院，

普通高校职业技术教育师范系、师范专业或师资

班，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一批全国重点

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等，并最终确立了独

立设置职教师资本科院校培养体制和由相关本科

院校通过面向中等职业学校对口招考相关专业的

学生、以本科教育培养为主的职教师资基本培养

体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各个时期职教师资需求

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环境变迁以及大力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战略推进，职教教师素质与能力需求呈

现出新特征，教师培养的方式与内容亟待改革。

从现实条件看，解决职教师资培养的首要问题

是吸引优质生源成为职教师资的培养对象，因此创

新培养模式需从培养体制入手，改革招生模式。目

前，职教师资招生体制主要问题表现为吸引力不强

与招生体制欠灵活。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职

教师资培养机构越来越边缘化，培养规模与质量均

难以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以全国重点

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对口招生为例，基地职

教师范生的来源均为中等职业学校对口招收，生源

特征符合对职教师资的期待：接受过职业教育，对

职业教育有一定认识和感情，且具备一定的专业技

能。但是，实际培养过程中发现，对口招生的学生

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如：学生的基础文化成

绩相对较差；由于学生在中职期间长期注重对口升

学考试的基础类课程学习，技能方面并没有突出优

势；学生对职业教育缺乏认同感，多数学生表现出

对三年中职教育不满意等。上述问题导致职教师

资培养模式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发现连续多年

某国家重点师资基地毕业生进入职校就业的比例

不到10%。此外，招生体制限制了普通高中毕业生

进入职教师资培养渠道，因而难以吸引优质生源，

导致职教师资本科生来源缺乏多元性。

为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湖南省在大量调

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于2015年启动了高中（中

职）起点本科层次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培养计

划改革，在省内中学择优招收高中毕业生，由高职

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定向培养。在此基础上，根据

培养单位的培养能力与学科优势，增加“教育硕士”

（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培养内容，延长培养年限，

全方位提高职教师资体系的培养能力与格局。

模式操作方案的具体内容中，以下几个方面值

得关注。一是管理方面，突出省级教育行政统筹，

高校和地市教育部门合作。二是招生方面，学生参

加高考之后，根据分数，划定入围学生名单，由各县

市教育局统一组织通知学生参加由培养单位组织

的面试，以“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的双重遴选机制

为选拔标准，确定录取学生名单。三是培养安排

上，采用分段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由高职院校

与大学合作开发。第一二学年，学生在高职学院学

习，根据示范性高职院校的专业特征与培养优势，

重点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

到第三四学年，学生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能

力，并对职业教育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再进入对

口的本科院校学习。本科院校阶段重点培养内容

包括专业理论、教师教育理论、职教教学方法、企业

实习、教育实习等。本科培养阶段结束之后，根据

需要，学生既可以补充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岗位，

及时就业；也可以继续学业，完成“教育硕士”（职业

技术教育领域）阶段的学习，在专业和教师教育方

面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取得专业硕士学位，再入职

中职学校。目前，湖南省参与职教师资培养改革的

培养机构主要包括6所高职院校（均为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或者省示范高职院校）以及三所本科院

校。目前，首批免费职教师资培养对象已经完成前

两年高职阶段的学习，进入本科院校培养阶段。

与传统的职教师资培养模式相比，改革后的

职教师资招生与培养体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重

要变革。第一，从生源来看，有效地避免了职教师

资只能对口招收中职学校学生的缺陷，将大量有

志于成为职业院校教师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吸引到

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中，改变了职教师范生来源单

一的问题。第二，从体制上来看，定向培养计划由

省级财政全额补助，学生四年无须缴纳学费，大大

节约了学生的学习成本，有效提高了职教师资培

养计划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学生只要顺利完成

学业，均在毕业时入职公立职业学校，就业有保

障。第三，从毕业生流向看，充分借鉴了国家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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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的培养经验，定向培养计划中的职教师资

学生毕业后，按协议要求需回到生源地中职学校

从事教师服务8年，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前中

职学校，尤其是农村职业学校普遍存在的专业教

师短缺和招聘困难问题。第四，从毕业生未来职

业生涯发展看，该职教师资培养方案充分考虑了

毕业生在入职之后的专业发展与个人成长，专业

硕士培养计划、教学能力专项培训、职业技能专项

训练以及企业与中职学校顶岗实习等培养方案将

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为职业

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内容改革：构建面向未来工作世界与教学

生活的现代职教教师一体知识结构与能力框架

职业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师？如何才能培养出

符合职业教育与社会要求的教师？要以哪些内容来

进行培养？这些问题似乎从现代职业教育出现就已

经存在，但是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又是一个常说常

新的话题。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家陈选善认为“职业

学校的教师必须具有两种资格：一是对于他所担任

的专门功课，须有职业的经验，与实际的技能；二是

对于教育的原理及方法，须有明确的了解，及实施技

能，训练职业师资，这两方面都须顾到”。[3]而陶行知

则主张生利之经验、生利之学识、生利之教授法。[4]

虽然二者表述不同，但均认为职教教师应具备经验

技能、理论知识与教学方法。时至今日，这些标准仍

然不失其价值，“双师型”教师与这些标准也有内在

的延续性。从国际视野看，德国将职教教师教育作

为“职业性专业”，培养内容涵盖了职业性专业、普通

教育专业和职业教育学中的核心领域，要求学生不

但要对职业性专业和职业教育学进行深入学习，更

要紧密结合职业学校课堂活动进行学习。[5]具体培

养过程则是按照专业大类设置专业，遵从职教教师

专业教学能力形成的逻辑，以教师专业教学能力培

养为主线，课程内容层级分明，分别为职教教师基础

知识层、职教教师专业教学知识层以及专业教学能

力层，并由不同的专门课程支撑，包括通识类课程、

企业经济专业课程、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专业）教育

教学类课程、专业教学专题研究课程和企业、教学实

践实习课程六大模块。[6]英格兰也在其职教教师标

准中提出了职教教师应达到学科职业专家和教学专

家的“双专家型”（dual professionals）的目标要求，同

时要求教师是反思探究实践者，教师应在不断变化

的教学世界中批判性思考教育的假设、教育价值和

教育实践。[7]不难发现，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职教教

师培养有一定的内容一致性，整体内容体系严密且

齐整，涵盖了职教教师作为技术专家、教学专家等方

面能力的典型要求。

与此同时，当前世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科学

技术进步对组织的改造以及对人类认知发展的挑

战，要求职教教师不断调整自身认识世界、介入工

作以及他人和自我交往的方式与途径。经济社会

的迅速发展在为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和可能性的同

时，也制造了工作、生活以及精神世界的各种问

题。因此，教师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培养学生面对

未来的能力与素质；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要思考

如何在大学教育中获得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培

养一名教师的同时，更应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一个能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社会进

步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双师型”教师已难以适

应职业教育现代化以及未来工作世界的发展需

求。职教师资培养必须从培养内容框架上进行深

刻变革，打破原有的思路，建立面向未来教育、职

业与工作的职教师资培养框架与内容结构。

随着教育内容与形式变迁，从教育内容看教

师的角色和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诚如日本教

育学家佐藤学所言，21世纪的教师应该是学习的

专家，学习的设计和反思将成为今后教师教学的

工作重心，教师工作的本质不只是教学，更是学

习。他甚至认为，将来“教得好的教师不再是一个

好教师”，为学生设计学习的内容与方式，教会学

生学习，同时自己不断学习，这样才是一名优秀的

教师。对于职教教师而言，不仅要充分关注未来

经济社会对技能发展的要求，更要充分适应教师

角色和工作本质的变化。因此，从培养环节起，就

应着眼于为职教师资提供应对未来世界变迁、教

育变革与学生变化的能力和素质。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国在职教教师培养方面

的一贯理念和职业教育发达国家职教师资培养的成

功经验，通过分析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职业

教育教与学的特征，探索了职教师资培养框架与内

容。从总体框架上看，职教师资培养基本目标是“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基本构成是“道德与关键能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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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业知识与能力以及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三维要

素目标，明确职教师资的知识、素质与能力一体化结

构。培养框架要为职教师资提供适应未来经济社会

发展与学生发展需求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以及职

业素养，成就一个人格健全、能力全面、身心健康、持

续发展的职业教育教师。围绕职教师资这一核心目

标和基本标准，构建师资课程体系、教学活动以及评

价方式，从而实现职教师资培养的质量目标。

在职教师资一体培养框架的具体设计中（图

1），首先确定了以职教教师的师德与职业素养为内

核、以面向21世纪的工作与生活为基本能力要求，

以教师职业知识与能力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

为核心能力标准，构建现代职教师资的“素质与能

力结构”，与各个层次的能力与素质形成3个关键培

养主题，并对应3个层面的课程模块构成。其中，职

业精神与道德是最内核的内容，此外还包括面向21

世纪关键能力、教师职业知识和能力以及专业知识

和技能等。其中，面向21世纪关键能力框架借鉴了

如欧洲REFLEX国际调查项目（覆盖欧盟、日本等

17个国家）、美国的“21世纪学习框架”、新加坡的

“21世纪技能”等政策或报告中对未来学生能力与

素质要求，主要包括三类能力：一类是学习、批判和

创新能力，包括快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创新思维、

独立批判性思维、沟通和协作能力以及自我清晰表

达意义的能力；第二类生活与职业能力，包括功能

灵活性、新机会警觉力、适应性、自我导向、人力资

源调动能力等；第三类是信息能力与创新精神，包

括信息素养与能力、创新素质与能力、计算机网络

运用与通信工具能力、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

等。专业技能之外的能力与素质就是国际上所倡

导的通用能力，也是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

的关键能力，[8]是一名21世纪人才的必备素养，同

时也是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重要基础。因此，将关

键能力作为职教师资培养中的核心内容。

职教师资培养内容改革主要体现在未来教师知

识、能力与素质三维目标一体，在此基础上开发职教

师资课程体系结构。从基本结构看，根据相应的人

才培养主题，确定职教师资培养课程体系的德育与

通识类课程、职业教育专业类课程、职教师资教育理

论与实践课程三大体系的课程群，不同的课程群承

载相应的人才培养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职教师资

培养课程内容的设计中，尤其重视了理论类课程的

比重。理论在教师知识体系、教师发展以及教师专

业性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教师总是在

知识、原理的表达中回溯和寻求积淀在认识构成物

中的原初意义，在有质感的呈现中，让学生意识到原

初意义的存在和知识内容所表述的是一个道理。[9]

对于教师而言，理论能帮助教师在头脑中建立关于

生活意义与课程形象，通过理论，

关于学科知识的一切才在教师心

中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统一的

整体，形成教师对所授学科的热

爱与理解。

在构建“知识、能力与素质”

一体化培养课程结构过程中，各

个职教师资培养专业组织由职业

教育研究专家、教师教育研究专

家与学科专家首先对中职学校进

行充分调研，分析与论证了现代

职业教育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

教师在理论水平、素养特征、知识

结构、技能需求等方面的具体要

求，依循理论学习与知识认知的

基本规律以及专业技能和教师教

学技能形成的主要特点的逻辑顺

素质与能力结构 培养主题 课程模块

专业知识与技能

专业知识与技能模块

职业教育理论与思想模块

学习、创新及信息技术模块

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模块

学生与班主任管理课程

实习与实训课程

专业理论教育

专业技能教育

职教教师教育

21世纪技能教育

科学与人文教育

德育

态度与价值观

教育

21世纪技能课程

科学基础课程

人文基础课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

教师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

课程

教师职业知识

与能力

21世纪技能

职业精神

与道德

图1 面向未来的职教师资培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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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构建职教师资培养的相关专业课程与公共课

程结构，统筹规划职教教师成长的不同阶段目标

与内容，科学设计课程结构与序列。

四、模式变革：突出实践特质的多主体协同培

养机制促进教师专业情意、专业能力与实践智慧

的一体养成

职前师范教育无论如何设计、改造和完善，都

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是它自身固有

的、无法克服的。因为学生没有教师职业体验，理

论学习较为抽象，优秀教师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

都是工作中获得的。[10]与此同时，以往考核教师是

否具备基本教学能力，主要从基本技能测试、学科

内容知识以及一般教学法技能几个方面，这种看

待教学的方式，忽视了教学的复杂性，降低了对教

学的要求。[11]这种认识对教师培养是有极大局限

的，也忽略了“教育的本质是实践”这一基本共

识。于职业教育而言，实践的特质不仅体现在教

与学的过程中，同时体现在教师对专业实践技能

的掌握之中。作为一名职业教育教师，实践性主

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教师应在深厚的

职业教育情意和专业精神基础上，通过教学活动

不断提升教学技能，增进自身的实践智慧，逐步成

长为专家型教师。从这一意义来看，作为教学专

家，教师的核心实践就是课程的创造与学生学习

内容与方式的设计，只有当教师拥有了高度的实

践能力与专业智慧，才有能力设计、反思、组织学

生的学习活动等，在具体的实践中则体现为“反

思”（reflection）、“判断”（judgement）。在长期的大

量实践与探索中，教师逐步形成与丰富自身的“实

践智慧”。因为教学生活总是充满着各种不确定

性，只有具有创造性的、经验丰富的教师才能在教

学实践中充分利用这种不确定性，以自己的实践

智慧对教学工作进行反思与判断，从而生成新的

教学智慧。[12]正是在不断地反思与实践中，教师的

实践智慧不断增长，朝“教师专业”的方向发展，显

现教师职业的实践本质和专业特性。第二，职教

教师的实践性也体现在对所教专业的操作技能方

面，既要对相关理论有深刻理解，也应成为实践操

作方面的专家，即“双师型”教师。事实上，这也是

国际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对职教师资的要求。以

德国为例，进入职教教师教育、成为职教师资的培

养对象，其先决条件是具备至少1 年专业相关的企

业实践（培养之前至少已经开展过半年）或提供相

关的职业教育培训证明。[13]这一制度性安排为保

证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实践性”奠定了基础。

“实践性”不仅是职教教师的基本属性，也凸显

了职教师资培养工作的特质。因此，重视职教师资

培养理论基础的同时，更要关注教师培养的实践取

向。这是职教教师培养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确

保高水平职教师资的基础。但是，无论是从人才培

养还是师资队伍的构成现状来看，既具有理论修

为，又有深厚实践功底的职教教师远远不够。这既

与理论修养与技能水平养成之间固有的矛盾有关，

也受到当前我国职教师资培养模式和培训方式的

影响。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训练脱节、实践能力训

练的场所不够、理论养成与实践技能训练的场所难

以实现协同育人以及培养体系相关的制度性安排

缺陷等问题共同制约了职教师资“实践性”的效

果。在我国职教师资培养体系尚不能以“相关企业

实践经历”条件作为进入职教教师教育的入门条

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职业教育教师进修学院的状

况下，如何通过把握培养环节，确保职教师资培养

在实践能力与实践智慧上的发展，成为在设计现代

职教师资培养模式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面向职教师资实

践能力与实践智慧的培养模式，突出培养模式的

“跨界合作”与“一体协同”。“跨界合作”指职教师

资培养主体横跨了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中职学校

和企业，是由四个主体合作培养，从而形成了培养

内容上跨越高职教育、本科教育与教师专业硕士

教育多个高等教育阶段，同时也体现了培养内容

框架横跨了专业理论学习、技能教育、职教教师教

育、职业学校实习与企业实践。“协同”主要体现在

四类不同机构组成的职教师资培养共同体，形成

多方协同育人的格局，更好地将理论学习与实践

技能训练、专业教育与教师教育内容、教师教育理

论和教师情意培养以及教学技能与能力养成进行

融合，从而形成了以“高等职业教育+职教师资本

科教育+职教师资专业硕士教育”的分阶段一体化

培养方式。在培养体系的不同阶段指向相应的培

养目标：高职院校阶段重在解决学生专业理论初

步学习、对职业教育的初步理解与情感以及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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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这一点借鉴了德国对职教师资培养对

象的先决条件要求，重视职教师范生的技能基础

和职业教育经历。本科阶段关注高级专业理论学

习、职教教师理论与教学技能学习与训练、教学实

习与企业实践。专业硕士阶段重点关注教学设计

能力、教学研究能力、课程开发及教育管理等多方

面的卓越教师发展的基础性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专业硕士阶段根据已经形成的明确的教师专业定

向，突出学生综合运用职业教育理论与方法，解决

教育教学与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以奠定教

师入职之前的基础。基于跨界的一体化职教师资

培养模式将国际上培养职教师资所强调的职业教

育经历、企业经历以及职业学校教学经历进行了较

好的整合，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以教师专业情意

与实践智慧生成为目标，通过具体实践培养教师专

业能力，突出职教师资培养的实践本质。

总体看来，多主体协同培养机制以强化实践

为基础、实现了职教教师培养中专业情意、专业能

力以及实践智慧的一体养成，有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实现了职教师资培养工作与职业学校

教学之间边界的突破，有力弥合了职教师资培养

与教学需求间的差距，并为教师专业发展与双师

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中职学校与企

业对职教师资培养单位有效反哺，为职教师资的

专业技能与教学技能形成提供了高水平支持。

第二，“跨界”与“协同”的一体化职教师资培

养模式使职教师资形成教学技艺与专业智慧成为

可能。教学实践是创造性的，教学技能与教学技

艺是在教学中生成的，如果把教学技法分解为各

种技能，并将其从教学实践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加

以训练，也不要期望这些技能会在教学中得到活

用。在以往的职教师资培养过程中，各种教师教

育类课程的主要训练方法就是将教学技法与技艺

从教学实践中分离出来，通过一定的训练使学生

理解并掌握教学技能，但效果并不理想。多主体

协同培养机制过程中，学生反复通过微格演练、多

次中职学校现场实习与课堂教学（分本科与专硕

阶段）以及教学反思与研究，为真正理解教学奠定

基础。在教学方法上，探索适合职教师资培养的

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在

实施多元化教学方法过程中，让学生理解并运用

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熟练掌握各类教学技能，进而

形成真正的教学艺术与专业智慧。

第三，较长时间的职教师资专业训练为学生深

入理解并热爱职业教育、理解教师职业提供了充分

条件，也是他们形成真正的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情意、

成为卓越职教师资的坚实基础。教师专业情意也是

教师从经验型走向专业型的重要内容。教师并不是

以一般的认知或者态度面对职业教育，教师对于职

业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感情与其他人是不同的，这种

差异性集中体现了职教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也只有

通过长期职教教师专业实践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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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意味着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得到了政策层面的确

认。而职业教育作为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类型特征

和学科地位的确立，应有职业教育本身相关基本理

论的研究成果来支撑。当前，如何从知识类型的角

度，赋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学与

普通教育学以同等的学科地位，就成了职业教育学

科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1]。从文献梳理来看，这一

领域较为系统的研究不多，以职业教育课程知识为

主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镶嵌于其他主题研究

中，如，徐国庆[2]论及了技术知识的性质及分类的问

题；唐林伟[3]从社会学视角论述了职业教育学知识

的分类，等等。本研究以职业教育课程知识为主题

探究其知识来源，并依据其本质属性对职业教育课

程知识进行科学分类，进而归纳出职业教育课程知

识的分类形态及表达，旨在丰富职业教育知识类型

的理论研究，为开发出彰显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课

程及教学实施提供知识论依据。

一、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依据：工作知识本

质属性

知识的分类首先需要确定分类依据，这就需

要清楚全部知识的来源为何，分类的依据必须是

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4]。因此，只有深入分

析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来源及其本质属性，进而

确定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分类依据，才能真正实

现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知识分类。职业教育

课程知识的来源是工作知识，职业教育课程知识

分类的依据应为工作知识的本质属性，即工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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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职业性，具体体现为工作过程中知识的情境

性、生成性和实践性。

（一）职业教育课程知识来源：工作知识

职业教育课程知识来源的探究是确定职业教

育课程知识分类依据的前提，同时也是做好职业

教育课程知识科学分类的基础。对于职业教育课

程知识的全部来源，可以从纵向历史维度和横向

对比维度来透视，即从职业教育课程本身历史发

展的维度以及与普通教育课程知识对比的维度来

探明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来源及特性。通过历史

梳理和横向对比发现，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来源

可以归纳为工作知识。

从职业教育课程历史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

为早期学徒制时期课程形态和近现代学校时期职

业教育课程形态。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早期形

态，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实现技艺和经验的教授，所

学的内容非常实用，主要传授技艺、经验等与职业

密切相关的实践知识，所学与所用紧密结合[5]。随

着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学徒制赖以生存的行会

解体，学徒制走向崩溃。1794年，法国巴黎建立了

多科技术学校，标志着学校职业教育诞生，但这一

新的职业教育形式最终确立其地位，是1868年莫斯

科帝国技术学校校长德拉·奥斯（Della-Vos）创立的

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俄罗斯制[6]。俄罗斯制

课程采取对技术进行分解的方法来设计课程，以工

艺过程知识为主，是一种以工作结构为依据的较

为稳定的课程模式，摆脱了学徒制师带徒知识传

授的随意性。自此，职业教育课程进入职业化轨

道，并开启了围绕工作过程开发课程的模式探

索。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MES课程（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即“就业技能模块组合课程”）、

CBE课程（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即“能力本

位教育课程”）、学习领域课程等，它们共同的理念

是围绕工作过程开发课程，使职业教育课程与工

作过程更好的对接，旨在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的

职业能力[7]。MES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为

主，CBE课程以学生外显性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获

得为目标，学习领域课程则以学生解决问题的职

业行动能力培养为目标。此阶段课程知识呈现明

显的系统化和职业化特征，所学课程内容都是基

于工作过程且经过诸如DACUM和BAG分析技术

开发而来的职业性课程，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

标。从职业教育课程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职业教

育课程知识自始就来源于工作实践，并基于工作

过程逐渐职业化和专业化，是一种与完成工作任

务相关，并指向职业能力的工作知识。从与普通

教育课程知识对比来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

称为教育的“双轨”，属于不同的教育类型。普通

教育课程是一种基于学术体系的课程范式，所教

授的课程内容以学科知识为主，是以知识的内在

逻辑为基础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注重知识的科

学性，主要涉及知识的范畴、结构、内容、方法、组

织、理论的历史发展等。职业教育课程是一种基

于工作体系的课程范式，所教授的课程内容以工

作过程知识为主，是以工作的任务逻辑为基础形

成的职业行动体系，注重知识的实践性，主要涉及

工作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工具、环境等。由

此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课程知识是一种基于工作

过程和工作情境，以工作任务为逻辑的实践性知

识，以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为依据的工作知识，而

非脱离工作情境的客观知识，是一种不同于普通

教育课程知识的知识类型。因此，对于职业教育

课程知识的分类不能依据或模仿普通教育课程知

识的分类方法进行，而应该以职业教育课程的工

作知识本质属性进行分类，从而凸显职业教育课

程知识的类型特征。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课程知识自始就来源于

工作实践，并依附于工作过程的具有情境性和实

践性的工作知识，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教育课程知

识的知识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导致

职业的出现，现代职业是相近工作性质的集群，工

作成了职业的载体，工作知识累积和汇聚便形成

了工作群知识，即职业知识。但从职业教育课程

知识来源看，归根到底还是工作知识。

（二）工作知识本质属性：职业性

在知识的多重属性中，知识的主体性和内在

性应该是最根本的属性，知识的主体性指知识体

系中体现主体创见性特征的主观知识部分，知识的

内在性是指人本身所具有的自我认知能力和主动

求知的天性在知识中的反映[8]。工作知识是“人”在

工作过程中需要的知识，是“一种能提高生产力，更

为有效，更能满足劳动过程需要的知识”[9]，人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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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表达工作过程中涉及工作原理、工作过程、工

作方法、工具材料、工作诀窍等具有实践功能的知

识[10]。工作过程是工作知识依附的载体,也是其存

在的显著特征，同时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显现出知

识的主体性和内在性，工作知识以工作过程为载

体的特征即是知识的职业性[11]。因此，可以认为，

职业性就是工作知识的本质属性。

职业性作为工作知识的本质属性，其必然体现

工作知识的主体性和内在性，这就需要回到工作过

程中去进一步深入分析。在此，可以借助普通教育

课程知识——学科知识的科学性属性分析框架来

进行，即知识与认识对象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

知识在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社会

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三个不同的维度，具体表现为

现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三个基本

特性[12]。从知识与认识对象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

来看，工作过程是“人”完成工作任务的活动过程，

这一活动过程涉及的要素有“人”、工作任务、知识、

环境四要素。知识与工作任务及“人”统一于活动

环境中，并在工作任务实施过程中实现个体知识意

义的建构。知识不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

体”，而是依附于工作过程的情境中，是“人”为了适

应工作环境完成工作任务而组织自己经验的结果，

并且工作任务实施情境是多种多样的，显然，工作

知识是不确定的，其对工作情境具有很强的依赖

性，而非脱离个体和情境客观存在，具有情境性特

征。在哲学上，波普尔和库恩都对科学知识的客观

性进行了批判，认为知识具有“可证伪性”，而不是

绝对的，是范式的革命替代。在心理学上，社会建

构主义论证了知识社会性的积极作用以及知识社

会文化情境的重要意义。从知识在不同认识主体

之间的关系来看，工作知识是“人”在完成任务过程

中需要的知识，每个“人”对工作任务和工作情境的

理解及适应是有差异的，自然也就不存在针对所有

“人”都适用的普遍性的工作知识。每个“人”在完

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都是不同的个体在与工作任

务及工作情境之间的互动，并实现不同个体对知识

意义的自主建构，具有生成性特征。在哲学上，后

现代主义采用“视角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对

知识的普遍性进行了解构，强调了知识中的个人成

分。在心理学上，激进建构主义否定了知识普遍性

的观点，认为知识是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自主建构

的，强调知识的内部性质，也解释了教学过程中教

师所教的并不等于学生所学的，不存在一一对应的

关系。从知识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看，工作

知识是工作过程中满足工作实践需要所使用的知

识，工作过程是一个“人”为的实践过程，“人”的主

观创见性和能动性都会对工作实践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因此，工作知识必定是非中立性的知识，

具有明确的知识意向性和功能性，并且以工作成果

为依据，对工作任务完成的效果进行评价，具有实

践性特征。在哲学上，罗素在《人类的知识》一书

中，详细论述了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

并充分肯定了知识中个人成分的重要价值。在心

理学上，建构主义提出知识是个体积极组织的结

果，认知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个体的经验起组织

作用，并使之具有意义，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意

义性。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课程的工作知识与普通

教育课程的学科知识不同，其本质属性是职业性，

具体体现为情境性、生成性和实践性。

需要强调的是，职业性是工作知识的本质属

性，情境性、生成性和实践性作为工作知识的三个

基本特性，是工作知识主体性和内在性不同侧面

的具体体现，三者在工作过程中统一于工作知识

的本质属性职业性中。

二、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形态

依据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依据，即工作知

识的本质属性职业性，并结合波兰尼关于知识分

类理论，将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形态分为显性知

识形态（或明言知识形态）和隐性知识形态（或默

会/意会知识形态）。显性知识形态包括工作情境

知识、工作原理知识和工作规则知识；隐性知识形

态包括工作技能、工作诀窍和工作决策。隐性知

识是新知识生成的基础，显性知识是隐性知识外

化的结果，任何显性知识只有转化为隐性知识才

能实现个体知识的内化和意义的生成。

（一）职业教育课程显性知识形态

显性知识是指可用书面文字、图表或数学公式

表达出来的可实现编码的知识[13]。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以波兰尼的知识分类理论为基础，把

人类知识分为四大类，其中“关于事实和现实的知

识”和“关于自然规律和原理方面的知识”被称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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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基于上述定义，回到工作知识的本质属性，

以工作过程中职业性所体现出的情境性、生成性和

实践性为过滤器来对显性知识进行过滤筛选和具体

分类，可以将工作知识的显性知识形态分为工作情

境知识、工作原理知识和工作规则知识三类。

工作知识是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知识，

工作知识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打破学科界线的表

述，它不再如普通教育课程以知识的内在逻辑来

划定知识的边界，而是以工作任务实践过程中所

应用的知识来划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知识组织

逻辑，其涉及的知识内容、范围及分类自然也会不

同。依据工作知识的本质属性，首先需要从工作

过程中涉及的众多知识要素入手，然后以情境性、

生成性和实践性来筛选出工作知识的可编码显性

知识形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技术知识是

工作知识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工作知识的全部，两

者有关联但也有区别。第一类是工作情境知识，

指的是工作实践过程中所涉及工作对象、工作条

件、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及组织关系等情境性知

识。著名技术哲学家罗伊斯和梅杰斯提出“技术

人造物的二元性质”理论，认为技术物体知识包括

技术对象（结构）知识和技术工具（功能）知识，且

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行动的实用规

则基础上的。工作情境知识这一概念的外延要远

远大于技术对象知识和技术工具知识，它还包括

工作情境的空间、时间、人际关系、工作条件等要

素，以及这些要素形成的结构关系。具体可分为

物理环境知识和人文环境知识，物理环境知识包

括工作对象、工作条件（如，工具、材料、设备、物理

场所等）等知识，人文环境知识包括工作人员、劳

动组织、人际关系、工作空间环境等知识。第二类

是工作原理知识，指的是工作任务实践所需要的

解释性知识。技术哲学家如邦格、卡平特、费雷等

在对技术知识进行分类时，都认为需要单独划分

出技术理论知识，这是最高水平的技术知识，是一

种解释描述性的定律，是科学知识应用于特定情

境的结果。这里的工作原理知识指的是与工作任

务直接相关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技术理论知识，科

学原理知识和技术原理知识的连接点或共同聚焦

点是工作任务，工作任务的需要是工作原理知识

的范围和边界。这类知识主要是“为什么”知识，

是工作实践过程中原理性知识。第三类是工作规

则知识，指的是一种为了实现工作预定目标而采

取的一系列有序行动的规范知识，是一种行为方

式的规定性知识。技术哲学家邦格把规则分为行

为规则、前科学劳动规则、符号规则、科学和技术

规则四种[14]。康德把规则划分为技术规则、实用规

则和道德规则。工作规则知识是与工作实践最贴

近的知识，人类的工作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工作规

则下进行，结合已有研究，这里的工作规则知识包

括符号规则（专业人员在沟通过程中所使用的行

业语言、句法以及图纸等）、劳动规则（以技术规则

为主，主要包括操作规程、工艺守则、设备手册

等）、行为规则（包括社会规则、道德规则和法律规

则等）。这类知识是“是什么”知识，是工作实践过

程中的规则性知识。工作情境知识、工作原理知

识和工作规则知识都是以符号或实物为特征的显

性知识形态，这三类知识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分开

的关系，而是在工作过程中相互关联，统一于工作

实践的活动过程。

显性知识可通过系统化的编码进行存储和表

达，是一种可用于课堂书面教学的知识。依据工

作知识的本质属性对其进行显性知识形态的具体

划分，是为了更好厘清工作知识的边界，明确工作

知识的分类形态特征，为职业教育课程内容选择

及组织奠定基础，为职业教育教学组织和方法选

择提供依据。

（二）职业教育课程隐性知识形态

隐性知识是指不能用语言文字所阐述的不能

言明的知识[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人

类知识分为四大类中的“关于技能和诀窍方面的

知识”和“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知识”称为隐性知

识。默会知识（即隐性知识）有两个维度，一个是

技术维度，它包括被视为诀窍的某种非正式的个

人技能或手艺；二是认知维度，它包括深植于我们

并且信以为真的信念、价值观、图式、心智模式。[16]

基于上述概念，依据工作知识的本质属性，同样以

职业性在工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情境性、生成性

和实践性为过滤器来对隐性知识进行筛选和分

类，可以将工作知识的隐性知识形态具体分为工

作技能、工作诀窍和工作决策三类。

工作知识中的隐性知识形态对工作实践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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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对于人们来说，隐性知

识存在的数量可能比显性知识更多。罗素认为，

人类知识大致可分为明言知识（即显性知识）和默

会知识（即隐性知识），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默会知

识[17]。波兰尼也说过，一个人所知道的要多于他所

能说出的。上文“技术知识是工作知识的主要内

容”这一表述更多的是指技术知识对工作知识中

隐性知识形态的影响。根据隐性知识的两个维度

可以将其分为技术性隐性知识和认知性隐性知

识，技术性隐性知识是指主体已意识到自己拥有

但限于表达能力（即表达方面的技术性原因）而难

以言明的知识，认知性隐性知识是平时深藏于个

体潜意识中，却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的知识[18]。依据

工作知识的本质属性以及情境性、生成性和实践

性三个基本特征对工作过程涉及的知识要素进行

筛选，可以将其划分为工作技能、工作诀窍和工作

决策三类，其中工作技能和工作诀窍属于技术性

隐性知识，工作决策属于认知性隐性知识。第一

类工作技能。在哲学上，技术可以分为自然技术、

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三个类别[19]，这里的技能指的

是与工作任务直接关联的基于人的身体技艺，与

哲学层面的身体技术相近。工作技能是人在与工

作任务相互作用的实践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经验性

的行为，在心理学层面，与动作技能相近。第二类

工作诀窍，是指个体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性

技艺，它内化于个体且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在个

体实践过程中会被激发并在特定的工作情境中被

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能工巧匠的“巧”

更多体现的是工匠个体的工作诀窍，它是衡量一

位工匠技能水平的重要指标。工作技能和工作诀

窍同属于技术性隐性知识，是“做什么”知识，是工

作过程中实践性知识。由于个体对这些知识难以

清楚说明，其习得方式只能是个体在工作情境中

通过工作实践来生成实现。正如波兰尼所说，一

种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流传下去，

因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存在，它只能通过师傅教徒

弟这样的示范方式流传下去，在师傅的示范下通

过观察和模仿，徒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那种技艺

的规则，包括那些连师傅本人也不外显地知道的

规则[20]。第三类工作决策，是指在工作过程中涉及

的与工作任务实施相关的各种判断知识。主要包

含认知类知识（如，记忆、思维、想象等）、元认知类

知识（如，个体学习认知、任务认知和学习策略

等）、职业取向类知识（如，职业价值取向、目标取

向、情感取向、态度取向、兴趣取向等）三类。在工

作过程中，工作决策包括理论决策和实践决策两

部分，理论决策是指个体在分析工作任务及制定

工作任务实施方案时，涉及的工作知识和工作任

务之间的知识关联性判断，主要是工作任务与显

性知识（工作情境知识、工作原理知识及工作规则

知识）之间的判断问题；实践决策是指在实施工作

任务过程中及评价反思工作任务成果时，涉及的

工作情境和工作任务之间的行动效果判断，主要

是工作任务与隐性知识（工作技能和工作诀窍）之

间的判断问题。工作决策是“怎样做更好”知识，

是工作过程中判断性和策略性知识，贯穿于整个

工作过程，是一种无法言明（因为没有语言能说

明，而不是限于表达能力不能说明）的知识。总的

来说，工作技能、工作诀窍和工作策略都是不能言

明，只能借助实践来表达的以非符号为特征的隐

性知识形态。波兰尼认为，隐性知识大量存在于

人们的行动中，是一种“与行动相伴随的知识”

（act-inherent knowledge；knowledge in action）,很难

被对象化、外在化[21]。这三类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

在工作过程中相互作用，最终实现工作知识的动

态生成。

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无法用语言或文

字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的知识。隐性知识很难传

播给他人，因为这种传播是需要某种同时性加工

的模拟过程[22]。因此，对于隐性知识的获得只能通

过学生个体实践及工作成果反思来实现。通过对

职业教育隐性知识的分类，有助于了解隐性知识

的特征，为职业教育实训实操类课程的设置及教

学实施提供了依据。

（三）职业教育课程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关系

工作知识是工作过程需要的知识，是以工作过

程进行划界的类型知识，依附于工作过程，体现出

工作知识职业性的本质属性。就一个具体的工作

任务而言，其工作过程中涉及的工作知识是一个整

体性知识结构。因此，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划分

是为了更好认识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本质和特征，

为了课程与教学提供依据，并非意味着工作知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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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截然二分，它们是工作知识的不同面向的反

映，统一于工作过程中，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关联。

首先，隐性知识是新知识生成的基础。知识

是人认识世界的结果，新知识的产生离不开人这

一主体。任何新知识的生产都是个体基于隐性知

识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成果。隐性知识既是一

切知识的根源，也是一切知识的终极目标，无论什

么形态的知识都与隐性知识有关[23]。如果将职业

教育课程知识涉及的工作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明确任务阶段、制定计划阶段、实施检查阶段和

评价反馈阶段，那么在各个阶段，特别是隐性知识

中的工作决策的作用，使得新知识的产生成为可

能。如，在明确任务和制定计划阶段，就涉及工作

情境知识、工作原理知识、工作规则知识以及工作

决策知识的应用，通过对工作任务的综合分析，并

做出判断和决策，以制定出最佳的工作计划和实

施方案。在这过程中，显性知识在隐性知识（工作

决策知识）的作用下基于工作任务得到了一次应用

和综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案，新的工作方案

就是新知识的一种体现。在实施检查和评价反馈

阶段，涉及全部隐性知识及显性知识工作规则的应

用，最终形成一个具体的实践成果或产品，并对成

果或产品进行评价、反思及经验总结。成果或产品

也是新知识的体现，成果或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基于

工作技能、工作诀窍和工作决策等隐性知识的应用

而实现的，对成果或产品的评价、反思和总结是工

作决策中的元认知类知识在起主要作用。对于具

有实践性特征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而言，需要特

别重视隐性知识的基础意义。

其次，显性知识是隐性知识外化的结果。个

体在实践活动中，当其隐性知识被需要时就会被

激发并被应用于创造活动，实践出的成果或生产

出的产品就是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知识的结果。

隐性知识只有转化为可编码的显性知识，才能通

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和使用。职业教育课程显性

知识是相关专业人员从事职业教育过程中累积起

来并将其外显化的结果。就工作知识涉及的工作

过程而言，在明确任务阶段，就是个体结合自己所

学的显性知识及工作决策知识对工作任务进行综

合分析，分析的过程就是隐性知识外化的过程。

到了制定计划阶段，制订出了工作任务的实施方

案，并以书面语言或符号呈现出来，这符号化的实

施方案就是隐性知识外化的结果。到了实施检查

阶段，更多的隐性知识如工作技能和工作诀窍的

加入，这个过程以隐性知识的作用为主。最后的评

价反馈阶段，即以任务完成的最终成果或产品为主

要依据对整个工作过程进行评价和反思，这个最终

的成果或产品就是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知识的实

物表现，通过反思将个体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技巧加

以归纳总结，对于不能言明的部分继续以隐性知识

形态储存在个体内，对于可以言明的部分予以编码

符号化和外显化，以显性知识的形态呈现出来。从

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新知识都是隐性知识外化为显

性知识的结果，在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生产过程中，

在学习已有的显性知识的基础上，要善于反思，将

隐性知识外化并予以恰当符号化。

再次，任何显性知识只有转化为隐性知识才

能实现个体知识的内化和意义的生成。个体的学

习过程就是一个显性知识累积和内化的过程，当

个体投入到实践活动中时，被个体内化了的显性

知识部分就会成为个体实践的需要，以显性知识

和隐性知识构成的工作知识的形式参与活动，成

为个体的内在知识并实现它的价值。在工作过程

的明确任务阶段，个体在内化工作任务涉及的工

作情境知识、工作原理知识、工作规则知识等显性

知识的基础上对工作任务进行综合分析，明确工

作任务要求。到了制定计划阶段，个体在上个阶

段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最佳任

务实施计划，即将显性知识内化并实现意义的生

成。继而在实施检查阶段，进一步内化工作规则

类显性知识，并结合工作技能和工作诀窍及工作

决策等隐性知识开展工作任务的实施，这个任务

实施过程也是个体内化显性知识和新知识（包括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意义生成的过程。最后的

评价反馈阶段，工作的成果或产品是其最重要的

内容，它是显性知识内化为隐性知识后，通过实践

意义生成的结果，这个成果或产品隐含着个体内

化后了的显性知识以及隐性知识直接作用后生成

的新的工作知识。从整个工作过程来看，隐性知

识是个体直接作用于工作任务的知识，显性知识

需要经过隐性知识中的工作决策的作用才能意义

化，也就是说，静态的显性知识需要在工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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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为个体隐性知识才能动态化，并在动态化的

过程中实现意义的生成。因此，职业教育课程要

注重显性知识的内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隐性知

识具有明确的个体职业能力指向，它是职业教育

人才类型的重要表征。

三、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表达

不同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具有不同的表

达形式和表达载体。显性知识的表达形式有概念、

命题、原理和范畴等，主要的表达载体有符号系统、

物质材料和人造物等；隐性知识的表达形式是思维

和行动，主要的表达载体是人脑和身体。职业教育

课程知识的分类表达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及教学

实践具有直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教育

课程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教学内容的系统设计。

（一）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表达形式

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显性知识形态是可以实

现符号化表征的知识形态，隐性知识是不能符号

化、外在化的知识形态。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的

表达形式必然也存在区别和差异。探明职业教育

课程知识不同知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有利于明确

职业教育课程知识的呈现特点，进而更好把握职

业教育课程知识的类型特征。

显性知识形态的表达形式主要以概念、命题、

原理、范畴等为主。显性知识最基本的表达形式

是概念和命题，概念是表示普遍存在事物类型的

名词，命题是通过肯定或否定对事物做出某种陈

述的判断语句[24]。概念是客观事物共同特性的反

映和概括，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对事物进行分析、

抽象、综合和归纳，从而找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然

后对该事物进行的定义和说明，具有事物类别区

分意义，如，人和动物都是概念。知识是由概念构

成的，是表达知识的最小单位。显性知识作为可

以言明的知识，必然也有概念成分。命题是由概

念组合而成可供判断的语句，并具有意义倾向性，

可以完整的表达一个语义，如，“狗是动物”就是一

个命题。原理是知识概念中的核心概念，相对于

简单概念来说，原理是复杂概念，是人类认识世界

的真理性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定律、定理、

公式、规则、规律等。范畴是表示事物基本类型的

思想格式[25]，是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

括，具有基本的普遍性，反映事物的类型和范围，

其实质是理论或学说的基本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

系[26]。对于职业教育课程知识而言，显性知识形态

中的工作情境知识、工作原理知识和工作规则知识

都包含了概念、命题、原理、范畴等不同的表达形

式，只是各种表达形式占比不同而已。如，工作情

境知识中的物理情境知识诸如工作对象、工具、材

料、设备等主要以概念和命题的表达形式为主；工

作原理知识中的科学和技术理论知识则以原理和

范畴的表达形式为主；工作规则知识中的符号规

则、劳动规则和行为规则就包括了命题、原理（规

则性）以及范畴等表达形式。对于显性知识表达

形式的探讨，有利于明确在隐性知识转化及新知识

产生过程中更好地完成工作知识外化的表达。

隐性知识形态的表达形式主要是思维和行

动。思维是个体进行逻辑推导和内在思考的属性，

它是人们探索世界和认知事物的高级阶段。人们

只有通过思维活动才能真正探知世界的客观规律

和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邵志芳根据思维载体的

不同将思维划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

直观动作思维[27]；皮亚杰根据儿童心智发展的阶段

将思维划分为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

维。这些分类在语言逻辑思维之外论证了其他思

维类型的存在，为隐性知识的表达提供了依据。行

动指的是为了某种目的的活动，其教育学的意义在

于，是目标指向、内部结构明确且产生具体结果的

活动[28]。行动有两个重要的“极点”，即行动者和环

境，行动的发生与环境有关[29]。从某种意义上说，职

业教育课程知识是一种情境性知识，特别是隐性知

识，是一种行动伴随性知识。就隐性知识形态具体

而言，作为认知性隐性知识的工作决策知识，其认

知类知识、元认知类知识以及职业信仰类知识主要

以思维的形式进行表达的，如，在明确任务和制定

计划阶段，工作决策知识的应用就表现为个体思维

对工作任务及涉及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和综合，进

而进行判断和决策，在最后的评价反馈阶段，也通

过个体思维对工作成果或产品进行评价、反思和总

结。作为技术性隐性知识的工作技能和工作诀窍，

其主要表达形式是行动，主要体现在任务实施检查

阶段，任务的实施是个体直接作用于工作任务，工

作技能和工作诀窍就是通过个体的实践行动来表

达。由此可见，隐性知识的获得重在通过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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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工作过程中的思维决策以及行动实践来实

现个体知识意义的生成。

（二）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表达载体

知识的表达需要载体，不同的知识形态在表

达载体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人们通常将知识

的载体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载体是人脑载体；第

二类是符号系统；第三类是各类物质材料；第四类

是知识交流平台；第五类是人类创造物[30]。在借鉴

这种普遍性知识载体分类的基础上，结合职业教

育课程知识两种知识分类形态及表达形式特点，

寻找显性知识形态中各类知识和隐性知识形态中

各类知识的恰当的表达载体，为职业教育课程知

识的具体呈现和合理表达提供依据。

显性知识形态的表达载体主要有符号系统、物

质材料和人造物。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

文字符号系统，前者表现为听觉符号，后者表现为

视觉符号。语言和文字是人类进行思想交流和信

息沟通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思维成果的外化表

达，是人们实现知识和精神财富的累积及传承的重

要载体。物质材料载体主要是指以刻写、印刷与录

制等方式来固化知识的各类物质材料，如教材、光

盘、图书等。人造物与物质材料载体有一定的区

别，这里的人造物主要是特指工作实践成果，可以

是有形的实物，如，人造卫星、计算机等，也可能是

无形的物质，如，软件产品、系统产品等。对于职业

教育课程显性知识来说，工作情境知识就涉及以上

三种表达载体，如，物理情境知识中的工作对象、工

作设备、材料和场所主要以物质材料和人造物载体

表达，人文情境知识中的工作环境及工作人员就涉

及符号系统载体的表达。工作原理知识则以符号

系统中的语言符号以及物质材料载体形式予以表

达，以书面文字的形式为主。工作规则知识中的符

号规则主要以符号系统为主，如，专业人员之间的

图纸和术语的沟通，劳动规则以物质材料和人造

物，如，数控设备操作手册和数控系统软件操作流

程，行为规则以符合系统和物质材料系统为主，如，

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规程和签订的安全协议书等。

总之，显性知识形态的表达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同

一类知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载体进行表达，以方便

和满足工作过程需要为准则。

隐性知识形态的表达载体主要是人脑和身

体。不说出或不写出的命题依然是需要表示工

具，思议者很可心中藏之[31]。隐性知识就是不说出

也不写出的命题，这里“心”指的就是人脑。人脑

通过思维加工的方式对显性知识进行内化，转化

为个体隐性知识，当遇到外部问题刺激而被激发

时，就能生产出新的知识。个体知识中不能或无

法通过恰当载体进行表达的那部分知识就是隐性

知识。人脑是隐性知识的住所。身体在这里特指

人的四肢躯体，它是人体行动的载体，不包括人脑

部分。事实上，身体与人脑很难做完全区分，这里

也只是做相对意义上的区分。就职业教育课程隐

性知识而言，认知性隐性知识以人脑载体为主，如

工作决策知识中的认知类和元认知类知识都是思

维活动的结果，整个工作过程都是在人脑（思维）

的判断和决策前提下推进完成的。技术性隐性知

识则涉及人脑和身体载体的表达，如，工作技能主

要是一种身体技术，在工作过程中以行动的方式

体现出来，工作诀窍则涉及人脑载体和身体载体，

由于工作诀窍是一种没有言语表达而无法明言的

知识，只有当工作情境和工作任务刺激时才能通

过人脑的思维形式被激活，进而在实践过程中随

着工作技能以行动的方式展示出来。可以看出，

由于隐性知识的高度个人化，隐性知识形态的表

达载体只能是人本身，这也就解释了隐性知识的

学习只能通过个体实践来获得，而无法通过课堂

符号化的教学来实现，同时这也是隐性知识成为

人力资源开发和不同人才类型划分依据的深层次

原因。可以说，从隐性知识的角度来探究职业教

育人才的培养和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将会获得更

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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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的任何需求为中心，对于职业院校学生来

说就是要以学生的技能迁移水平为中心。在同一

范畴的参照系下设置三个以上的学习情境，而且

学习情境的设置最好能促进技能水平实现由自迁

移到近迁移再到远迁移的提升。随着情境的变

换，教师的参与层次和指导水平逐步提升，同时教

师参与的工作量逐渐减少，能将课堂上更多的时

间转交给学生，实现课堂的有机翻转和有机对

分。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职业素质发展水

平获得共同提高，实现了教学相长。

最后，更新教学绩效评价的基本模型及其应

用方式。以“点”来评价教学绩效的方式已经不能

适应现今的教学系统。根据职业教育教学的过程

性和行动性，以普适性工作过程的六个环节，即

“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价”[6]为评

价单元，将按照时序性排列的典型工作过程与六

步法相结合，制作相对应的雷达图，实现对教学绩

效的综合化、系统化的评价。具体应用方式如下：

在每一工作情境，测量每一个典型工作环节下普

适性工作过程的六步的绩效得分，将每步得分标

注在雷达图的经线上，把标注在雷达图上的各个

得分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闭合的不规则六边形，

此六边形的面积占比即为该被评者在这次个典型

工作环节下的教学绩效的整体评价；以此类推，即

可计算出在每个工作情境下，每个典型工作环节

的具体绩效得分情况，“将各个工作环节的整体绩

效相加后取算数平均数或者标准差”[7]，作为该被

评测者的教学综合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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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

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课

程也应有属于自己的类型特征[1]。当前，职业教育

课程还未完全摆脱普通教育学科体系课程的影

响，职业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依然存

在，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课程体系并未真正

形成，直接影响了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和内

涵发展。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我国职业教育课程

体系的研究主要以借鉴普通教育知识课程体系和

国外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如德国双元制职业教

育行动体系课程）为主。从职业教育本质和课程

体系本身出发思考课程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对职

业教育课程理论研究，还是课程开发实践都具有

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通过直观职业教育本

质，关照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本身，构建基于工作体

系的三维视角分析框架，多维度探究职业教育课

程体系构建的依据，进而全面深入理解职业教育

课程体系的类型特征，能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

构建提供参照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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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依据分析框架：基

于工作体系的三维视角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宏观上看是职业教

育各类各层次实施实体机构的相互衔接，中观层

次看是各类各层次专业的前后合理设置，更深层

次的则是课程体系的构建问题。因此，回归职业

教育课程体系，需要寻找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分析

框架，探究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依据，进而构建

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课程体系，实现现代职

业教育课程体系内在实质衔接。

（一）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反思：回到工作

体系

课程体系是指在一定课程观的指导下，将课

程各个构成要素进行排列组合，使其在动态过程

中统一指向课程体系目标实现的系统。职业教育

课程体系的构建需要从职业教育本质出发，基于

职业教育课程观的指导进而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类

型特征的课程体系。因此，有必要从职业教育历

史发展的视角和与普通教育比较的视角探索职业

教育课程体系的形成和特征，进而透视职业教育

课程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和依据。

综观职业教育发展史，主要经历了从古代学

徒制阶段到近现代的学校职业教育确立及体系化

发展阶段，课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人

类最早的教育活动就是职业性的教育活动，这种

为了人类自身发展需要所进行的传递生产劳动经

验、技术技巧、方法态度的教育活动，就是职业教

育的雏形，其特点是生产劳动与教育活动融为一

体[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职业性的教育活动

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出现了学校形式的专门

性的职业教育。在学校职业教育出现之前，劳动

经验和生产技术的传递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通

过学徒制进行的，师傅带徒弟的学徒制度成了人

类社会技术传承的主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近

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是由学徒制演变而来的[3]。

学徒制起源于中世纪手工业行会对技工师傅的培

训，此时的课程内容主要以劳动经验和生产技巧

为主，技术性不强，课程内容也不成体系，学徒以

模仿师傅的操作为主，师傅教学随意性较大，其突

出特征就是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的一体化。工业

革命引起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新的

生产组织形式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传授科学原理和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职

业教育应运而生[4]。学校替代了学徒制，班级授课

制取代了生产现场模仿操作，课程内容开始呈现

出技术性和理论性，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逐渐成

为职业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基于工作岗位的职

业教育课程体系也逐渐形成。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不同的课程内容和

体系，究其根源就是与人类长期共生，却始终二元

分离的两大体系，即工作体系和学术体系[5]。普通

教育是基于学术体系的教育类型，以培养知识性人

才（学术型和工程型人才）为目标。学者是普通教

育的主体，学位制度是衡量学者们学术水平的评价

制度，其课程内容以学科知识为主，注重知识的科

学性，课程体系是以知识的内在逻辑为基础形成的

学科知识体系。而职业教育是基于工作体系的教

育类型，以培养职业性人才（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

为目标，工匠是职业教育的主体，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是衡量工匠们技术水平的评价制度，其课程内容

以工作过程知识为主，注重知识的实践性，课程体

系则是以工作过程为基础形成的职业行动体系。

综上可见，工作和工作体系是探究职业教育

课程体系构建的关键。职业教育存在的基础是工

作体系，它是职业教育之所以成为职业教育的根

本原因[6]。因此，工作体系不仅是探究职业教育本

质的逻辑起点，更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理

论依据，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依据必须回到

工作体系中寻找。

（二）基于工作体系的三维视角审视：职业性、

开放性与实践性

对工作体系进行分析，分解工作体系的基本

要素，厘清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便能够

找到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依据的研究视角，进

而确定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依据。

工作体系即人类直接进行物品与服务设计、

生产、提供和交换的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体

系[7]。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工作体系的构成

要素会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工作体系所涉及的基

本要素相对稳定。无论是古代学徒制时期，还是

近现代的学校职业教育，其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个，

即职业、工作与技术[8]。从历史发展来看，首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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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是工作，谋生对于学徒来说是最主要的动

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作过程变得日益

复杂，便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组织化的工作，职业由

此产生。而技术是渗透于整个工作过程中，是与

工作同时出现的，按照上文所述，在古代学徒制时

期，学徒以学习师傅的生产劳动经验为主，技术即

表现为经验型技术。进入近现代学校职业教育时

期，学生以学习科学原理和生产技术为主，技术表

现为理论型技术。尽管职业、工作与技术三要素

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三者同时存在于工作体系

中，并且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职业是

载体和目标，工作是过程和结构，技术是手段和内

容。任何职业劳动和职业教育，都是以职业的形

式进行的[9]。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职业教育

专业开展的载体，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的目标。工

作是开展职业训练和专业学习过程中的行动过

程，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工作过程和工作结构，

并且遵循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则是完成职业目

标的工作过程中所需要运用的手段，渗透于整个

工作过程中，是一种工作过程和职业活动中的手

段，同时，技术也是职业训练和工作过程中需要掌

握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职业、工作和技术三者

是存在于工作体系中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有必

要从三要素出发，以职业、工作和技术为视角审视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寻找职业教育课程体

系构建的依据，从而构建能够体现职业教育类型

特征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职业维度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依据主要

体现为职业性。职业和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是通

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得以构建，职业性集中体现

为就业导向性[10]。课程内容及体系作为培养从业人

员职业素质的载体，必然需要体现目标指向的职业

性，以便学生能够进入工作体系和特定职业，实现

个体就业和职业发展。工作维度的职业教育课程

体系构建依据主要体现为结构组织的开放性。一

个职业之所以成为一个职业，是因为这个职业有着

与其他职业不同的工作过程[11]。工作过程是动态的

发展的行动过程，每一个职业都有结构不同的工作

过程，遵循各自的结构组织线索。因此，在构建课

程体系时就需要以各个职业的工作过程为参考系，

构建一个足以支撑职业生涯发展的开放性的课程

体系，以实现学生在职业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技术

维度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依据主要体现为知

识内容的实践性。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真

正的技术实践能力必须在实训过程中才能形成，这

是由技术的本质决定的[12]。作为职业教育课程的主

要内容，技术知识是一种过程性动态知识，具有任

务逻辑性，其最本质的特性是实践性[13]。可见，从职

业、工作和技术三维视角审视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

构建依据，得到的结论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在目标指向、结构组织和知识内容上需要分别遵循

职业性、开放性和实践性。

二、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目标指向设定依据：职

业性

职业性是职业维度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

依据，对于职业性的内涵阐释和解读是依据职业

性设定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目标指向的前提。依据

职业性设定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目标指向更是体

现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

（一）职业维度的职业性内涵阐释

职业是职业教育的一个核心概念，专业的职

业属性是职业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最本质的特

征[14]。职业教育课程必然要体现职业性。为此，需

要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职业

的内涵，这将有利于深化对职业教育课程的认识，

进而实现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目标指向。

从经济学看，职业就意味着工作，意味着谋生

手段，意味着创造社会财富的途径[15]。职业是劳动

分工的结果，劳动者通过职业进入工作岗位，来实

现谋生和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并创造一定的社

会财富。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便是经济学意义

上职业性的体现。从社会学来看，职业是个体社

会生存的载体，是一种建立在相对稳定的专门化

与标准化基础上的职业资格的社会组织形式，或

者说职业是社会分工的表述[16]。从教育学的观点

看，职业是个体接受教育的结果，职业教育在针对

职业能力培养的同时还要关注个体人格等整体性

的发展，否则过度的专门化的专业能力，将阻碍非

专门化的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的培养[17]。专业能

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构成整体性的职业能力，

支撑着个体的职业成长和发展，同时也为个体的

身心发展提供了方向。正如杜威所说，一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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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人生活所遵循的方向[18] ，从而消解了职

业教育和自由教育的对立，确立了“职业”在教育

目的中的地位[19]。

综上可以看出，职业性即任何职业劳动和职

业教育，都是以职业的形式进行的，它意味着职

业性即规范了社会职业劳动岗位的维度，又规范

了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考核评价的标

准[20]。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既

具有社会功利属性，同时也要具备普通教育的非

功利属性，是职业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类型的最

本质特征。

（二）依据职业性设定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目

标指向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进入工作体系，即

进入各个职业[21]。就业导向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必然要指向的构建目标，同时，个体职业生涯的发

展所需要的整体性职业能力也是职业教育课程体

系必须要考虑的目标指向。因此，依据职业性构

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就需要同时设定社会功利性

和个体非功利性目标。

基于工作体系的职业教育是以能力培养为本

位的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目标必然要

指向职业能力，整体性的职业能力是个体全面发

展的基础。个体职业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专业能

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要素整合的状态，专业

能力是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识和

专门技能，方法能力是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工

作方法和学习方法，社会能力是指从事职业活动所

需要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人生态度[22]。能力

三要素整合的结果便是一种整体性的职业能力，即

综合职业能力。综合职业能力在专业能力方面强

调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合理知能结构的获

得，其目的是使个体能在职业实践中很好地处理职

业的专门问题，满足职业的专门要求，具体表现为

以物为对象的生产能力，如机器、仪表、材料等，以

人为对象的服务能力，如餐饮、旅游、护理等，以物

和人为对象的管理能力，如工作过程中的监控、调

节、优化等。在方法能力方面强调科学思维习惯的

养成，其目的是使个体能够从容自如地面对未来复

杂的劳动环境和问题情境，能创造性地化解困境，

学会学习，学会工作。在社会能力方面强调良好的

人际关系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其目的是使个体经过

职业教育的培养，不仅成为一个身怀技艺的职业

人，还要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社会人。因此，依据

职业性设定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综合职业能力目

标，既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满足个体适应社会发

展以及社会对合格“职业人”需求的社会功能，同

时，还得兼顾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满足个体身心成

长以及个性对合格“社会人”追求的教育功能，既要

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要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指向。

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组织结构设计依据：开

放性

工作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同时，也是

个人职业成长和职业生涯发展的过程。开放性就

意味着要着眼于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发展，依据学

习规律和职业发展规律设计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

结构组织。

（一）工作维度的开放性内涵阐释

工作过程不仅涉及社会职业的变化发展，还

与个体的职业能力发展及个体身心发展规律紧密

相关。因此，有必要从工作的社会性和教育性来

解读其意涵，进而深入理解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

建的开放性内涵，从而更好把握职业教育课程结

构组织的设计。

从工作的社会性来看，工作以特定的职业为载

体进行，是一个职业性的社会行动过程，遵循工作

任务逻辑，而职业是社会分工的描述，是一种社会

组织形式，包含于一定的人群关系中。工作过程不

仅是一个操作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23]。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社会职业岗位和工作体

系的发展变化，社会职业岗位和工作体系的发展变

化就必然带来工作过程的改变，其外在表征为工作

任务的改变。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

建必须具有足够的开放性，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

展变化。从工作的教育性来说，杜威认为，工业的

发展使得职业和工作内容变化频繁，每个人都面临

着职业和工作岗位的变换。为此，必须不断发展个

体的职业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就业环境，通过职

业教育和自由教育的整合来实现学生既满足当前

工业社会的需要，同时给予学生未来技术上的准

备。在关注工作岗位发展的基础上，参照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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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发展规律和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职业教育。也就

是说，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要着眼于个体职

业和身心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工作维度的开放

性，从宏观上讲，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对职业教

育的客观要求，需要设计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

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甚至是研究生职业教育

的体系来支撑符合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规律的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从微观上说，开放性就是要做好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结构的衔接设计，避免职业教

育课程体系构建走向封闭。

（二）依据开放性设计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结

构组织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组织结构设计需要同时

考虑社会性发展要求和个体教育性成长需要，构

建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普通文化

课程和专业课程[24]。普通文化课程主要是基于工

作过程的社会性，对职业能力的充分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25]。因此，普通文化课程体系的结构

组织应以工作过程中工作结构所对应的相关社会

共同知识关系来构建，它是综合职业能力发展以

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与普通教育

沟通衔接的需要。专业课程是基于工作过程的专

业性需要。个体通过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获得

相应的专业能力，能够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中解决

相关专业问题，胜任相关工作任务，这就需要个体

具备专业的知识和专门的技能，具有合理的知能

结构。为此，专业课程体系的结构组织应工作过

程中工作结构所对应的相关专业能力之需来建

构，主要指向综合职业能力的专业能力，是专业课

程体系衔接设计的基础。可以看出，普通文化课

程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的组织结构都要以工作过

程的需要来进行设计，与工作结构相对接，依据工

作岗位的任务设置课程体系[26]，最终构建满足基于

综合职业能力的、满足个体社会发展和成长需要

的开放性的课程体系。比如，项目课程体系的编

排是以项目为载体，以任务为中心，以职业能力为

基础的由实践到理论、应用到基础、具体到一般的

倒三角形构建模式，由此，整个课程体系由封闭走

向开放[27]。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内容编排则是

一种基于行动体系的串行结构，是学习过程中学

生认知的心理顺序，与专业所对应的典型职业活

动顺序，或是对实际的多个职业活动过程经过归

纳抽象整合后的职业行动顺序，即行动顺序[28]，是

在对学科体系的解构与行动体系重构的过程中从

知识或能力的“构成说”走向知识或能力的“生成

说”的改革与创新[29]。具体来说，职业教育课程体

系组织结构设计涉及横向衔接和纵向衔接，横向

衔接就是课程内容体系和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对

接问题，纵向衔接即中职—高职—本科不同层次

之间的课程体系对接问题[30]。

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知识内容选择依据：实

践性

技术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实践性是技术知

识的最主要特征，理应成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知

识内容选择的必然标准和依据。

（一）技术维度的实践性内涵阐释

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活动，具有实践性，指向实

践能力，是职业岗位要求的内在依据，是完成工作

任务的手段，同时，也是工作过程中的主要活动内

容，渗透于工作过程和职业活动中。

随着科学的强势崛起，技术本身受到了极大

的挑战，一度成了科学的附庸，丧失了独立性。反

映在职业教育课程上，体现出重视普通文化课程和

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轻视或不够重视专业实训课

程的实践的现象，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更是理论与实

践脱节，课程学问化问题明显，导致职业教育课程

学问化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独立性的丧失[31]。科学

对技术独立性的“侵占”主要体现为科学理论对技

术的重大指导作用。从技术哲学层面来看，技术

和科学是相互独立的发展体系，技术知识本身具

有其独立性。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发展不同的能

力需要不同的知识，技术实践能力与理论理解能

力是两种不同的能力[32]。对技术独立性的分析有

利于理解技术的含义，进而把握实践性的内涵。

著名技术哲学家米歇尔认为技术应该包括物体、

过程、知识和意志的技术四个方面，它是一个有机

的、动态的结合。当物体、知识和工具等在技术目

的指导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对材料施加某种影

响时，便构成了技术过程，或者说技术活动。从最

根本意义上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一种活动，其最

本质特征是实践性[33]。这也就意味着，技术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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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内涵即强调在完成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过

程中,掌握相关技术知识内容，其目标指向职业行

动能力，并强调实践过程的情境性和结果性。

（二）依据实践性选择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知

识内容

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内容是课程体系构建的物

质基础，同时，也是作为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特征的

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课程体系的构

建都是依据课程目标的指向进行课程知识内容的

选择，然后进行结构序化。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

选择必然指向综合职业能力目标，选择工作过程

所需的技术知识，这些知识也必然体现技术的实

践性本质特征。因此，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内容就

需要依据实践性来进行选择，具体包括普通文化

课程知识内容的选择和专业课程内容的选择。

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都必须指向职业能

力，具体体现为工作知识的选择。那么，普通文化

课程内容需要根据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突出实

践性，以工作过程的需要和职业能力的指向来确

定，特别是职业能力中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全面培养学生的文化

素养为导向，不追求知识的深刻和学理。在选择

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知识的同时，还需要重视

职业生涯教育、人际沟通、心理教育、环境教育等

知识内容，同时，还需要重视知识内容表达的实用

性和生活性。在专业课程内容选择方面，具体包括

专业理论知识内容和专业实践知识内容的选择，且

更多地指向专业能力。根据技术知识的结构，可以

将其分为技术理论知识和技术实践知识[34]。专业

理论知识内容自然就以技术理论知识为主，专业

实践课程内容以技术实践知识为主，然后，对相应

的专业知识内容进行归类处置，设置相关课程。

技术理论知识在一定程度可以按照工作过程的需

要参照其本身的知识逻辑来组织课程，技术实践

知识则可以在工作过程中按照需要完成的工作任

务逻辑来组织课程，或均按照工作任务逻辑来处

理相关知识，设置一体化课程等。如，项目课程把

专业知识处置为综合专业实践课程、学科课程和

任务中心课程，其中，综合专业实践课程以技术实

践知识为主，学科课程以技术理论知识为主，任务

中心课程则同时包括两部分知识。需要强调的

是，无论是技术理论知识还是技术实践知识，都具

有实践性特点。其中，技术理论知识与知识的表

征方式和实践程度紧密相关，技术实践知识更是

涉及缄默性知识。由此可见，普通文化课程知识

内容和专业课程知识内容的选择都必须考虑工作

过程的需要和个体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要与生

活的情境或者工作实践的情境相关，共同指向职

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目标，即综合职业能力，这

同时也是技术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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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到2035年，

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

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1]实

现教育现代化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核心素养的

现代人，其核心是课程现代化，[2]而课程标准是实

现上述目标的具体路径。课程标准的研发工作是

设计教学活动的基础，明确课程标准的研发理念

才能展开教育教学和育人工作。因此，对于职业

教育而言，阐述指向职业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

发的理念，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源头之一。

一、职业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框架

核心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3]自 2014年

我国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以来，“核心素养”迅速成为我国

教育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有关其概念本质、历史

演变、理论辨析、实际应用等各类主题的研究纷至

沓来。[4]然而，产生于职业教育的“核心素养”，[5]势

必与普通教育“核心素养”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

这种教育类型中落实核心素养，全面阐述职业核

心素养的概念和内容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一）职业核心素养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是指职业学校毕

业生在其职业生涯中从事任何行业普遍存在、任

何职业或工作岗位都不可缺少的，除岗位专业知

识、技能和能力素养以外最基本、最关键的职业意

识、职业精神、态度（职业人格）和职业能力等基本

职业素养的集合。[6]

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核心素养意味着职业教

育将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全面走向“育

人”的教育学立场，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

要，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核心和目的，职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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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最终指向了“育人”。[7]

由此可见，职业核心素养是指培养学生的宽

泛能力和深层技能，即在职业生涯过程中可以受

用终身的道德、品质、能力、素养以及深入某一行

业领域，不断钻研的深层次技能。

（二）职业核心素养的框架

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发布，

确定了我国21世纪人才培养的目标，其作为宏观

的理论框架，直接指导普通教育。然而，职业教育

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类型，虽遵循该框架的指导，

但也应考虑学生的“职业”属性，因此，构建职业核

心素养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培养21世纪技术

技能型人才的关键。

本文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8]、徐国

庆教授等制定的职业教育学生核心素养框架[9]基

础上，参考刘新阳老师总结的核心素养要素的分

类[10]、英国RSA开放思维能力框架[11]、中国台湾国

民核心素养框架[12]、德国梅腾斯在《核心素养——

现代社会教育的使命》中所设定的核心素养模块
[13]、我国“国家技能振兴战略”对职业核心素养的定

位[14]、方建华博士制定的中职学生核心素养框架[15]

等的研究基础上，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形成了本

文的学生发展职业核心素养框架。

该框架包括两个部分：其一，通用核心素养，

指独立于职业岗位技能的要求，能够在各个工作

场所迁移的非专业性的通用能力，也是学生人格

素质的形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可持续性

发展的必备核心素养；其二，职场核心素养，是职

业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义是指学生从

事某一职业岗位中所必不可少的职业技能和专业

岗位素养，是深入某一领域内部，逐渐形成具有一

定的专业深度并且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形成职

业理想的重要核心素养，具体指标见表1。

职业核心素养应该包括通用核心素养和职场

核心素养两个维度，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

与、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职业理想6个方面以及

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艺术素养等36个构成要素。

通用核心素养中文化基础、自主发展以及社

会参与三者之间以一种螺旋上升的关系不断提

升，即学好文化基础才拥有自己发展的能力，才可

以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以融入经济社会的发展；

职场核心素养中职业角色、工作胜任和职业理想，

三者也以一种螺旋上升的关系逐步提高，即学生

初入社会可以胜任职业角色，经过一定程度的积

累，可以更好地胜任工作最终实现自己的职业理

想。这两个维度组成了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网格

图景，它们共同作用，形成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核

心素养。

二、课程标准与职业核心素养的落实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知识与技能

变得日益复杂，越来越难回答哪些内容处于社会

的核心。另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需要培

养具有哪些知识、技能和素养的人才？课程标准

便是对上述问题提供某种具体回答的媒介，[16]它遵

循一定的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反应一定时期内教

育教学的学理认识和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学生顺

利地走向未来的职业岗位。

（一）课程标准是强化职业核心素养的规定与

阐述

从我国历次的课程改革来看，课程标准总是

伴随某一特定时期育人观念的转变或随着社会发

展的变化而变化，并一直承担着解决人才培养的

理想目标与实际目标之间矛盾的作用。

2014年，我国展开了以“核心素养”为中心的

第九次课程改革，这是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理论构想。[17]随后，教育

表1 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核心素养框架

通用核心素养

职场核心素养

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

社会参与

职业角色

工作胜任

职业理想

创造力、批判思维、艺术素养、人文情怀、科学知识与运用、跨文化与国际理解

积极进取、自信乐观、自我认同、学会共情、健康生活、情绪管理、财商素养

信息素养、社会责任、国家认同、技术应用、权利意识、绿色素养

工作价值、岗位职责、职业道德、质量意识、成本效益与风险

行业状态与工作系统、任务执行、资源统筹、安全意识、沟通与合作、应对变化、跨专业与问题解决

生涯规划、岗位迁移、自我管理、终身学习、自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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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意见》《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并

制定了高中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可见，课程标准

遵循国家宏观政策文件规定的同时，又是对国家

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进一步阐述。

基于上述认识，遵循职业教育办学类型的特

殊性，以育人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为中心，提出了

职业核心素养的理论框架。课程标准则是实现这

一理论框架的原动力，对落实人才培养方案，提高

人的综合素质至关重要。但是，目前人才培养的

情况与职业核心素养理论框架的要求仍有一定的

差异，需要研发新的课程标准以缩减二者之间的

差距。

（二）课程标准是实现职业核心素养的媒介与

途径

职业核心素养的理论框架（人才培养目标的

方向）需要经由课程标准研发理念的转变到课程

标准的实践改革再到具体的教学组织与实施。所

以，课程标准总是通过某种媒介与途径使人才培

养目标具体化。

具体而言，课程标准通过课程目标、内容、实

施与评价使人才培养目标具体化。课程目标是预

设学生通过一定的知识、技能的学习应该掌握的

理想状况；课程内容就是学生应该知道的人类历

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知识、技能，以及在今后的职

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素养；课程实施是学校教

学设施、师资水平、课程资源等保证学生学习质量

的资源与条件；课程评价就是学生通过一系列的

学习所展现出来的现有状况。所以，不论怎样理

解课程标准的构成和意义，它总是将人才培养目

标与学校的课程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要求与阐

述，将抽象的人才培养方案转换为学校的日常教

学活动。[18]

综上所述，课程标准与职业核心素养存在以

下两种关系：一方面，它强化了职业核心素养理论

框架的相关规定，进一步阐述了职业核心素养对

学生的要求。另一方面，它遵循了事物的基本发

展逻辑，通过课程目标、内容、实施等构成要素将

抽象的职业核心素养转换为具体的教学活动。

三、指向核心素养：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研

发理念

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的研发需要历经从思

路想法到行动的落实，从概要到系统化的过程，这

其中不可或缺的是相应理念的支撑。因此，遵循

职业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框架将职业教育专业课程

标准的研发理念归纳为整体性的意蕴、情境化的

场景、深层次的内涵、自主性的学习和意义化的底

蕴等五个方面。

（一）专业课程标准应具有整体性意蕴

所谓整体性是针对知识与技能的零散性而言

的，实质是强调知识与技能的结构化、整合性，防止

知识与技能的碎片性和孤立性，是将工作过程中的

知识与技能转化为职业核心素养的基本要求。具

体而言，包括三层含义：“联系”“组织”“统整”。

1.整体性意味着“联系”

职业教育专业课的课程内容决定了知识与技

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时间上处于历史的联系中，

空间上处于结构的联系中。所谓历史的联系就是

指知识与技能的自身发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过

程；所谓结构的联系，是指一种知识或技能与它之

外的其他知识与技能的有机联系。[19]职业教育专

业课从横向上看，某一知识点或技能的习得，往往

需要前期综合职业素养的积累，同时指向今后能

力的提升；从纵向上分析，知识与技能学习过程需

要从简到繁层层深入，由点及面。所以，职业核心

素养下的专业课程标准不仅涉及显性的联系，同

时也包括隐性的联系，即看似无关实则具有一定

关联的彼此内在联系。

2.整体性意味着“组织”

专业课程标准的项目选择实质就是使学生接

受知识与技能，能够通过认知结构的变化将原有

综合职业能力与新知识、技能相互结合，从而丰富

自己的认知网络，获得职业核心素养。然而，职业

核心素养下的课程内容的组合不是简单的分化、

重组和整合，这只是改变了知识和技能的顺序，尚

未脱离出学科逻辑。所以，基于职业核心素养下

的课程标准应该是抽离原有的知识与技能，将其

打乱调整，筛选出适合的项目，这一过程就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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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与制定。它有别于原有的课程组织形式，

是整体性的变革。

3.整体性意味着“统整”

专业课程性质的固有特性决定了自身是某一

专业领域的内容，容易形成壁垒。职业核心素养

就是打破这一禁锢，从整体性上统筹不同领域的

知识与技能，确保学生能够在综合地带、边界领域

进行探索与发现，跨越固有的思维定式。此外，整

体性的“统整”还要贯通专业课程的内部，即不能

就知识与技能而学习和训练，而应形成立体式的

思维框架和综合性的职业技能。鉴于此，统整还

意味着通过专业课程的项目训练，获得经验，提升

职业核心素养。

（二）专业课程标准应体现情境化场景

情境化对于职业教育的课程实施而言不是新

事物，它是解决知识、技能与背景，理论与实践，文

字符号与事实事物之间的重要“中介”。正如休伯

特和斯图亚特在论述新手到专业的技能获得模型

时指出的，这一过程不仅经历了认知转变和实践

转变，而且也经历了情感转变。[20]所以，仅仅只是

向学生描述现实的情境，提供大量的案例是不够

的，情境要有效，必须有感情的投入。[21]

1.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实施需要情境化

专业课程产生于工作岗位，产生于课程标准

设计者的生产经历和教学经验之中，经由一系列

的教学活动，最终引导学生进入情境。在这一过

程中，所有的知识与技能的获取都是伴随着情境

而展开的，小到一个知识点的获得，大到学生在

实习实训中技能的养成，都伴随着一定的时间、

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动作技能

等载体。离开这个特定的境域，不仅知识和技能

不复存在，同时也不会有任何的认知主体和行

为。[22]所以，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实施，应明确课

程的一切设计活动要源于情境，通过学生的参与、

体验把知识与技能还原到真实的生产流程中去，

让学生感受到知识和技能的原始形式，感同身

受，提升理解力。

2.职业核心素养的形成需要情境化

情境就是以情觅境，从而使知识与技能能够

以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情境化、生动化、活泼

化、背景化、问题化和思维化的形式展开，[23]以提高

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创设情境的目的就是使学

生能够在真实的情景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产生

共鸣，入境以产生共同的情感。情境还能帮助学

生脱离枯燥乏味的符号化记忆与练习，情真意切

地去感受。除此之外，情境可以增加学习活动的

生动性、趣味性以及直观性，与实践技能的学习相

互碰撞，真正理解知识与技能，养成素养。[24]所以，

在课程标准的研发过程中，创设情境意义重大，不

仅是实现技能与知识内化的过程，还是创造性、创

新性等关键品格和精神内涵的形成途径。

3.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思考需要情境化

创设情境，有利于职业教育学生学习思维的

转化，能力的成长，情感的表达。创设情境就是将

工作岗位过程中的知识与技能生活化、经验化。

首先，情境创设应与学生的生活相关，将学生原有

的知识与经验作为一定活动的起点，任何教学过

程实际上都是对学生原有知识与技能的挖掘与利

用。[25]其次，课程标准所选择的项目还应满足情境

的真实性，它应该是感性的、可以摸得到的、能够

被学生直观感觉的，它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突破学

生原有经验，超越固定模式的限制而获得更多潜

在的隐性的知识与技能。情境还需要结合问题进

行展开，能够推动学生主体进行思考。同时，在情

境中还需要融入情感，即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课

程实施过程中带动学生入情入境，使学生由内而

外产生情感的共鸣。

（三）专业课程标准应具有深度化内涵

深度化是针对表层和浅层化提出来的，针对

项目选择不深刻，课程内容不深入等问题而提出

的改进理念。这一变化体现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

养目标由“制器”到“育人”的转变，不是将所有的

知识与技能原封不动呈现给学生就是完成了专业

课程的任务，更重要的在于深化课程内容，精选课

程案例，引领学生由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发展。

1.聚焦核心知识与技能

核心知识与技能是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具

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任务中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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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部分，它应该是课程内容的重点。具体而言，

核心知识与技能应该具有三个体现：统摄性、内核

性以及衍生性。项目与任务的编排与设定应该是

以核心知识与技能为中心进行扩散和辐射的，不

应该把每一个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点或者能力、

技能全部设计出来。职业教育培养的不是在生产

岗位从事单一活动的“工具”，而是能够自我完善

和发展的“完整人”。

2.指向批判性思维

根据美国哲学协会的调研显示，具有批判性

思维的人在习惯上体现出好奇，见多识广，相信推

理，思想开放、灵活，能够合理公正地做出评价，诚

实地面对个人偏见，审慎地做出判断，乐于重新思

考，对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有条理地处理复杂问

题，用心寻找相关信息，合理选择评价标准，专注

于探究，坚持探究环境和追求学科的精确结果。[26]

简单地说，批判性思维就是基于事实与证据的思

维，能够独立思考与质疑。然而，这些正是课程标

准所忽略的内容，从课程目标到最后的课程评价

都事先设定好学生需要掌握哪些技能，能够体现

哪些变化，限制了学生的自由思考。随着信息化

时代的发展，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出以及深度学习

已经从概念落实到了教育教学过程中，这需要在

课程标准的制定或研发过程中充分考虑这样的变

化，不应只停留在观察、模仿的表层，应在课程标

准设定过程中，突出问题意识，以综合性较为复杂

化的情境，推动学生不断思考，形成批判性思维能

力，养成职业核心素养。

（四）专业课程标准应强调自主化学习

自主化强调由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由依

赖走向自主。自主化的学习反对的是一种依赖、

跟随、被动、复制的学习。[27]课程标准的开发，应该

本着对学生学习潜能的信任以及学生独立学习的

尊重，凸显学生的主体性。

1.激起学生自主学习兴趣

自主学习的前提是兴趣，适当地调整课程内

容和编排顺序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前提。

基于职业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需要尊重学生的主

体性，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使其不仅仅完成课堂

上的练习，更能够面对生产过程，解决其中的实际

问题。这就要求课程内容的编排体现出诱导、探

索和自主发现的因素，明晰课程目标，激起学生学

习的兴趣。

2.体现元认知监控

元认知监控是围绕学生的自主学习而展开

的，其含义是指主体在进行认知活动的全过程中，

将自己正在进行的认知活动作为意识对象，不断

地对其进行积极、自觉的监视、控制和调节。[28]所

以，在课程评价时应重视元认知监控的作用并使

其贯穿课程实施的全过程。课前，帮助学生进行

学习计划的设计、学习方法的选择等；课中，能够

帮助其自我监控、自我调节、自我审视；课后，对练

习结果的自我反思、自我总结以及自我补救。

（五）专业课程标准应注重意义化底蕴[29]

课程标准制定的目标是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获得关键能力和品格特征，指向学生的发展，意

义化的理念是基于奥苏泊尔的有意义学习提出来

的。如果课程标准设计的目标、性质、任务、实施以

及评价不能最终引导学生走进意义世界，建构自我

意义，那么，课程标准也只能停留在学生的浅层技

能学习层面，难以深入到学生的思维深处。从本质

上讲，课程标准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引导学生理解知

识、掌握技能、形成品格、养成素养，从而不断充盈

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自己的生命意义。[30]

1.从文本本义走向精神意义

根据奥苏泊尔和罗杰斯对有意义学习的界定

和阐述，将其归纳为四个层次。首先，文本本义，

文本符号本身具有的意义，它是作者赋予文本的

原意。对接到课程目标上就是模仿和符号化的学

习，是最基层的技能与知识。其次，潜在意义，课

程任务的选取与学生已有知识与技能的关系，只

有目标制定的略高于学生的经验，才可以促进能

力的提升，激发潜在的意义。再次，心理意义，将

知识与技能由外在转化为内在的过程、由客观事

实转化为主观意愿的过程。最后，精神意义，它所

体现的就是将内化的经验再次上升一个阶段，是

促进人的思想、精神发展的力量。这就要求在课

程目标的制定上满足有意义学习的变化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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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上，选择合适的方法帮助学生完成转化；

在课程内容上，注重知识与技能与学生已有知识

的联系；在课程评价上，体现对文本、潜在、心理和

精神不同层次的考察。

2.意味着缄默知识有形化

缄默知识指的是高度个体化的、难以形式化

或沟通的、难以与他人共享的知识，通常以个人经

验、印象、感悟、团队的默契、技术诀窍、组织文化、

风俗习惯等形式存在，而难以用文字、语言、图像

等形式表达清楚的知识类型。[31]这种知识大量的

存在于专业课程的学习中，这种无形的知识与技

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职业素养的形成，从

表层到有意义的学习的演变。所以，课程评价应

体现对缄默知识的测量，从而检验学生意义学习

的程度，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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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

我国乡镇农校的发展定位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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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是农民教育的重要载体。回顾发展历程，我国乡镇农校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20年来乡镇农校机构数量、学生数量以及教师数量均

持续锐减，基础能力建设有所削弱。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从发展定位看，乡镇农校核心功能包括了文

化传递、教育促进、技能培训、社会服务以及技术扩散等五个方面。在发展路径上，应从服务方向与重

点、条件保障、内容结构、特色发展等方面，促进乡镇农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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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组织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力量。同时，乡村教

育，尤其是优质农村成人教育资源的培育和供给

水平，是衡量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的核

心指标，是乡村振兴的“教育标准”。乡镇农校是

乡村教育的重要载体，重新激发乡镇农校的力量

与优势，建设立足乡村、面向乡村、贴近农民的、以

文化技术教育为主体的综合性、多元功能的农民

教育基地，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一、乡镇农校的发展历程回顾与经验探寻

追根溯源，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源于我国各

类面向农民的扫盲教育组织和机构，如“冬学”①。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扫盲与教育问题成为一项重

要工作任务，全国掀起了扫盲热潮，文盲人数迅速

减少，这其中农民教育机构——夜校——功不可

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文化水平提高，教

育需求也逐步强烈。196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

加强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的通

知》，并成立业余教育委员会。1964年《中共中央

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提

出，要积极发展农民业余教育。1962年前后，通过

充实和整顿农业科研机构，农业技术推广站得到

了重建，农业推广教育得到了恢复[1]，拓展了农业

技术培训与教育的途径。

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也极大激发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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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生产和劳动积极性。为了适应农民学习

技术、改进生产的需求，1978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要大力

提高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

一大任务便是“阵地建设”，如独立设置农村成人

教育办学机构或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办学机构。从

20世纪80年代初起，各地开始尝试建设农民学习

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的场所，乡镇农校应运而生。

198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

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通过举办农民技

术学校、短期培训、专题讲座等”，满足职业技术学

习的需要。1987年，国家教委、农牧渔业部、财政

部联合颁发《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暂行规

定》，对乡镇农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教师教

学、办学经费、领导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在这

一时期，为适应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我国提出了农

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三

教统筹”，影响深远，而乡镇农校在其中有着基础

性的作用。据统计，1990年全国已经举办乡（镇）

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36 960 所，比 1987 年增加了

37.8%；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225万多所，比1987

年增加了47%，教学点已达66.59万个，有1.78亿农

民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2]培养

出一大批科学致富的带头人、技术能手、乡镇企业

的生产骨干和乡、村管理干部。

随着乡镇农校的发展，1991年，国家教委颁布

《关于大力发展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意

见》中提出“到1995年100％的乡（镇）举办农民文

化技术学校，除了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

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95％以上的乡

（镇）和80％左右的行政村都要举办综合性或其他

形式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村一级要充分利用当

地的小学举办业余学校、假日学校，或设教学点”，[3]

明确了指导思想、管理机构、教学改革和评价制

度，提出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要根据当地

经济水平、教育基础和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地办

学，按需施教。同时也提出了“实际、实用、实效”

原则，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对象的

实际需要和具体条件，确定不同层次、不同规格

的培养目标。在《意见》出台后的几年里，农民文

化技术学校发展迅速，到1994年，全国乡（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已达42 532所，年培训总人数为

2 400多万人（次）。1995年，《示范性乡（镇）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规程》出台，对管理体制、学校师

资、办学原则和经费、岗位培训以及示范性乡镇

农校建设标准等进行了更加深入而科学的安排和

规定。[4]要求到200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

有10%左右的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达到示

范校标准。系列政策推动乡镇农校进入规范的可

持续发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燎原计划”

“绿色证书”制度等影响的扩大以及农村基层农

业技术推广需求的提高，我国乡镇农校的功能和

地位一直被肯定，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的状

况，与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一样，乡镇农校不可避免

地走向凋敝。随着“三农”问题进一步突出，2002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发布，提出“扶持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少数

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

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农民文化科技教

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办成人力资

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扶

贫开发服务的基地”，明确并强调了农民教育和

乡镇农校的发展问题。随后，教育部颁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成人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

建设以“县级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作为发展龙

头，以乡镇的农校为骨干，以村级农校为基础的

三级县、乡、村文化教育培训体系”，明确在新的

经济社会条件下将乡镇农校办成人力资源开发、

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开发服

务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根据2003

年《中国教育年鉴》统计，2002年全国农民技术培训

学校有37.9万所，主要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农村劳

动力转移培训，全年共培训了7 681.81万人次，[5]

足可证明其基础性地位。尤其是在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和发展过程中，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5年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都强调了乡镇

农校作为县级职教中心基础机构的地位和功能。

在这一背景下，《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突出“开展农村成人教育，促进‘农科教’结

合”；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

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再次强调健

全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加强农民教育培训，

要求推动乡镇人民政府办好已有的乡村成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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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校和农业科技推广站，使其成为乡村农民

教育培训的重要阵地；没有举办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的乡镇，要依托乡镇初中、中心小学的师资和

远程教育设施以及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开展

农民教育培训，依托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后闲

置的学校资源发展农村成人教育。[6]乡镇农校功

能进一步清晰、明确。2014年颁发《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4处提及“农

民”的教育与培训问题，作为最贴近农民的教育

机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乡镇农校被赋予更重

要的发展使命。

回顾我国乡镇农校的发展历程，有几点经验

值得关注：一是围绕农民需要和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设置乡镇农校和发展农民教育。无论哪个时期

的乡镇农校，农民的需要和乡村经济社会的需求

始终是农校的基本功能定位。二是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一直将发展农民教育、保障乡镇农校运行

作为一项重要责任，发布了大量的文件与政策，提

供相应的经费并配备师资，确保其公益性。虽然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县级政府和乡镇财政状

况不佳，乡镇农校的经费难以保障，但是公益性质

一直是其基本特征。三是乡镇农校的机制灵活，

模式多样，有利于农民教育有效开展，机动的师资

队伍、灵活的课程以及多样化的教学方式，适应了

农民的教育要求，体现了乡镇农校贴近农民、服务

农民的基本定位。

二、新时代背景下乡镇农校的发展需求与发

展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并于2018年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了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

育，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加强县级职

业教育中心建设，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满

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新的发展背景之

下，我国农民教育和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面临

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一）近年来我国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发展

基本状况与问题分析

1.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规模持续缩小，机

构数量减少近九成

根据教育部1997—2018年的统计数据（图1），

乡镇农校的数量和教职工人数呈现整体下滑的趋

势，分为三个具有显著特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是1997—2001年，学校数量基本处于40~50万所

的范围波动，1999年是该时间范围内的最高点，学

校数量高达52.3万所，总体有起有伏，发展较为平

稳；第二阶段在2001—2003年，在这两年时间内，

乡镇农校数量大幅度减少，从49万所减至21万

所，2003年的学校数量仅为2001年的一半不到；第

三阶段在2004—2008年，乡镇农校规模持续缩小，

处于“稳步下滑”的状态，教职工数量也相应减少

（表1），到2018年，全国乡镇农校数量约为1999年

的1/10，教职工数量约为1/4。

2.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学生数量逐年下降

1997—1999年乡镇农校的毕业人数与注册人

数都处于稳步上升状态，1999年乡镇农校毕业人

数已经达到9 547.7万人，接近于1亿人次，注册人

数为6 750.2万。但之后基本都处于缓步下降的状

态。到2018年，乡镇农校的毕业人数为2 565.5万

人，注册人数为2 391.3万人，较几年前下降明显

（图2），学校规模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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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7—2018年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数量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97—2018年教育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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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镇农校基础能力逐年削弱

2004—2009年，虽然从占地面积上来看，总体

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从7 315.5万平方米增加

到9 132.1万平方米，教学行政用房建筑面积也随

着整体占地面积的提高而上升，所占的比例始终

处于20%~30%（表2）。但从资产投入上看，固定

资产总额在2004—2006年呈上升趋势，2006年资

产投入达到280.9亿元，之后就一直处于下滑状

态，而教学类仪器、设备的资产值在2005年有所上

升，总体还是减少的趋势（表3）。2002年和2005

年国务院两次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配

合出台了大量的建设项目，如示范性乡镇农校建

设、示范性县级职教中心建设等项目拉动了乡镇

农校的基础能力建设。但随着项目建设期的结

束，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持续投入，县级

财力缺乏，乡镇农校的基础能力建设持续滑坡，

关、停时有发生，现有的也难以正常运转。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无论是推进产业发展还是

完善治理，都需要建设一大批高水平的、立足农村、

贴近农民的乡村教育机构。但遗憾的是，从上述三

个方面的数据分析看，我国乡镇农校缺乏可持续发

展机制，在财政投入、师资队伍、政策保障等诸多方

面都存在严重不足，难以适应当前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

年份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学校数（万）

44.4

45.5

52.3

47.5

49.6

37.9

21.5

19.2

16.7

15.3

15.1

13.8

12.9

10.7

10.3

10.0

8.9

8.2

7.6

7.1

6.4

5.6

教职工人数（万）

38.2

41.6

44.7

40.5

41.3

34.3

27.8

27.1

25.1

22.4

23.3

21.8

21.3

19.0

18.9

17.0

16.7

15.9

14.5

14.0

12.8

11.5

表1 1997—2018年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基本情况

图2 1997—2018年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学生数量状况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97—2018年教育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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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15.5

1 621.0

2005年

8 001.6

1 969.6

2007年

9 672.4

2 604.0

2008年

9 318.2

2 608.3

2009年

9 132.1

2 603.9

表2 2004—2009年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占地面积情况

表3 2004—2009年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固定资产情况

固定资产总值（亿元）

其中：教学、实习仪器

设备资产值（亿元）

2004

年

206.8

38.1

2005

年

234.1

100.0

2006

年

280.9

71.3

2007

年

200.8

29.5

2008

年

187.7

32.0

2009

年

163.5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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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农校的发展需求

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的发展目标指向“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五个重点发展方向，并且指明了党管农村、三农发

展、城乡融合的重要性，突出了农民在乡村振兴中

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因地

制宜的乡村发展。乡镇农校作为乡村振兴、城乡

融合的重要力量，应该遵循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引，

在经济、文化、环境、生态等方面实现精准的人才

培养和社会服务功能。乡镇振兴的主体是亿万农

民群众，只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创造美

好生活，乡村振兴才能实现。发展乡镇农校的重

要意义就是为乡村居民提供现代生活所必备的知

识与技能，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引导农民

过上美好生活。从这一角度看，一方面，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支撑下，乡镇农校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持

的基础性功能应该重点放在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农

业文化知识、经验管理知识和实际操作技术上，培

养出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另一方面，乡镇农校所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多元、综

合的、全方位的，在遵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

原则之下，不仅要充分考虑当地农村的实际发展

情况和特色产业，更要紧紧联系全社会发展大局，

从改变农民陈旧观念和知识匮乏的现实问题出

发，最大限度地创新模式并形成地方特色，以人的

发展，促进经济、文化、生态多方面的发展。此外，

政府与农民之间应该是良性的互动关系，乡村振

兴的顺利实施需要结合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农民的

主体作用，政府既要把各项政策和职能落实到位，

又要尊重农民意愿，让群众选择学习内容、培训方

式，让农民选择乡村应该振兴什么，怎样振兴。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镇农校的发

展定位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应

有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功能定位，成为文

化、教育、培训以及服务和技术扩散几个中心。

1.文化中心

教育本质功能之一在于文化传递与文明扩

散，优化人心，农民教育莫不如是。乡村振兴，乡

风文明是保障，是根基。与城镇居民相比，乡村居

民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文化生活尤其缺乏，接

受先进思想观念的机会相对较少，这些不足成为

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也是文化的

复兴和精神的振兴，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追

求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传

统文化是在乡村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包括乡村社会中传统的精神和价值观念、生

活和生产技艺等，这些都不仅服务于乡村居民的

日常生活，更表达着人们的精神世界。[7]乡村的传

统文化和自然风情为乡镇农校注入了无尽的资源

和活力，反过来，乡镇农校又在引入现代文明和先

进文化，不断挖掘乡村文化的过程中促进乡村形

成了独特而深厚的乡土文化和淳朴的乡村风貌。

乡村现代生活和乡村的美丽景象离不开广大

农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文化素养不是简单的农业

技术知识或者是丰富的物质文化条件所能形成

的，而是需要整个乡村环境文化、行为文化、精神

文化与制度文化所结合起来的农村文化体系发挥

作用。作为一个有完备功能和建制的教育机构，

乡镇农校可以利用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和手

段，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修养，推动形成农

村淳朴的乡村风情，真正做到以教育促文化、以

文化促发展，让农村焕发出有乡土气息、有乡土

情怀、有文化生态活力的生机勃勃的新风貌。[8]

通过包括农民教育在内的乡村社会全面发展，既

用留守乡土的事业与成就留住乡村人口，更要注

重乡土情怀的培养，为农村发展吸引人才，重构

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温暖而小康的乡土社会，

形成独特而丰富的现代乡村文明。

2.教育中心

乡镇农校作为成人教育与培训基地，与普通

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在规定章程和运行机制等方面

均有所区别，它是一个根据地区资源、环境差异而

设立的集技能培训、技术推广和生产示范及咨询

服务为一体的成人教育与培训中心，具备教育培

训机构的基本要素，是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乡镇农校的基本定位，无论是培训、推广

还是服务，都是建立在学校及其教育职能的基础

上，特别是对于以务农为主的乡村居民来说，他们

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技能

培训和技术学习来获取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现代农

业经营管理等知识，这不仅仅是他们生存生活和自

我发展的需要，更是新时代农民的能力要求。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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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战略明确指出，必须破解人才瓶颈的制约，把

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一方

面，乡镇农校担负着培养新型农民和科教兴农的艰

巨任务；另一方面，乡镇农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

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不断突

破对自身认识的局限，跟上现代社会、经济以及科

技的发展，获得现代产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技

能，突破社会隔阂，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为

乡村经济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培训中心

1987年，国家教委等部门联合下发的《乡（镇）

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乡镇农校

的任务是根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

青壮年农民开展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

以及相应的岗位培训；1991年，国家教委颁布的

《关于大力发展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意

见》在《规定》的基础上又强调积极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特别要重视实用

技术培训。从《规定》和《意见》对乡镇农校所提出

的相关要求中就可以看到，向广大农民提供基本

的培训平台和机会是乡镇农校自始至终不变的重

要职能之一。在后续一系列文件中，我国对乡镇

农校在培训功能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位。

据相关数据统计，教育系统的农村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承担了90％左右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

5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9]在实用

培训这一方面，乡镇农校有着其他普通学校不可

替代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乡镇农校通过培训、推

广、示范、服务等渠道，促进农业科技在乡村得到

最便捷、最准确的扩散，使农民得到权威的科技信

息来源，提高自身科技素养。另一方面，乡镇农校

依靠其人员与地理优势，靠近农民，立足乡村，因

而能充分挖掘文化和环境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劳

务培训、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培训中心，乡镇农民

文化技术学校通过发挥培训功能，奠定乡村振兴

的产业基础，有效提高农民个人的文化素质和技

能，更对乡村技能发展与产业进步产生深刻的积

极影响。

4.服务中心

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职业教

育将以“为农”为主流价值取向。乡镇农校与新时

代农民的培养联系最为密切，其主要任务也应该

是立足于“农”。这里的“农”不是简单的指向农

民，而是服务于整个农村发展大局。我们一般将

“为农”服务指向服务于农村、农民、农业这三个方

面，即“三农”。一是服务于农民，既要通过教育，

提升农民思想认识和文化素质，优化乡村人心，奠

定乡村振兴的人心基础；又要为农民提供技术服

务、将他们培养成促进乡村振兴的新型农民。二

是服务于农村，新时代的新农村社会现代化建设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已被提上日程，乡镇农

校也紧紧围绕和服务振兴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这

个大局，立足于当地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形成新

风貌、建设新农村、促进新发展。三是服务于农

业，乡镇农校要将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及时引入

农村，改造传统农业，以农业人才和农业技术的双

重服务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5.技术扩散中心

当前农村的务农人员对农业技术、农业产品

以及现代农业思路的把握和理解，决定了乡村产

业的发展方向。作为技术扩散中心，乡镇农校可

通过组织专家咨询、城乡沟通与互动、合作办学

等方式，使新的先进技术与农民的需求相对接。

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乡镇农校将形成相对独立

的管理体系与培训模式，并充分结合原有基层服

务体系，促进地区主导产业与农户紧密联系，把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密切结

合，形成“农民培训——科技示范——农技推广”

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链，将乡镇农校打造为一个

技术交流和扩散中心，真正实现《意见》中提出的

乡镇农校要成为人才培训、生产示范、技术推广

和咨询服务的综合性、多功能的成人教育培训中

心。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农校的发展路径选择

（一）科学定位，明确乡镇农校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重要地位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镇农校也

应该被赋予新的职能和历史使命，乡村振兴战略

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两股重要力量，应该明确城镇与乡村的发展方向

与互动机制。乡镇农校作为乡镇地区的学校，应

该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域优势，优化现有功能，拓宽

职能，为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服务。一方面，要透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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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发展和经济社会全局中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既要明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对乡镇农民文化技

术学校发展所提出的新方向新要求，也要深入研究

乡村社会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的具体要求及乡镇农校服

务方向。另一方面，应充分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和乡

镇农校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振兴为乡镇农

校发展提供了战略契机，同时也对乡镇农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应该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目标和

具体要求，提升乡镇农校服务现代农业、服务农民

以及服务乡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能力。

（二）健全政策，完善乡镇农校办学条件保障

机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镇农校办学经费的主要

来源之一是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根据《国务院关

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的精神，凡是从事

农、林、牧、副、渔等业的农户，均为农村教育事业费

附加的征收对象。但是，2000年我国开始推行农村

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征收，我国

乡镇农校原有的经费来源基础已经不存在。要保障

乡镇农校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和管理机制的正常运

行，需要对乡镇农校的经费制度进行优化设计。在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方力量

共同参与的多渠道经费筹措途径。一是必须保证政

府在乡镇农校经费投入上的主导性地位。政府要合

理分配各项经费的使用和各类培训的资金投入，合

理使用中央、省级财政的支农资金发展乡镇农校，提

高经费利用效率。要完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资

金整合制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教育和学校的

范围。二是在保证政府主导性地位的基础上，要发

挥多方的力量资助农村职业教育和乡镇农校。通

过制定优惠政策、畅通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和

各类企业资金投入到广大农民的教育培训和乡村

振兴的具体工作中。

学校资源和办学条件是一所乡镇农校能够健

康良好运行的关键，在办学条件上，基础设施和师

资队伍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资源，因此要通过加大

对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的投入，保障乡镇农校的运

转与发展需求。既要在硬件配备上适应教育与培

训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师资建设方面，应基于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采取“引进、培养、交

流”的方法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引进”指的是通过

邀请大中专院校中能贴近农民需求、知识丰富、技

能熟练的教师“送教下乡”；“培养”是要将本土本乡

成长起来的优秀农民逐步培养成为乡镇农校的合

格师资，逐步打造一支“自有”师资力量；“交流”是

加强与周边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联系，通过资

源共享、信息共用、师资交流的方式，实现相邻乡镇

师资的流动教学、交流教学、相互帮助，从而有效解

决当前乡镇农校师资队伍不足的难题。

（三）优化乡镇农校的培训内容和方式

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

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调整，在农村不再只有农业

的存在，二、三产业也逐步兴起，由此市场需求和劳

动力的就业领域与从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这就要求乡镇农校在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和方法上

也应根据市场和社会的需求进行优化和升级。在

培训内容上，不仅要契合农民生活和生产实际，更

要有针对性地把握农民的不同需求，提升涉农技能

培训的本土特征。在内容设置上，应将学校的培训

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与农民的具体需求相结合，充

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其拥有足够的自主权和话语

权。在培训方式上，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设备，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解与实训相配合，这样才

能真正让农民将所学到的从业知识转化为技术技

能，应用到实际的生产实践中。在培训实施过程

中，应充分考虑农民培训的特点，更多地将课堂放

在“田间地头、屋前屋后”，贴近农民、贴近生活。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步伐、全面提高新型农民的文化素

质，各地乡镇农校要激发广大农民的学习热情，广

泛开展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满足农民多样化的教育

培训需求，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可以适当加大

资产投入、丰富教学内容、扩大服务对象，使全民拥

有全方面、全过程的学习体验，推进学习型农村建

设，向终身教育的方向迈进。

2013年中央正式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体指向乡村的可

持续发展，乡镇农校要将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作

为重要的使命。乡村自然环境是乡村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农校要做好相应的宣传教育工作，提

高广大农民的生态意识，促进乡村居民兼顾经济

与生态发展农业，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通过乡镇农校的推广印到每个农民的心中，

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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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本土优势，实现乡镇农校办学特色化

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办学的优势在于因地

制宜、突出特色，结合地方产业与区域优势，从不

同对象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不同层次、不同规

格、不同内容的培养目标。各个地区和学校应充

分考虑本土产业优势和农民发展实际需求选用相

关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材料，同时也可以结合地方

具体产业特色，组织专家编写适合本地适用的乡

土教学材料。充分发掘本土优势，体现本土要求

是乡镇农校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特色化的基础，对

于学校本身的教学内容、培训方式、教材等设置上

要切合当前农业科技发展趋势，突出当地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在乡镇农校的课程与教学中体

现特色产业以及农民的特殊需求。一方面，乡镇

农校要积极研究本土产业结构、特征以及发展方

向与问题，开发特色课程，服务现有的本土产业，

通过打造自己的“农校品牌”，因势利导帮助当地

形成特色产业，铸造“拳头产品”；另一方面，乡镇

农校要依托自身的智力支持优势，在辅助当地产

业发展的同时，通过研究地区的特点，分析地区的

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方向，引领本土产业发展，形

成高水平的特色乡村产业布局。

（五）城乡互动，在城乡一体化中实现乡镇农

校高位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城乡融

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

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0]在这一背景下，

发展乡镇农校，必须要跳出乡镇的视野来考虑乡

镇农校改革与发展问题，从城乡互动、城乡融合

的系统思想和乡村振兴的具体思维来审视乡镇农

校的发展模式与具体实践。首先，要充分利用乡

镇农校立足农村、贴近农民的天然优势，将其打

造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服务机构，在定位上应有

明确而清晰的思路。要将乡镇农校的发展与产业

振兴、乡村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因素综合考虑，以

系统的思维、协同的思想来关注乡镇农校的发展

格局问题。其次，要充分利用城市的资源优势，

通过多种形式，有效弥补乡镇农校在办学和发展

上的资源短板，从城乡发展的统筹与融合的角

度，既要考虑城市对乡村的有效反哺，又要考虑

乡镇农校在发展过程中对城市的重要支持。城乡

资源的有效互动以及与各类资源要素的结合也是

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11]再次，在乡村振兴战

略的指引下，不仅要增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

与合作，还要推动教育与农业、科技、扶贫、劳动

等多部门和组织之间的合作，加强农民技术培

训，需要健全的县级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提供支

撑，在县级职教中心的核心作用下，农村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才能发挥出集人才培训、技术推广、

生产示范和咨询服务的多重功能，才能体现出其

在新型农村建设中的引领性作用。最后，要推动

各地区示范性农村成人学校建设，形成一批优质

的农民教育培训基地。

注释：

①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了解决大量农民存在文

盲问题，解放区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

来读书、识字。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称为

“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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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职业陶冶思想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内涵上讲，职业陶冶隐喻了潜移默化中培

养学生职业情感、职业意识和谋生技能的过程; 从目的上讲，存在着“职业之准备”和“生活之陶冶”的冲突; 从

内容上讲，实现了职业技能训练与从业素质培养的融合; 从方法上讲，既有整体设计，又根据需要突出了个体

特色。民国时期职业陶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立场上的双面性冲突、方法上的思辨研究范式和认

识上的功利主义倾向。未来应当把职业陶冶作为生涯教育的起点，推动职业陶冶与劳动教育的整合，实现

“为职业而陶冶”向“通过职业而陶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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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的应试教育使我国的教育越来越“内卷

化”。学生日益严重的身心问题、高中阶段普职

比例的失调，中招和高考独木桥的拥堵以及中高

级技术技能人才的“用工荒”等系列问题的背后

是对体力劳动的歧视和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是对

人的发展的短视，也是对生命价值多样性的无视。
为改变现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几年，国家相

关政策及学术研究越来越关注劳动教育、职业启

蒙以及职业生涯教育。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民国时

期职业陶冶思想进行梳理和反思，以澄清并深化

认识，对今天职业启蒙、劳动教育以及职业生涯教

育提供方法上的镜鉴。

一、民国时期职业陶冶思想的

体系梳理

( 一) 内涵: 教育隐喻与职业陶冶的携手

从本义上讲，“陶冶”是指烧制陶器和冶炼金

属，通常被用来比喻给人的思想、性格以有益的影

响［1］。黄炎培指出，“范土成器谓之陶，铸金成器

谓之冶，以此方法，施之教育，使儿童于不知不觉

中，养成为己治生，为群服务之兴趣与习惯，所谓

职业陶冶是也”［2］。结合“陶冶”的本义理解，黄

炎培先生的“职业陶冶”所要表达的是在教育和

技能训练的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
职业感情，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职业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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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善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提及了凯兴斯

泰纳( George Kerschensteiner ) 所谓的“封蜡的陶

冶”，即“其 意 犹 谓 涂 蜡 于 玻 璃，未 几 即 纷 纷 脱

落”［3］( P12)。朱元善指出，当时儿童在学校学习的

知识正如同“封蜡的陶冶”，一出校门就忘记了。
他通过“封蜡的陶冶”与“正真的陶冶”的对比，突

出强调了职业陶冶的价值和应该达到的效果。
杨鄂联对职业陶冶、职业教育和教育陶冶进

行了辨析。他指出，职业陶冶不是职业教育，却是

职业教育的一部分; 职业陶冶与教育陶冶看起来

是两件事，事实上却是一件事，例如，学生学习算

术科是教育陶冶，学习算术并能够应用于生活是

职业陶冶。因此，职业陶冶和教育陶冶相辅相成，

不能分割。基于此，杨鄂联指出，职业陶冶就是

“使儿童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为己治生、为群服务

之兴趣与习惯”，“如设学校园使之爱玩天然，而

习为种种，初不知为农而农已在其中; 教之手工，

使依 样 制 作，初 未 尝 有 意 为 工，而 工 已 在 其

中”［4］( P166－167) ，并提出“职业陶冶是职业教育的基

础，也是普通教育的基础”的观点［5］。与杨鄂联

不同，丁重宜更加突出职业陶冶与职业教育的界

限与分野，可以从五个方面阐述。第一，职业教育

不能在小学实施，而职业陶冶必须在小学实施。
第二，职业陶冶是普遍的，职业教育是特殊的。职

业陶冶所养成的热爱劳动、勤俭、惜物、储蓄等美

德或好习惯，以及对各种职业产生的浓厚兴趣，并

非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的精神，是普遍性的; 职

业教育是以教育的力量成就一种具体职业，职业

不同，技能各异，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第三，职业

陶冶是间接的，职业教育是直接的。学生所受职

业陶冶无论多么美满，都不能称为职业，不能直接

作为谋生的本领; 职业教育教给学生的均是与职

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以使其获取相关职业资格。
第四，职业陶冶的本质是“精神的”，职业教育的

本质是“形式的”。第五，职业陶冶是“根底的”，

职业教育是“躯干的”［6］。丁重宜对二者的区分，

更便于我们认知到职业陶冶的本质。范成林论述

了职业陶冶与职业指导的关系。他认为，职业陶

冶是职 业 指 导 的 第 一 步 工 作，并 用 杜 威 ( Jonh
Dewey) “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观点反驳了

在小学阶段不适合开展职业指导工作的观点。他

认为，小学阶段的教育至少应包含职业指导的

“几分色彩”，这几分职业指导即为职业陶冶［7］。
不管是对“职业陶冶”一词内涵的直接表达，

还是对“职业陶冶”“教育陶冶”“职业教育”“职

业指导”等词汇之间关系的把握，整体而言，“职

业陶冶”隐喻了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职业情感、
职业意识和谋生技能的过程，过程的“隐蔽性”和

“持久性”是其典型特征，但也出现了“为职业而

陶冶”和“通过职业而陶冶”的分野。
( 二) 目的: “职业之准备”与“生活之陶冶”

的冲突

民国时期，学生家庭大多经济困难，能够升学

的小学毕业生只有一小部分，黄炎培曾估计，“高

等小学毕业力能升学者，或不及二十分之一”［8］。
其他的学生要么没有能力升学，要么因为各种原

因早早辍学。这些学生毕业后只能进入社会工

作，但由于学校所教大部分知识脱离生活和工作

实际，对学生个人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诚如汪鉴容所言: “吾国教育之不适实用至今日

而极矣! 彼青年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

比皆是。苟日复一日，长此不已，则生计日蹙，危

象环生，行见游民充塞而国本动摇矣。”［9］学者们

深感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弊端，在对职业

陶冶目的认识上，大都具有很强的功利性。
在 1933 年《儿童教育》第五卷的“儿童教育

通信”栏目中，有读者提出“小学劳教是否养成儿

童为将来职业陶冶还是为目前生产技能”的问

题。教育学家罗廷光( 罗炳之) 的回答是，“准备

目前儿童生活无形即已筹划到他日生活，二者毫

不冲突”。罗廷光所谓“折衷的见解”洞悉了当时

职业陶冶的功能的复杂性。但像民国时期其他多

数学者一样，他也更强调职业陶冶的经济功能，在

回信中他讲: “小学劳作教育应多为目前儿童生

活着想，其目的不一，生产技能殆其一也。”［10］杨

卫玉在《职业陶冶大纲》中指出: “吾人皆知职业

教育之重要，然最重要之训练，初不在已具职业目

的之学校，而要在一般小学，施以基础陶冶。”他

指出，职业陶冶的目的主要有三:“避去虚空”“养

成尊重职业的兴趣与习惯”和“知道整个的社会

生活”［5］。江恒源、沈光烈提出: “惟有用职业陶

冶，使适应于社会的实际生活，而有解决社会实际

问题的知能，慢慢引渡到生活路上去，而可以补救

记忆符号、堆积知识、不切实用的弊端。”［15］( 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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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民国国民教育司司长顾树森指出: “职业教

育之目的在使儿童理解职业之重要，以涵养其职

业上之知识、道德，且与以农工商初步之基础，以

为实际职业之准备。”［12］

对于职业陶冶工具价值的强调与民国时期整

个教育界救亡图存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同时也与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关系，但也有研究

者试图把职业陶冶从被动应对社会需要的境遇中

解放出来，探索其对学生个体发展与价值观养成

方面的作用。朱元善区分了“一般陶冶”和“职业

陶冶”。他认为，一般陶冶在英美诸国体现为“博

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其为主知主义和形

式主义，为知识注入主义。而人之所以为人，是不

能与职业分离的，如果分离，人就成了抽象的人。
因此，“凡人皆当使其认识最宜于彼之一种职业，

以磨练其识见、意志及能力，此关于陶冶法之第一

任务也”。基于此，朱元善认同凯兴斯泰纳“职业

陶冶为人之陶冶之门”的观点［3］( P28－31)。江恒源、
沈光烈指出:“职业陶冶的主要意思，并非要直接

授儿童以专门的技术，强使儿童成为徒弟职工，乃

在避去从前一切空虚的教育和仅属书籍文字知识

的教育，利用各种作业，对于全部儿童，施以各种

业务上的普遍陶冶，事事与实际生活相合，与社会

生活接触，使儿童依次实行作业，潜移默化，得受

种种训练，使养成勤劳精神与实行能力。”［11］( P343)

出版家、教育家庄俞在给朱元善《职业教育真义》
一书所作的《弁言》中指出: “职业教育为今世重

要之主张，自无可非难，但提倡职业教育断不可妨

害普通教育，……若偏重职业教育致普通教育有

所动摇，其害甚于不提倡职业教育。”［3］( P3－4) 由此

可以看出杨鄂联把职业陶冶的目的划分为狭义上

的“职业生活之准备”和广义上的“个人生活之陶

冶”［5］的合理性。
( 三) 内容: 职业技能与从业素质的融合

囿于条件限制，民国时期真正开展职业陶冶

的小学并不是很多。从收集到的文献来看，江苏

省如皋县的龙王庙市立第三小学和上海市农坛小

学等比较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研究者论述，可

以发现，当时职业陶冶的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整

体上呈现出既重视实用技能习得，又重视学生职

业素质培养的特点。
在日常教学中，不同学科被赋予了不同职业

陶冶的功能和任务。顾树森指出: “如增进职业

之道德及知识者，则当由普通教科中之修身、国

文、算术等科，特别注重其授以职业上之知能; 为

职业教育之准备者，则为手工、图画、农业、商业、
家事等科。”［12］顾氏既讲了职业知识的学习，又对

职业能力的培养进行了学科安排。范成林则从

“教学方面”( 即学科知识学习) 和“训育方面”
( 即课外活动与实践锻炼) 对职业陶冶的学习内

容进行了详细论述: 前者主要基于不同的学科性

质，对职业陶冶的教学内容和所要实现的具体目

标进行了设计; 后者主要强调实践能力和包括诸

如谦恭、服从、耐劳、合作、诚实等在内的个人从业

素质的培养［7］。汪鉴荣在《中华教育界》发文介

绍其所在学校实施职业陶冶的经历，主要做法较

好地贯彻了上述主张: 修身科的教学主旨是“注

重作法而促成其实践，并训以职业上必要之道

德”; 算术科的教授主旨为“注重珠算而教材以物

价及账目为多”; 图画科的“教材以图案、广告、写
生等画为多”; 国文科“授以寻常日用文字如便

条、信札、账式、契据、广告以及简单之记事文等;

而书法则行楷兼习焉”。在此之外，对于校内卫

生、植物修剪灌溉、贩卖部和储蓄部的经理等职

务，学校会按时安排学生轮值［9］。
此外，在具体实践上，有些学校也会安排集中

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是学校为切合学生毕业后在

社会谋生的需要而专门开设的课程，如皋县三个

小学的职业陶冶就属于此。学校因地制宜开设手

工课程，聘请技艺较高的师傅，将学生集中起来进

行教学，学生可将自己制作的合格成品销售给学

校，从中获利。
( 四) 实施: 整体设计与个性特色的兼顾

在具体实施的路径和方法上，民国时期职业

陶冶的相关研究者提出了系统、整体的设计与构

想，同时又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学科性质和学生个

体的心理特点。
首先，对接产业需求，服务当地经济。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功能。朱元善

认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有各自的产业特色，为

了让学生能够了解本地产业特色且学有所用，应

当在教科书中更多地纳入有关本地产业特色的材

料，与本地不相干或无关系的内容，教师可自行斟

酌进行删减。“育蚕最盛之地则以蚕事为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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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盛之地则以果树为主”。他主张教学过程以

生产学习为主，即直接带领学生到具有当地农业

特色的生产场所进行学习，与学生一起观察农业

的生产过程，启发学生思考［3］( P72－78)。顾树森也

持相似观点，他指出，国文科应当在教学中纳入与

实际生活相接轨的材料，若教材中没有涉及于此，

教师可根据本地的情况编订教材，加入教学之

中［12］。杨卫玉则提出，职业陶冶的实施应当区分

“都市学校”和“乡村学校”。都市学校的“教学”
和“训育”内容要与学生所生活区域的经济发展

相符; 乡村学校的职业陶冶则应根据“种植”和

“畜牧”的不同而进行区分［13］。将课程内容与当

地产业结合，不仅有助于启发学生对职业的兴趣，

而且有利于服务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学

生也可以把自己所学作为副业为家庭增加收入。
其次，与学科整合，为职业准备提供不同的经

验情境。根据不同学科特点，职业陶冶被不同程

度地整合进不同学科。不管是“知识类教科”，还

是“实业类教科”，都被设计成为职业化、实用化、
项目化的学科内容，以开启学生的职业意识，培养

学生的职业情感，丰富学生的职业知识，训练学生

的职业技能。丁重宜、范成林、顾树森等都曾对职

业陶冶与学科教学提出了整合思路，但由于对职

业陶冶目的和价值理解的不同，其融合的内容以

及整合程度也有很大差异。比较极端的如茅云

鹤，他提出，农村小学的科目教学应该“农事化”，

各种科目都应以农事为中心。以“国语科”和“算

术科”为例，他认为，“国语科”应该读著名农业家

的小传轶事、农事生活的剧本、农事相关的歌谣以

及农家的生活描写、记载田园的景况等; “算术

科”应当学习农作物的价格、农夫的工价、田地的

分合与测量、地税与地租以及地价的算法等［14］。
这种整合，虽然有助于学生毕业后走向广大农村

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对升学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

毕业生难免失之偏颇，同时也动摇了基础教育的

地位与根基。
再次，与个性耦合，追求差异化教学。重视儿

童心理个性是这一时期职业陶冶思想的显著特

点。朱元善认为，人类的产业发达与人的心理活

动息息相关，儿童的自然活动即为人类产业活动

的再现，若儿童能够根据其天性学习他所感兴趣

的事物，就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愉悦，发达身

心，进行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因此，在进行职业

陶冶时顾虑儿童的先天禀赋，与儿童一起寻找适

合他的职业，并进行个性化指导，就能够增进职业

陶冶的教学效果。同时，他针对儿童的年龄阶段

分别 给 予 心 理 分 析 和 教 学 建 议［3］( P59－75)。杨 鄂

联、彭望芬在《小学职业陶冶》中提到，若让不同

个性的学生“压服在一种制度之下”会导致学生

“压抑个性，一无成就”，小学教育应当主动改变

不良状 况，使 其“能 适 合 于 不 同 性 格 之 各 个 儿

童”［15］( P5)。杨嘉椿则根据小学生的特点提出了

“尚兴趣”“重直观”“多联系”和“寓创作思想”的

职业陶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6］。叶公夐针对当

时小学工艺科开展职业陶冶的问题，提出了制作

玩具以唤起儿童兴趣的主张［17］。

二、民国时期职业陶冶思想的

历史局限

通过文献爬梳不难发现，民国时期职业陶冶

思想内容丰富，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囿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职业陶冶在当时的中国大地

很难得到贯彻和落实，职业陶冶理论的研究者以

及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也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 一) 立场上的双面性冲突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讲:“在我们新大

陆，我们是近代世界的‘助产士’。而对中国人而

言，近 代 世 界 是 被 强 加 的，他 们 不 得 不 咽

下。”［18］( P111) 民国时期职业陶冶的研究者和倡导

者多为出身封建士大夫营垒而接受“西学”的近

代知识分子，身处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剧

烈变革期，面对内忧外患，他们在理智上向往西方

的先进科技与制度，而在感性上尚难以完全脱离

传统社会的羁绊，从而表现出脆弱的双面性特征。
他们有着高尚的人格、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对“文不像测字，武不如卖

拳”的封建士大夫教育进行大肆批判，并认真研

究职业陶冶的基本理论，极力倡导职业教育; 另一

方面，却只能从自己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范围内对

教育进行改革。比如，朱元善认为，做家务是女人

的职责，因此将家事科划定为女性必须要学的科

目［3］( P57) ，这种做法无疑会加重对女性社会角色

的刻板印象，明显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此外，相

关研究者在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味沉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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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问题”的“泥潭”而忽略对“主义”的反思与

追求，无法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倡导的对

社会进行改良的“第三条路线”在近代中国社会

注定会走向失败。
( 二) 认识上的“衣食主义”倾向

“为了职业而教育”和“通过职业而教育”的

“普杜之辩”所揭示的是职业教育价值的冲突。
普洛瑟( Charls Allen Prosser ) 所谈的是“职业教

育”，旨在就业; 而杜威所谈的是“普通教育”，旨

在教育。民国时期，“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成

为当时社会的两大思想潮流。尽管不少学者对职

业陶冶的本质有着深刻地认识，对“应然”的职业

陶冶做了“理想主义”的阐述，但现实的逼迫和对

杜威实用主义的片面认识致使他们对职业陶冶的

认识产生了偏差，功利主义倾向突出，职业陶冶被

视为改善小学教育、拯救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时成

为被追捧的新潮。针对当时职业教育大流行的趋

势，蒋维乔曾反思到: “顾吾国人之习性，每遇一

主义之流传，不患无同情者，而患无研究者，……
度其多数之心理，不过视为衣食主义而已。”［3］( P2)

杨鄂联、彭望芬在其编译的《小学职业陶冶》一书

中提到，小学职业陶冶“是不过一种规划，专为一

般不能求深造之儿童设想”［15］( P5)。尽管是翻译

过来的观点，但也是当时一种典型观念，即把职业

陶冶直接等同于职业准备教育。丁重宜针对当时

职业陶冶认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是不是

要像从前的中欧国家一样在小学就办双轨制”的

尖锐问题［6］。不可否认，小学毕业生走上社会，

成为“职业人”，固然需要一技之长，但如果把小

学教 育 办 成 了 职 业 教 育，就 违 背 了“陶 冶”的

初衷。
( 三) 方法上的思辨研究范式

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民国时期对职业

陶冶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思辨研究的观点阐述式论

文或著作，有的更是学校开展职业陶冶工作的经

验总结及对美国和日本两国职业陶冶实践和研究

的引介，没有深入的教育调查，研究方法比较单

一，内容不够全面，缺少对教育实践的具体指导与

反思。汪鉴荣讲述了其所在小学开展职业陶冶的

过程: 学校决定从手工科开始对学生进行职业陶

冶，当时恰逢一袜厂老板到学校，无意间谈到合作

事宜，学校就安排年长儿童组织小工业部帮助袜

厂制作置袜盒，锻炼学生能力，同时还能有些营

利。但是开始生产之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

复杂，“讵成品之中，可用者只半数，损坏污秽而

不合式者亦半，如是者十日，血本已亏耗不少，事

遂中止。”学校总结的经验是，生产的产品“非制

作手术较简”就好，还要“制作时不易破损”，于是

后来学校又选了难以损坏的“石板刷”作为学生

生产的产品［9］。从此种种事实可见，当时学校对

“职业陶冶”的内涵和规律缺少科学的认识，更缺

少有效方法的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

试错。范成林在职业陶冶的先决条件中曾提及实

施职业陶冶的教师要加强对生理卫生学、心理学、
社会学、教育学和测验( 生理和心理测量) 等方面

的系统研究，并提出了职业陶冶需要关注的 30 个

问题［7］，但在当时均难以付诸实施。

三、我国职业陶冶当代发展路径展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

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直至 20 世纪八十

年代初，受前苏联教育体制和“左”的思想影响，

不仅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

物，其背后的实用主义思想也因被定性为反动哲

学而被全盘否定。这使得此后 30 年间，我国只有

中等专业教育、技工教育，而没有“职业教育”的

提法，与之相关的“职业陶冶”等也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我国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起来，欧

美等国传入的职业生涯规划理论也对我国基础教

育产生了很大影响，“职业启蒙”开始在经济发达

地区出现。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回望历史，把职

业陶冶的有益思想融于劳动教育，实现职业陶冶

与劳动教育的融合，彰显职业陶冶的本体价值将

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 一) 把职业陶冶作为生涯教育的起点

作为民国时期教育思想和小学教育实践的特

殊产物，“职业陶冶”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已不多

见，我们通常用“职业启蒙”①代替“职业陶冶”，并

把它定位为学生整个职业生涯的基础和准备。但

是，比较这两个词不难发现，“职业启蒙”是一个

与“职业成熟度”相关，且对学生而言带有些许被

动色彩的词汇，较具功利性，与目前我国基础教育

和社会发展现实是不相宜的; 而“职业陶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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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不仅更具中国语境特色，也比“职业启蒙”更

能准确表达对中小学生所实施的潜移默化的职业

和人格熏陶的过程，体现基础教育的本质。基于

此，可以在中小学职业陶冶的基础上对学生的职

业生涯发展咨询和规划教育进行顶层设计，使民

国时期“断头式”的职业陶冶走向完整的生涯发

展过程，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和全面发展。国际上，

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被认为是促进人的可持

续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即是要从终身教

育角度构建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教育系统［19］。
从国际生涯教育的趋势看，目前，生涯规划应从零

岁开始贯彻到人的生命终结，其内容应从狭义的

“生涯”拓展至“四生”，即生命、生存、生活和生涯

四个方面的规划，以及“五业”，即就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事业生涯规划、创业生涯规划和志

业生涯规划［20］( P1－2)。这是现代教育促进学生可

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系统设计。
( 二) 推动职业陶冶与劳动教育的整合

过去 70 年，劳动教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逐步

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内涵越来越丰富; 在对劳动

教育价值的认识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劳动

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到现在对劳动教育人文价值的

关注［21］，彰显了劳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

独特价值。蒙台梭利( Maria Montessori) 曾指出，

“工作”是人的本能，儿童生而会“工作”，但他们

的“工作”与成人“工作”本质不同: 儿童工作不是

为实现外部目的，其目的就是工作本身，它是一种

内部需要的满足，是为了构建他自己的内在本质，

这是一种“造就人的工作”［22］( P234－244)。蒙台梭利

的这一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本体价值的

认识如出一辙: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

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

意义上不得不说: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 P988) 因

此，可以讲“工作”或“职业”的本体价值与劳动对

个体发展的价值在本质是一致的。但从形式上

看，职业性劳动只是劳动教育内容中劳动的一种，

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劳动，还包

括社会公益劳动以及自我服务劳动等内容。从目

前我国劳动教育实施的情况看，我们要反思和避

免劳动教育形式化、德育化的倾向，脱离职业的抽

象劳动也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丰富

内涵和真实价值，劳动教育应把职业陶冶作为主

要形式，让学生在丰富的职业实践活动中，通过真

正的生产劳动陶冶走向全面发展。
( 三) 实现“为职业而陶冶”向“通过职业而陶

冶”转变

职业陶冶应强调广泛的认知、道德和社会目

标，但它并不意味着要训练学生的具体工作技能，

或者增加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而是

要提高普通教育的总价值。但是在多数贫困或被

殖民国家，或者是当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时候，生产

劳动方面的教育就表现出较强的“衣食主义”倾

向，职 业 准 备 教 育 也 会 得 到 相 关 国 家 的 重

视［24］( P108－110)。从科技发展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

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职业变迁将

呈现出不断加速的变化趋势，学校预测新的职业

及相关技能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教育与就业领

域的脱节将成为不争的事实［25］。世界经济论坛

在其 2016 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有 65%的小学生

将在未来从事今天根本不存在的工作［26］( P3)。在

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今日简史》中所言的

“后 工 作 社 会”“后 工 作 经 济”“后 工 作 政

治”［27］( P26－32) 时代，面向特定职业的启蒙和准备教

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将会走向式微，从“为职业而

陶冶”走向“通过职业而陶冶”，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和综 合 素 质 的 提 升 将 成 为 职 业 陶 冶 的 根 本

目的。

注释:

① “职业启蒙”是一个新近出现的词汇，从所搜集到的外文文献

中并未发现“career enlightenment”类似的表述。从中文文献

看，国内最早使用“职业启蒙”一词的文献出现于 2006 年，但

它是从“启蒙教育”一词演变而来的，其义为职业的启蒙教

育，详见: 王立新:《回忆我的职业“启蒙”》，《江苏教育研究》

2006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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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on vocational edification was formed during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Vocational edification，in its meaning，is a metaphor which indicates the unconscious cours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vocational feelings，consciousness and competencies to making livings． In its aim，ther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preparation for vocation”and“cultivation of life．”In teaching contents，it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acquisition of skills and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In teaching method，it not only has an overall design，but
also highligh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needs． Limitations of vocational edification of that time include
the conflict in the two-sided standpoint，speculative research paradigm in method and utilitarian tendency in percep-
tion． In the future，vocational edificatio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areer education and be integrated
with labor education，and its aim should be developed into“edification via vocations”not just“for v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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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者为中心”：论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唐智彬 欧阳河 任陈伟

摘 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了经

济社会发展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人这一根本要求。 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培养理念、目标、课

程、教学方法以及评价等方面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忽视学习主体的需求。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职业教育

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了技能型人才培养标准、课程框架与课程开发、教学改革与教学活动设计、教育

资源配置与校企合作以及人才培养评价等方面，应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治理理念转变等方面推动构

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实现优质、包容与公平的现代化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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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LILUN JINGWEI

教育领域的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也

是进一步促进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作为教育现

代化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现代化是职业教育不断

扩展自身功能、提升质量与水平以适应现代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这既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途径，也是目

标。 因此，实现优质、包容与公平的现代职业教育，
关键在于围绕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构建“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
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变革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变迁，
带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科技创

新融入社会，必将重塑世界格局，也深刻地影响了

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具体来看，颠覆性技术带来的

产业变革，新技术带来新产品、新需求与新业态；
绿色、健康和智能成为引领科技创新重点发现；“互

联网+”带来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深刻改变；科技创新

形态不断变化，社会化、大众化、网络化成为重要发

展方向，新型研发组织和创新模式涌现并改变创新

生态[1]。 上述重要的发展趋势在给人类带来各种便

利和优势的同时，也将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失业问题。 麦肯锡全球研

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 2017 年 的 一 份

报告中预测， 目前人类工作职责中有一半可能在

2055 年前后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要应对上述变化，
人类在工作技能与素质要求方面都将呈现新的特

征。 如欧洲 REFLEX 国际调查项目（覆盖欧盟、日

本等 17 个国家）认为应该包括四个维度：专业能力、
功能灵活性、知识创新与管理能力以及人力资源调

动能力[2]。 而美国的“21 世纪学习框架”则明确要关

注培养学生三大类能力：第一类是学习、批判和创

新能力；第二类是信息、媒体和技术技能；第三类是

生活和职业技能等方面[3]。 新加坡、英国、法国等国

家和地区都在这一问题上有相应的关注。
如何回应上述趋势是当前世界教育面临的首

要任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 年发布了《教育

2030 框架行动》，重申了“教育是一项公共责任”，
强调为民众提供所需的高质量教育和学习机会。而

OECD《2030 年教育计划》报告提出，下一代人所面

临的挑战决定了他们需要掌握一种全新、不同于以

往的技能，才能取得成功，为有序社会作贡献，因此

教育也应该适应这些变化与需求， 在教育目标、教

育内容、学习手段与模式、学习资源建设以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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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方面进行相应的变革。我国也根据国际国内

的发展趋势，确定了“2030 年教育现代化”基本目

标，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并确立了到本世纪中

叶我国教育水平与教育竞争力世界领先，教育发展

思想、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典范的教育现

代化宏伟目标。
正如整个社会现代转型的根本在于社会心理

和社会人格，亦即“人的现代化”一样，教育作为一

项重要的“有意识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

的社会活动”[4]，活动主体是人，因而教育现代化也

就必定要以“人”为核心，重视人的现代发展。 随着

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内涵

不断扩展与丰富，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的理念、内容

以及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发布的《学会生存》
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变成他

自己”，“学习实现自我” 应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5]；
2015 年发布的 《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体转

变？ 》则更加鲜明地提出“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
“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

力和福祉，应是二十一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6]。 在

上述语境之中，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培

养全面发展的“现代人”，实现现代化意义上的人的

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和行为能力的转变，最大限度

发挥人的主体性。 为实现这一目标，职业教育要通

过高层次知识和技能相结合的职业资格和能力的

培训， 采用不断适应社会需要的课程和教学内容，
使人在具备基本的工作技能和生活智慧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地完善体力、智力、情绪、道德情感与伦理

方面的因素，使自身得到解放的同时实现创造力的

释放，成为满足人类活动需求的公民[7]。在这一背景

下，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须适应发展与变革的需

求，推动适应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
二、“忽视学习者需求”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存在的根本问题

作为现代化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涵

上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

标、实现目标的手段（课程与教育教学活动）、对培

养目标进行评价的方法以及相应管理制度的集合[8]。
满足现代社会、科技文化以及人自身等方面需求的

水平，尤其是人的自身发展需求，是衡量人才培养

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 基于上述标准，通过相应的课

程体系、教学活动以及评价方式，进而实现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的质量目标，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

形态。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角

度来分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其根本

在于未体现学习者的需求，具体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才培养理念未体现“人的现代化”的核

心要求。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需要突出对“人”
本身的关注，突出学生面向未来的能力与素质。 而

从当前职业教育培养理念看，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

职业教育教学观主导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
“技能训练”僭越了“人格养成”，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的丰富性、 多元性以及独特性让位于单纯职业技

能，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职业精神以及可持续发展

能力关注不够。
第二，人才培养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相脱节。

目前职业教育专业都有相应的人才培养标准和专

业教学标准，但是培养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关注的

是专业层面，却无相关机制与途径将专业层面的培

养标准细化到每一门课程和具体的教学环节。 因

此，所有课程目标整合到一起是否就是专业的整体

人才培养目标？单门课程教学目标与专业整体人才

培养目标之间如何实现统筹与衔接，进而实现课程

与教学的评价、诊断与改进？ 这些问题在目前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中仍然未得到解决。
第三，课程体系难以适应“全面发展的人”的系

统性培养要求。 在职业学校推动课程改革时，教师

们最为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不是专业负责人为何要

参与”、“我的课程为何被取消”、“不是本课程的内

容如何整合到我的课程中”等。 专业教师很少从专

业层面去理解与反思课程体系问题，导致单门课程

与专业人才培养总体方案之间的联系不紧密，缺乏

系统性与整体性。
第四，教学方法难以适应现代学习者的需求变

化。教学方式方法是一门课程或者一种教学活动所

采取的手段，它受具体的课程目标、学科性质、教师

个性、学生状态等很多因素影响[9]。 但是，当前职业

教育教学方法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职业教育

教学法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领域，缺乏高水平职

业教育专业教学理论研究，缺乏对实践的指导。 二

是随着信息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广泛而深入的渗

透，重构了课程与资源，颠覆了学习方式，改变了教

师的工作，因而教学方法需要更多创新，从形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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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从手段到途径，都需要与信息技术进行结合，
体现职业教育信息化的趋势与特征。三是教学方法

一般考虑的是单门课程的教学特征与教学需求，教

学方法难以与专业层面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培养

标准之间形成有机衔接。
第五，评价单一性与现代人才培养复杂性之间

的矛盾。人才培养质量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教学质量、
结果质量、学业质量都是单向度的质量思维[10]。 缺乏

适应培养目标与培养标准相衔接的教育质量评价，
单纯以知识的掌握程度、技能的熟练程度来评价人

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水平，窄化了现代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目标，难以适应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三、“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才

培养模式基本内涵

人才培养模式设计通常分为三个层面：学校层

面、专业层面和课程与教学[11]。 从这一角度来看，学校

层面指的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预期效果；专业层

面指的是职业院校专业课程体系与专业教学标准

的设计；课程与教学层面指的是在学校和专业层面

的基础上，实施具体的课程安排、教学设计、教学方

法以及教学活动，并进行相应的评价。 基于上述框

架，“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

模式的具体设计与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确立技能型人才培养

标准

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掌握知识，更主

要的是要加深对知识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学习

能力的生成、思维习惯的培养 [12]。 当前新技术普及

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现代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新

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行业和职业的变化速度日新

月异，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必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特点，体现人才培养模式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因

此，技能型人才培养既包括专门教育所对应的知识

和技能目标，也包括面向学生通用能力培养的通识

教育标准。
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从重视学习者最关注的内容出发，从学

习者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短期收益

与长期发展， 在学生具备基本的知识素养的基础

上， 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的思维品质与思维能力，发

展学生的绿色技能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职业教

育，帮助学习者面向未来做好准备，规划个人的工

作与生活技能，储备适用能力，以满足工作场所不

断变化的要求 [13]，将培养学生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价

值、态度以及世界观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

取向，形成“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

综合性、整体性技能型人才培养标准。
（二）“以学习者为中心”设置课程与实施课程

开发

专业人才培养总是通过课程来实现的。 “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要求在培养学生基本工作

技能的同时，也要为技能人才形成“面向 21 世纪的

通用技能”，为一生的发展打下基础。因此，构建“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一是充分理解技术的

发展趋势及工作的特征，理清未来工作对职业能力

与素养的需求，以此定位课程内容的要求，并建立

职业教育的培养框架，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内

容定位与结构。二是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

体系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围绕当下需要与未来发

展，内容标准体现工作实际与学生能力发展，教学

建议充分考虑学生能力特征与职业教育教学的内

在规律，质量标准突出学生在职业教育学习中的具

体表现， 关注学生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形成水

平。三是选择“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开发模式与

组织框架。职业教育现代化要求课程开发模式与组

织框架的创新与变革，超越传统课程开发模式，“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开发要将分析专业工作系统

和模式与研究职业能力相结合 [14]，在吸取工作任务

分析法等课程开发模式经验的基础上，以学习心理

与学习行为研究为辅助，形成一系列体现工作发展

趋势、适应人才成长要求的逻辑化系统课程框架。
（三）“以学习者为中心”实施教学改革，设计教

学活动

以学习个体的要求不断改进以逐渐逼近不同

差异个体的学习需求， 这是教育最根本的宗旨 [15]。
基于此，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开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标准，通过充分分析教学目标，理清课程内容结构，
选择适合学生的学习资料，进行合理编排，明确学

生的课程参与、评分的要求。 从学生实际与教学需

求角度安排教学内容与教学日程等，明确教与学双

方的责任，并据此分配学习和教学时间投入 [16]。 二

是从“以教定学”向“以学定教”转变。从学习研究的

重点看，过去认为学习主要是个人建构知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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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强调学习的社会建构特性，如果学生在学习环

境与过程中发生合作、互动时，学习将能激发多种

内在发展过程；而过程一旦内化，就成为学生独立

发展成就的内容 [17]。 与此同时，伴随着教育理念的

更新，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与教育的深度融

合，“以学定教”成为可能。在“以学定教”模式下，学

习者希望学什么就能获得什么，学习者需要怎样学

就可以安排怎样的进度和方式，实现了从“以教定

学”向“以学定教”的转变[18]。 依此思路，职业院校相

关教学设施、设备以及活动都将实现数字化，或者

物联网化，教学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学习数据传递

到数据采集与分析中心，形成连贯、连续、覆盖师生

全学习过程、工作过程的数据。基于学习数据分析，
为学生的综合能力与职业素质、职业倾向等内容做

出判断，帮助学习者深入了解自己，为学习者提供

学校与课程多元选择性，优化学习者的选择效果[19]，
从而实施面向个体的精准化、个性化、适应性教学，
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率与学习质量。三是根据职业

教育教学规律与特征，充分利用案例教学法、头脑

风暴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现代教学

方法，设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引导学

生充分进入课堂、参与课堂。与此同时，不断创新应

用基于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学方式， 如闯关式教学

法、S-ISAL 教学法， 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创

造开放、生动、高效的职业教育课堂。
（四）“以学习者为中心”配置职业教育资源

在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建设充足、
优质、公平的教育资源是基础。 “以学习者为中心”
配置教育资源，意味着围绕学习者的学习与成长需

求，建设一系列服务于教学的职业教育资源，包括

教学设施设备、师资队伍、课程与教学条件以及课

内外活动等等，因此教育资源既有实物化的，也有

以数字化方式存在的。实物化职业教育资源应充分

考虑资源的有用性、学习者接触和使用的便利性以

及充足性，确保资源是为学习者所建、为学习者所

用，提升资源的有效性与效率。 数字化教育资源将

在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产生

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信息共享的方式，一方面让

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类优质资源， 实现教育思想、教

学理念、教学经验的分享，并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实

现教师同步课堂、远程授课等；根据教育教学需求

开发创新型优质特色数字化教育资源，利用各种形

式免费提供给所有师生使用 [20]，实现低成本、高效

率的职业教育资源扩散与利用水平。 另一方面，利

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学生的学习需求与

学习行为进行分析与研究，针对学生需求安排和定

制教育资源方案，开发相应的教育资源，并有针对

性地推送个性化的优质资源，实现真正的“学生需

求中心”。 “以学习者为中心”配置教育资源还应充

分考虑职业教育公平的需求， 基于补偿性原则，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发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可共享性

标准，不断促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水平，提高

优质资源的利用效率，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公平地

享受到充分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职业教育资源建设尤其要关注校企合作，也是

人才培养所依赖的条件。“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校企

合作要充分关注学生学习需求和发展要求，增强学

生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学习的获得感 [21]。 也就是说，
校企合作关系存在的逻辑起点就是关注学生学习

和学生职业生涯的开启，因此，合作企业的选择、学

生企业学习与工作的过程与方式，均应以学生面向

未来工作世界的能力与素质和职业生涯可持续发

展为基本取向与遴选标准。
（五）“以学习者为中心”实施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人才培养质量本质的回归在于对学习者本身

的关注，“以学习者为中心”人才培养质量评价重在

全面、 深刻地反映学习者的学习成就与身心发展。
人才培养评价反映人才培养的本质特征与需求，是

评价的要义，也能避免以往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过分

重条件、比项目、比经费等做法带来的问题。一是开

发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标准。从理解职业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

本逻辑起点出发，从职业院校学生面向未来工作世

界与未来生活的各方面， 包括基础知识与职业技

能、社会能力与问题意识、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合

作意识等等，从专业层面开发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框

架与标准。 在此基础上，确定各个领域的评价标准

和各门课程相应的标准，实现总体评价标准与各个

分项标准之间的衔接性与内在一致性。二是以提高

学生学习水平与促进学习能力为质量评价的重要

取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首先要重点关注

和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理清学生学习行为、技能

训练与背景之间的联系与结构， 描述学生理解知

识、获得技能、发展个人能力以及培养过程的轨迹，
进而获得能够体现学生知识、技能与素质等方面综

合发展的证据 [22]，通过收集学生发展证据并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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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利用科学评价工具，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

价。 在确定学生学习程度与水平的基础上，根据学

生发展和未来世界发展趋势，基于评价结论为学生

的后续学习与发展提供科学、准确的学习建议与方

法指导。
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策略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既需要

学校内部的宏观设计，也需要相应细节行动；既要

突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理念引领，也需要体现“以

人为中心”这一逻辑起点。从具体的策略看，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础

有研究者认为，在工业 4.0 时代，教育将发生

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单维教育”向“多维教

育”转变；“制度化教育体系”向“终身学习体系”转

变；“单学科教育”向“跨学科教育”转变[23]。 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是依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而实现

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在职业

教育层次、类型和布局结构实现变革，推动职业教

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从学习者的利益和需要

出发，办学习者需要的职业教育，而不是从部门和

学校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举办部门或学校需要的职

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构建基于“大职业

教育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积极提供高质量、
高水平正规职业学校教育的同时，以终身教育理念

为导向，发展面向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的职业教育

需求，形成全民学习与终身学习的、“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开放职业教育体系。
（二）以智慧教育支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智慧教育”概念是 IBM 公司 2008 年提出的，
重在强调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支持、 融入与服务。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职业教育

与人才培养的本质和变化，教育中各个因素、教育

过程、运行方式都突出智能化特点，也更能为我们

所洞察。以人工智能为例，有研究者和技术专家认为，
它将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性化学习和因材施教，大

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能对学生的学习行

为、学习特征以及学习能力进行全面、深入的收集、
挖掘与分析，从而制定适合每一个学生学习特点与

需求的个性化学习方案，突出通过信息技术支持，服

务个性化学习路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教育”。
因此，依托信息技术，构建智慧教育技术系统、智慧

教育教学系统、智慧教育管理系统等，实现智慧融

入职业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促使职业教育

赋予学生智慧，激发学生智慧，造就智慧教师群体。
（三）转变职业教育的治理理念与方式

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基础是改

进管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在这一

过程中，一是要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治理理

念，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参与者的多元利益参与的

特征，关注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在职业教育事务

治理、专业办学与人才培养中的角色与责任，以现

代治理理念引领职业教育事务，确定“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职业教育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
治理结构、治理评价的整体框架。二是要构建“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治理体系。调整政府、行业、企业、学

校和学习者的关系， 多元主体参与完善学校治理。
发挥政府、社会、学校等多元治理主体在职业教育

事务治理中的作用，治理行为都要有利于学生学习

和成长，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最终提升教育水

平，实现学习者的全面发展。
（四）构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

求衔接机制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仅是

学校内部的自我行动与操作层面改革，也涉及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与未来工作世界与社会生活的互动。
因此，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

行动，培养模式改革与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生活之

间的互动与制约， 影响了模式改革的方式与路径，
也决定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效。 因此，要通过

构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需求相互衔接的

长效机制，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过程中体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趋势。 一方面，
职业教育要适应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需

求变化，通过深入调研与长期互动，分析产业升级、
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及特征，对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 培养体系与结构进行科学规

划，并根据需求进行动态调整与改造。另一方面，强

化职业院校与社会联系，学校与社会企业以及用人

单位建立常规的互动与沟通机制，建立产业界与社

会各界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就业工作的体制机

制，通过多方的信息交换与互通，促进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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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过理论研究不断探索职业教育学习规

律与特征

“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逻辑起点

就是“人”，因此，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加

强对“学习者”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从关注学习

者、研究学习者、理解学习者的角度来研究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以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支持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实践探索。 一是要关注学习者本身的研

究， 深入探索青少年职业教育学生的群体特征、能

力特质以及学习习惯， 关注最新的科学研究结论，
如脑科学、神经教育学以及社会科学关于青年群体

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其应用到学生培养与学生管理

的探索中。二是关注职业教育学习规律与技能形成

规律，深入探索职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的特

质，寻求理解职业教育教学的方式与路径，以高质

量的理论研究引领和指导“以人为中心”的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从总体上说，现代职业教育应更多地看到未来

工作世界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应充分认识到培养学

生的非认知能力与态度比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学

生掌握普通知识比专业知识更为需要，因此，通过

调整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及其

相应的教学模式， 以学生面向未来的通用能力、就

业能力和实践能力贯穿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人

才培养的全过程，实践“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才培

养模式， 这样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技能型人才，才

能为全面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为实现优质、包容、
公平的现代职业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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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思路
□唐智彬 刘佳威

摘 要：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关系紧密。 当前职业学校亟待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并体现

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的互促互动。 基于这一理念，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应关注每一个学生、关注最需要帮助

的学生以及帮助学生面向未来。 推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理念上，要突出提供公平的优质教育帮助每个学

生成功；教学改革上，要着力破除造成学生学业失败的结构性因素；条件保障上，职业教育课程改革需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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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是一个时代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的
集中体现，深刻影响着学校发展方向、运转模式以
及发展路径。 从定义上说，学校文化主要指学校全
体成员共同创造和经营的文明、和谐、美好的教育
生活方式，包括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课
堂文化、管理文化和环境文化[1]。作为学校教师与学
生共同的信念模式，学校文化促使所有人分享理念、
价值观和规范等，塑造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从而成
就组织发展目标。教育通过文化的传递来塑造完满
人格，学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学
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特
质影响学生的人格与道德质量的形成[2]。 有什么样
的学校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
学生。学校文化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实现
的，其中，课程改革是学校文化生产的重要变量。从
文化的视角看，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新旧学校文化
碰撞、融合的过程[3]。 要推动课程改革，使改革真正
落地并产生实际的教育效果，就要突出学校文化的
适应，突出学校文化对课程改革的正向推动作用，
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形成先进的学校文化。

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复杂和矛盾的世

界，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关系着人的尊严、福祉与发展。 教育应该扬弃作为
适应促进外部发展的一种工具性需求，发挥自身教
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生活的功能，
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4]。在这一背
景下，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新的历程，从关注对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转变为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
展。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一方面，获得技能发展
与能力提升，从而实现体面就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实现精神层次目标，完善
人格，成长道德，完满精神。 因此，职业教育要不断
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使人在具备
基本工作技能和生活智慧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完善
体力、智力、情绪、道德情感与伦理方面的因素，使
自身得到解放的同时实现创造力的释放，成为满足
人类活动需求的公民[5]。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职业
教育发展要转型，最为根本的是转变不科学、不平
等、不合理的教育方式与教育理念，关注个体，关注
教育中活生生的个人，职业学校要实现“学生中心”，
关注学生需求，突出学生发展，通过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课程改革，重建“以学生为中心”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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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改革与“以学生为中心”学校文化的形成

学校文化是在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物质以及精

神层面的行动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其中课程改革是

核心。 有学者认为，从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的关系

来看，由于课程反映文化信念、人类传统以及社会、

政治价值观念和组织，利用文化为一面镜子，课程

不仅仅是一个实体（内容），还是一连串互为动态混

杂存在的。因此，课程也将反映教育文化、学校文化

的基本特征，是学校文化的重要载体。 作为学校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形塑了学校文化的特征，是

学校文化的底色。具体分析课程改革与职业学校文

化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当前职业学校文化中部分倾向期待课程

改革来驳正。近年来，在项目治理模式的推动下，许

多学校陷入了相互“攀比”的发展模式，发展文化盛

行，学校常常陷入各种排名、各种指标、项目、头衔

等外在内容的争夺之中，甚至连学校特色都成为职

业学校努力挖掘和寻求的重要内容。在一片“喧嚣”

之中，职业学校办学与发展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任

务———人才培养———反而被忽视，学校发展中最需

要关注的对象———学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

视。 诚然，上述指标或者项目往往关系着学校的资

源获得与发展能力的实现，但是，如果职业学校忽

略学生，目光只关注外部资源和外在评价，不能以

学生为中心，不能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最基本的

目标，那么也就偏离了教育的本来意义。形成“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需要理念、实践以及资源的

全面整合，其中，课程作为承载职业学校教育理念、

方法、过程等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学校向学生提

供的最直接产品，影响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和人才

培养活动，进而决定学校办学目标的实现。因此，从

学生全面发展出发，基于学生特点与需求，推动面

向学生、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将是改进学校

文化，撇去学校发展文化中的种种浮躁，逐步形成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的重要基础。

二是学校文化是影响课程改革成就的重要基

础。 从课程本身来看，推动改革需要一所学校在领

导、组织、资源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应与协同，

学校文化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到课程改革目标的真

正实现。 在推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学校教师和其

他成员要从心理层面接受并认同课程改革的理念，

强调组织和成员形成学习共同体，强调合作互助，

重视接纳不同意见，突出相互支持，这些都是内隐

在学校文化之中并作为学校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

学校文化同时也与学校领导、学校组织变革以及学

校资源响应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从观念、行动、组

织以及资源保障的角度，影响课程改革的推动与改

革目标的实现。

三是学校课程改革是学校文化变革的组成部

分。 职业学校课程变革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变动，

更是一场学校文化革新。回顾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

革的种种行动，均是在创新课程理念基础之上，推动

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管理、课程评

价以及教材革新，从而带来学校教育系统性变化，

也为学校教师与学生带来全新的工作与学习方式。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课程质量与水平，既取决于单

一课程的质量，也取决于整体课程的质量，还体现在

课程中各个要素内容之中。全面而非单项的课程改

革将带来学校文化与结构的变革，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推动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探索，突出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落到日常的教育实践

和教学生活之中。

四是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蕴含了深刻

的学校文化要素。在当前我国职业院校所推动的课

程改革行动中，学校文化是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而存

在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对于课程改革参与者与推

动者在理念上的根本变革，认识到教育在学生一生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认识到职业教育目

标、价值与人的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不断调整教育

价值取向、教育方式以及教师角色和功能等角度，

以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需求。课程改革需要学校

教师、学校领导适应新的知识与能力的要求，需要新

的学校治理模式与发展思维，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领

导还是教师都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适应新

时代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需求，从思想观念和能力

要求上适应发展趋势，形成学习、研究的学校文化，

这既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基础，也是蕴含在课程改革

的目标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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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学生为中心”学校文化视域下职业教育

课程改革核心特征

创造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全面、自由发展

需要的氛围，让学生自由、快乐地学习，从而提高职

业院校学生的学习质量与生活质量，彰显学生个体

尊严和人生价值，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是“以学生为

中心”学校文化的直接体现，也是提高职业教育质

量与水平的内在要求。“以学生为中心”不仅仅是作

为一种理念而存在，更应该落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实

践中，以学生学习体验、学习效果和学业成就为重

要标准，关注每一个学生以及关注更需要帮助的学

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改革以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第一价值,“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将推动教育的第一价值得到

彰显，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存在，引导每一个学生成

长，充分发掘学生潜力，从而发展个性，成就个体。

“以全体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课程改革，首

先在于面向全体学生。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是课程改

革与教育发展所关注和珍视的对象，应通过适当的

方式，为每一位有接受教育意愿的人，无论其性别、

种族、年龄、身体状况、家庭条件，都能拥有适当的

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包容、优质、公平的

教育发展目标。 对于职业学校而言，课程改革要以

面向所有教育对象获得公平的优质教育资源为目

标，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发展机会，为每个人面向

未来社会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发展工作技能。 其

次是要面向每一个学生的“所有”，换句话说，课程

改革要面向学生作为“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整体发

展目标。 既要关注个体走向工作世界，成为现代社

会成员所必需的生存知识、工作技能和个体素养，

增进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又要为个体培养作为

“人”的好奇心、勇气以及毅力，促进个体能更好地

完成自我，发展自我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实现自我

成就；更要帮助学生成为生理、心理和精神健康的

个体，为学生的未来发展负责任，帮助他们在未来

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因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职业学校课程改革，

要从重视学生最重要、最迫切的需求出发，从学生

切身利益出发，统筹考虑学生的短期收益以及长期

发展，在帮助学生具备基本的知识技能素养的基础

上，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的思维品质与思维能力，促进

学生个人沟通能力与社会技巧的提升，推动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绿色技能的发展。 通过职业教

育，帮助学生做好面向未来的充分准备，规划个人

职业与生活技能，储备综合发展能力，以满足职业

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要求，将培养学生面向未来、面向

世界的价值、态度以及世界观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的重要取向，形成“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

本”的整体性、综合性技能型人才培养标准 [6]，凸显

职业教育对全体学生的关注。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课程改革以人为

本，要在“关注人人”过程中“服务人人”，帮助每一

个学生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 每个人

都有无限的潜能，但目前多数职业学校学生是在单

一、片面的学业评价标准之下无从扬长避短而遭受

到学业失败。因此要通过课程改革，树立“相信人人

有才”观念，发现学生，尊重个性特长，发掘、开发学

生潜在的学习能力与才华,突出学习效果和学习成
就，帮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步建立起自爱、自信、

自强的人生态度，不断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以学

生为自己的学业和发展负责任为基础，培养学生对

自我、他人和社会负责任的主体意识。

（二）课程改革应关注更需要帮助的学生

当前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职业学校学生的知

识基础相对较差、技能不足。与此同时，职业学校学

生以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为主，其中还有不少学生来

自贫困地区。 因此，职业学校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

都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并体现相应的特征。

首先，职业学校课程改革应高度关注学习基础

最薄弱的学生。每一位老师都更倾向于关注学习成

绩好、学习能力强以及表现更加积极和优秀的学生，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一个值得教育者反思的问题

是，在“优秀生”和“后进生”中，谁更需要教师的帮

助？ 谁更需要课程改革的关注？ 毫无疑问是学习基

础更为薄弱的学生。 因此，职业学校课程改革既要

关注培养一部分优秀的学生，帮助他们追求卓越；

与此同时，更应该将职业学校中大量存在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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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纳入视野，以适合他们的学习和成长的方式，帮

助他们提高学业成就，改进学习方式，改善学习效

果，重建学习兴趣与能力。实施改革过程中，促进课

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回应学习基础

薄弱、学习能力一般以及学习习惯较差的学生的学

习需求，逐步改变教育中存在的“优胜劣汰”的不良

现象，以课程改革关注后进学生，帮助落后学生。

其次是学校课程改革应该关注贫困群体的特

殊需求。“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职业教育是帮助农

村贫困生个人及其家庭脱贫的重要支撑力量。总体

而言，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职业院校学生之前的学

习环境存在着教育资源匮乏、教育观念落后、教育

环境恶劣、教育水平低下以及普遍不重视青少年教

育等问题，这一部分学生进入职业学校之后，在融

入学校学习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上显得十分吃力，表

现为学习能力不足以及自卑、不平衡的负面心理，

造成学习困难，发展滞后。 职业学校如何特别关注

贫困学生，需要在课程改革中充分体现这一群体的

发展需求，在学校营造关注学生、关心学生和真心

帮助学生的人才成长氛围，为贫困生提供公平的良

好学习、生活环境，创造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氛

围，帮助贫困生学习实现良好的过渡，促进贫困生

融入学校和集体，安心学习，树立自尊意识和自信

心，培育责任、感恩等美好品质。 以实际行动帮助贫

困学生增进知识，提升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素养，促

进贫困生自我发展，实现以教育斩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发展目标。

再次，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应帮助学生心理重建。

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学校氛围、学习失败

等因素的影响，部分职业学校学生存在一定的心理

创伤，以致这部分学生心理建设不足，存在学习和

发展的障碍，是需要被教育者重点关注、重点关爱

的，也是课程改革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 职业学校

学生正处于心理成长与心理建设的关键时期，学校

是他们重要的生活环境，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也是

影响心理健康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课程改革的过

程中，促进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发展环境与成长

条件，营造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促进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生生关系，建设积极向上、凝

聚力量的师师关系，从而实现气氛友好、关系和谐、

环境美好的校园文化。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与条件下，

教师关心学生，关注学生，在沟通与交流中帮助解

决学生的问题；利用积极、友好的同伴关系，改进学

生的成长。 平等、包容与开放的学校文化与校园氛

围，对学生的尊重与爱护，是学生心理建设与心理

发展的最佳条件，也是保护学生免受“学业失败”困

境伤害的重要基础。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要以此为目

标，为培养自信、自强而大气的未来公民奠定基础。

（三）课程改革要帮助学生面向未来，走向未来

当今世界充满着动荡、复杂和不确定性，课程

改革要适应并不断改造外部环境，教育转型迫在眉

睫，教育发展与课程改革要面向学生的未来，为学

生培养适应未来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知识、技能

和品质。不能用昨天或者今天的工作内容和生活方

式，培养未来的员工和公民。 教育帮助我们的学生

面向未来现实世界要求学习者需要不断适应环境，

不断成长，这意味着学生们需要培养终身学习的能

力和动力[7]。立足于面向未来这一基本取向，职业学

校课程改革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合作能力，促进学生心智升级。在

推动学生形成基本知识与工作技能要求的基础上，

帮助职业学校学生掌握“面向 21世纪的通用技能”，

为未来一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职业学校课程要充

分关注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员工在工作世

界中的知识要求、技能要求和素养特征，尤其是信

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可能造成的世界不确

定性，定位课程内容的要求，建立职业教育的培养

框架，确定学生培养目标。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课

程改革不仅仅要关注到“已知”，更要关注“未知”，

关注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社会”里，未来的员工

和公民在今天应该学习哪些知识，发展哪些技能，

涵养哪些素质等，进而在课程体系中回应需求。

在新的社会与技术环境面前，职业学校应通过

课程改革，推动人才观念、教育理念、办学模式升

级，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在复杂的不确定

环境中的认知和生存能力，培育学生的审辩式思维、

独立思考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关键

59



职教论坛/2021.01

课程教学 KECHENG JIAOXUE

就在促进学生心智升级，帮助学生拥有能够立足未

来社会且健康发展的心智。由于心智模式是根植我

们内心关于自身、他人及周围世界各个层面的假设、

具象和故事，并且受到定势思维、习惯思维、已有认

识的局限[8]。因此应审慎选择什么样的课程，用哪些

知识及什么样的方式，为学生创设类型丰富的学习

情境、工作情境以及生活场景，打破定势，使学生认

识到自身不足，不断完善自我，为学生更好地生存

与发展奠定基础。

三、以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促成“以学生为中心”

学校文化的基本思路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在工作

文件中提出，当今课程定位应该是从单纯的技术问

题转向国家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8]。 从职业教育的

视角看，课程改革在我国职业院校虽然已经有多年

的改革与探索，吸收域外经验与本土探索实践从未

停止，虽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绩，但是随着经济

社会环境变化与职业教育发展，课程改革也面临着

全新的挑战。 在面向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着理念与模式、资源与条件

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唯有在“以学生为中心”这一基

本理念之下，围绕学生需求与学生发展，推动课程

改革，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才有可能推

动职业教育不断适应学生、适应社会、适应未来，才

能建设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

（一）教育理念上，课程改革要突出提供公平的

优质教育帮助每个学生成功

学业水平不高是教育公平的最大挑战。在我国

教育资源已经较为丰富、教育条件大大改善的教育

发展新时代，应通过提高整体教育质量、以多元化

优质教育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帮助每一位学生成

功， 逐步培育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生态。

因此，首先，观念要转变。教师和全社会都应高度关

注“最需要得到帮助”的学生群体，为他们提供合适

的优质教育资源，而不是以“有色眼镜”看待学业暂

时失败的职业学校学生，人为制造教育歧视和教育

不公平的恶性循环。 同时，也要科学认识多元智力

理论，摒弃“基础文化知识水平并不影响职业技能

学习”的观念，须知学习能力是互通的，关键在于以

科学的方式帮助学生实现学业成功。 其次，要理性

认识职业学校学业水平问题。职业教育不是造成职

业学校学生学业问题的原因，但如果学生无法通过

接受职业教育而实现知识、 技能和素养的全面提

升，那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未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职

责与功能， 也就难以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因此，全社会要共同承担改善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

平的责任与成本，为职业教育高位发展提供良好的

教育基础与生源条件。 再次，要科学把握职业学校

学生学业补偿的重点，将塑造学生完善人格与形成

个体核心素养作为职业教育的首要责任，重点培养

学生责任感、 沟通能力、 合作精神以及诚信等素

养，实现学生关键能力有效提升，奠定适应未来工

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素养基础。

（二）教学改革上，要着力破除造成学生学业失

败的结构性因素

一是要科学定位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关注职业

教育的“有限目标”（职业能力发展）与“无限目标”

（自我创造与自我实现）的结合，平衡“通用的知识与

能力”与“职业资格所需的专业竞争力”的关系，强

调基于“1+X”的综合职业能力养成，扬弃单纯重视

操作技能的培养定位， 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奠定基

础。 二是课程设计要更多注重通用导向，突出职业

学校课程对国家教育价值观的深切回应。 课程、教

学与学生学习是教育的优先元素，是学校建设与教

育质量的根本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职业教育办学

目标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课程

内容应整合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将能力发

展与价值观提升作为课程的主题与目标，立足我国

新时代职业学校教育立德树人的核心要求，研制适

应职业学校学生基础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基于课

程标准，高规格开发适合学生认知规律与学习风格

的教材，体现职业教育教材的实用性、趣味性和灵

活性。 同时，课程内容与教材要直面当前职业学校

学生的学业水平失衡和总体水平不高的问题，突出

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方法以及基础能力，让学生“听

得懂、学得到”。 教学过程要强调“学生成长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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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中”，突出学生主体与学习中心，因材施教，利

用项目、案例、情境等多种教学方法改善教学过程，

逐步培养学生对学业本身的兴趣。三是重视教学研

究与教学改革。 改变当前职业教育理论研究“重宏

观问题、轻教学改革”的倾向，倡导更多立足职业学

校课堂、关注职业学校学生学习心理、学习风格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解决当前职业学校课堂存在

的“不想学、不会学、学不懂”的现实困境，改进学生

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果。

（三）条件保障上，职业教育课程改革需要相关

资源的因应与协同

要相信，只要为学生提供足够机会与合适支持，

学习就能发生，教育质量就能得到改善。因此，一要

改善教育基础，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统筹发展。 职业

学校学生目前存在的学业问题究其根源在家庭教

育和义务教育，解决问题的根本举措在于城乡、区域

和校际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因此要统筹改善各阶

段教育水平，尤其要重视农村地区教育发展，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 营造良好的教育发展氛围，将学前

教育、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衡量

区域经济社会总体水平的重要尺度与标准，这是地

方政府的应尽职责。 二是重视教师发展，提升教学

能力，强化内在动力。 构建高水平职业学校教师队

伍，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和发展性，尊重教师工作的

创造性与思想性，为教师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参

与职业教育事业全面进步，实现教师的教育情意、

专业水平、研究能力整体提升。具体方式上，应重视

教师培养与培训课程的设计，通过加强面向职教教

师的学术训练，重点关注职教教师教育思想与理论

发展，突出训练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教学工

作的专业性与科学意蕴，从而保障职教教师工作奠

基于专业尊严和社会尊严。 三是强调学业标准，优

化职业学校学生文化基础能力测试诊断与问责功

能。现行的职业学校语文、数学、英语以及信息技术

等文化基础课程测试对学生学业水平改善有一定

的效果，但也要关注测试本身和执行过程中的限度

问题，如题库的全面性、测试过程的真实性以及测

评结果的应用性等。因此要通过加强职业学校学业

标准研究，并有效转化为各类科学测试工具，以公

正、严肃、透明的测试流程，建立测试的权威性。 与

此同时，强化测试结果应用水平，为改进学习、促

进教育监测与教育问责提供科学意见，同时也要关

注建立专业学习评测标准，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和专业能力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四是加大投入，

提高教育管理水平，统筹优质教育资源投入，改善

学生学习体验，改进学习效果，为教师科学教学、学

生有效学习提供全方位的高水平支持。 同时，以实

现学校、地区间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为目标，改善投

入机制，实现职业学校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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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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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地协同模式是精准扶贫战略下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探索。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贫困地

区农村职业学校面临多重约束，内部社会资本稀薄、学校结构网络位置层次低等问题限制了学校的发展。
校地协同发展模式促进了优质高职教育资源通向农村，探索了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提升了

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的服务能力。 深化校地协同发展模式， 关键在于促进农村职业学校社会资本再生

产。 通过政府对农村职校发展的制度化保障以重构学校社会资本，促进学校内部社会资本再生产，拓展学

校外部社会资本，并实现内外部社会资本互动、融合与共生，从而推动贫困地区职业学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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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地区的扶贫工

作力度，并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理念。 在各种扶

贫措施中，发展教育被认为是贫困地区实现彻底脱

贫的重要基础与手段，意义重大。 作为直接服务经

济社会的教育类型，发展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

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学一门技 能，脱贫一个 家

庭”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和职业学校的宣传用语。 但

从现实看，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服务能力

难以适应贫困地区脱贫及发展的需求。在精准扶贫

国家战略之下， 农村职业学校要通过积极把握机

遇，利用资源，一方面为所在地区反贫困行动提供

人力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寻求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路径与方式。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

之下提出的。
一、职业教育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提出的背景：

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受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贫困地区农村职业

学校在发展上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 从内部看，这

种约束主要表现在农村职业学校办学方向与服务

面向错位，办学层次与水平较低，难以满足社会需

求，社会认可度低，家长与学生对接受农村职业教

育的信心不足， 不信任学校的办学行为与办学质

量，师资流失严重，办学经费短缺，基础设施设备不

足。从外部看，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力度不强，投入长

期严重不足，缺乏制度保障，“重普教、轻职教”的现

象严重等等，都 极大地限 制了农村职 业学校的发

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由于：
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在社会系统结构中的层级

较低，汲取与动员资源的能力欠缺，在区域内与其

他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弱，社会关系网络位置边

缘化。 学校社会资本稀缺，进而影响学校办学质量

提升和影响力扩大，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境遇。 具

体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是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内部社会资本稀

薄，关系网络松散。 学校内部社会资本主要指存在

于学校内部并能促进学校成员间的信任与合作，推

动学校部门沟通与协调，从而增强学校内部凝聚力

的关系网络。 学校办学质量和社会地位如何，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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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学校及其内部成员在社会上的声誉与地位，也会

影响学校内部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
学校办学水平本身就体现在学校的管理能力、制度

规范水平以及成员精神风貌等各个方面。 因此，由

于办学质量和服务水平等问题导致学校的区域贡

献水平较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难以获取民众

和政府的认可与支持，造成人心涣散、教师流失严

重、学校管理与组织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相互

影响，互为因果。从社会资本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学

校内部社会资本稀薄导致组织效率低下的表现。
二是在社会网络中， 学校的结构位置层次较

低，难以获得发展资源。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网

络中行动者所处系统结构中的位置直接决定行动

者获取嵌入在社会结构中各类资源或者关系的能

力。 在社会结构中，位置、权威、规则以及代理人是

四个构成要素，并由此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

结构特征。占据金字塔顶端的行动者在资源占据能

力与信息获取方面都具有他人无法比肩的优势。从

这一角度不难发现，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学校在社

会网络中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 一方面，农村职业

学校与县域内其他高中阶段学校在资源分配上处

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地方行政部门对普通高中支持

和关注明显高于职业学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职

业教育各类项目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扶强扶特不

扶弱”，示范校、重点专业、示范专业、特色专业等项

目都是关注基础能力好、 专业实力强的学校和专

业，贫困地区职业学校则毫无竞争优势。
三是由于校际关系网络强度弱，限制了学校获

取发展所需社会资本的范围与水平。社会资本理论

认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

者的联系紧密程度直接影响了其获得社会资本的

能力。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的校际联系主要表现

为与区域内其他部门的关系、 与合作企业的关系、
与其他跨区域学校的关系。 总体来说，学校校际关

系范围小、强度弱，从外部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也

相对较弱。 如，贫困地区职业学校在寻找和选择合

作企业方面难度较大，合作的期限与方式缺乏话语

权，学校也难以与其他高水平职业学校形成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此外，由于职业教育并非区域内民

众最关注的教育类型和政府最关注的政绩，因而贫

困地区职业学校在获得政府支持、民众信任等方面

也存在困难，而这些又恰巧是职业学校发展的关键

外部社会资本。
二、职业教育校地协同发展模式的内涵及多重

意义

（一）职业教育校地协同发展模式的内涵

为了切实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湖南省

探索并实践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职业教育校

地协同发展模式，经过接近三年的实践，已经初步

取得了成效。 2015 年起，根据湖南省精准扶贫总体

安排与部署，湖南省教育厅陆续制定了《湖南省教

育厅教育精准扶贫试点方案》、《湖南省教育厅教育

精准扶贫工作规程》、《湖南省教育扶贫规划（2015-
2020 年）》等文件，为发挥教育在扶贫攻坚中的战

略性地位，凸显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创新了职业

教育扶贫的思路，形成了“对口帮扶”的发展思路。
根据此思路，湖南省遴选 11 所基础条件好、办学水

平高、师资队伍强的省级示范性职业院校，按照“专

业对口、产业对接”的原则，对口帮扶湖南省怀化市

的 11 个贫困县及其中等职业学校， 形成了职业教

育精准扶贫的新格局。 从内容上看，高职院校从学

校层面到专业层面均与帮扶对象紧密对接，同时服

务对口帮扶县的相关产业，形成全方位的系统扶贫

方案，也探索了一种新的职业教育扶贫模式———职

业教育扶贫的校地协同模式（“校”是指高职院校，
“地”是指对口扶持县及其农村职业学校），希望以

此方式带动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和产业的发展。
从校地协同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看，高职院校

为贫困县“定制”了全方位帮扶的服务内容。一是各

个县的职业中专获得了高职院校的精准帮扶。以某

结对子为例，双方所签订的《结对帮扶框架协议》中，
高职院校为县职业中专提供了学校品牌使用、办学

理念更新、特色专业群建设指导、专业课程与校本

教材开发、教师培训、信息化建设与优质网络资源

共享、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对口招生、项目申报

等 9 个方面的帮扶内容，为期三年。 9 个方面的帮

扶内容几乎涵盖了从学校管理到人才培养以及资

源建设等各方面。 在政策性帮扶的同时，高职院校

还出资为帮扶对象建设实习实训基地。二是在帮扶

县职业中专的同时，高职院校根据自身专业结构，
研究贫困县的特色产业布局、发展趋势与需求，并

为其提供上门技术服务、产业技能培训、基层干部

培训等方面的定向项目，对接贫困地区产业等方面

的需求，带动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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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是特定的精准扶贫政策条

件下，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策略选择。 从

内容上看，这项政策既关注了高职院校通过资源输

出的方式，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提升农村职业

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又突出了通过改进

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与办学水平，逐

步实现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作为“精准扶贫”战

略背景下的一项制度设计， 校地协同发展模式之

下， 高职院校在为贫困地区职业学校输送办学理

念、规范、制度、资源以及各类关系的同时，也通过

与当地政府的合作， 既促进当地产业的科学发展，
并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帮助与强化当地政府对

农村职业学校办学的关注和支持。 从实施的效果

看，校地协同对高职院校、农村职校以及贫困地区

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深刻改变了区域职业教育发

展生态。
（二）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是向农村职业学校输

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1.校地协同促使优质高职教育资源通向农村，
改进农村职校内部社会资本质量。在我国当前职业

教育发展环境下，职业学校办学质量与发展水平受

到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与投入水平的影响，具有较强

的“政策性”特点，这已经为多数研究所证明。 校地

协同发展模式通过将优质高职教育资源通向农村，
满足农村地区对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的需求，突破了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资源限制，改善了农村职业学

校的发展条件与办学质量。 从目前的实践看，校地

协同发展模式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优质高职教

育资源通向农村。
第一，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充足而优质的资

源供给是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生存与发展的重

要基础，也是其目前发展面临的重要限制。 校地协

同发展模式下，高职院校通过多种方式为农村职校

提供优质资源，如学校品牌共享、合作招生的优质

生源共享、合作企业信息共享、教学资源共建、组织

教师学习班与学生对口升学等。
第二，优化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师资队伍。

近年来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优秀教师大量流失，
现有师资队伍优化难度大，人才引进困难。 在校地

协同发展模式中，高职院校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

校在促进人力资源交流与优化方面形成了长效机

制。以教师培训为例，一方面，示范性高职院校定期

派出优秀教师到农村中职学校现场教学，通过课堂

听课、集中授课等方式，为学校开展全员教师培训。
另一方面，农村中职学校选派教师到高职院校跟班

学习，全面了解与学习职业教育课堂教学、项目申

报与管理、学生管理等多方面的做法与经验，通过

培养骨干教师带动农村职业学校整体队伍建设。师

资的交流合作机制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冲击与革新了教师的教学思想与

理念，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和水平，改善教师的专

业情意和职业精神，促进农村地区职业学校教师专

业发展，全方位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提升学校人

力资本积累水平，教师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能力得到

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改进。 二是通过外部模范激励

和引领的方式，在教师群体中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

面貌与工作氛围，强化教师对学校与组织的认同和

归属感，并提升教师尊严感和幸福感，激发工作积

极性和干事创业热情。 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人力

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人事管理的成本也将随之

下降。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成员对组织认同度提高、
成员之间的信任提升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效

率与水平的改进，是增进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重要

方式与途径。 对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而言，建

设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在教职员工中形成一种积

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和精神面貌， 是学校摆脱困境、
实现总体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三，改进学校管理，创新学校制度。贫困地区

职业学校的落后，一方面，体现为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优质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缺乏和人才培养质量缺

乏保证等；另一方面，缺乏制度规范与管理模式的

保障则是学校一直处于低水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只

有通过规范制度，实现科学管理，才可能保证优质

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人力资源的最优利用。校地

协同发展模式下，高职院校通过了以下几种方式改

进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的管理模式与制度建设：
一是高职院校将部分优秀管理干部派送至帮扶学

校，任职学校的中层及以上岗位，长期驻校，实质性

地参与学校的管理；与此同时，贫困地区职业学校

选派管理干部交流到高职院校任职，现场学习学校

管理，通过“干中学”改进管理意识，提升管理能力。
二是高职院校为农村职业学校定期举办管理干部

培训班，培训内容涵盖学校管理、学生管理、项目管

理、人事管理等多个方面的通用性和专门性管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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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面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 三是高职院

校将一系列具体管理模式与制度规范文件直接引

进到农村职业学校， 通过校本化改造并进行实施，
实现农村职业学校各项制度的升级与更新。先进的

学校管理模式与完善的制度规范本身蕴含了规制

性、规范性要素，实现了学校的规 范化、精细化 管

理。 在高水平的管理模式和规范的管理制度之下，
既能促进学校各类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引

导学校各个层次的管理者按照相应的管理职责各

行其是，促使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的规范化、高效化

和科学化， 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按照既有的规范开

展，同时又适时创新，不断提升工作绩效。
2.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均衡

发展，有效改善农村职校社会资本汲取环境。 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投入更多的资本

在低收入人群的身上，使他们在接受较多的教育与

训练之后，增进收入[1]。 因此，政府要通过实现教育

的机会均等，保障社会成员都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

的权利。但是从现实情况看，越是贫困地区，职业教

育的分布越少，民众接触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机会

越少，有研究者将其总结为“公平性缺失引发的职

业教育机会的区域性失衡，支撑性不足引发的核心

教育资源的匹配性失衡，协调性孱弱引发的职业教

育结构的局部性失衡，水平性阻滞引发的人才培养

质量的效力性失衡”[2]。 以湖南省为例，5 所国家示

范性高职院校，4 所分布在长株潭地区；4 所国家骨

干高职院校，2 所在长沙。 除此之外，从地域分布

看，高职院校办学地点城市取向特征明显，65 所高

职院校中，没有学校选择县城或县城以下地区作为

办学地点。从办学效益的角度考虑这一选择无可厚

非，但城市导向办学带来的最为明显的问题是缺少

立足于农村地区、支持农村地区发展的高水平职业

学校，职业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 这样一来既

不利于扶贫工作的发展，也对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完善造成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职业

教育发展的生态，也极大影响了农村职业学校社会

资本能力与水平。
针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困

境，校地协同发展模式将通过资源的流动与互通和

提升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等途径，实

现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其深刻意蕴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公平公正的职业教育发展

价值观为引领。校地协同发展模式通过对口帮扶将

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通向贫困地区，以补偿式的倾斜

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过往发展所欠的“旧

债”进行弥补，使得贫困农村地区民众获得平等接

受优质职业教育的机会，从而获得在劳动力市场的

竞争机会。这是突出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的应有之

义，也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发展价值取向。 二是通过

提高办学能力实现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 均衡发展的本质在于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低

质量的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不是办学目标。高质量不

仅需要优质教育资源保证，同时，学校的办学理念、
管理者理念与管理方式、教师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精

神、学生的素质等方面也是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重要

内容，因而校地协同发展模式突出了对上述内容的

关注。 三是实现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有研究者认为，特色化资源主要指的是所提供的职

业教育服务要体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及

其技能人才需求。 “资源均衡阶段学校的外延式发

展、依附性发展和同质化发展模式，必须转变为质量

公平阶段的内涵发展、自主发展和特色发展模式[3]。
农村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与学校特色发展之间形成

一个较好的匹配点， 在实现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将

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心由保障农村地区以及农村地

区人口平等享受教育资源逐步转向为分享特色化

资源。 通过实现区域内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农村职

业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享受与城

市职业学校同等发展机遇与资源，社会资本的汲取

通道与方式都将得到极大改进。
3.校地协同发展模式提升农村职校服务能力，

促进其提升外部社会资本水平。当前我国处于扶贫

攻坚的关键期，产业发展是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的重要基础，国家扶贫资金到了地方上要求将其中

70%左右用于产业扶贫，涉及对象最广、涵盖面最

大，是实现好精准扶贫的关键。 职业教育作为智力

扶贫的一种重要方式，被寄予了较高的期待，也赋

予了重大的使命。校地协同发展模式通过智力支持

和产业发展扶持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贫困地区精准

扶贫的具体工作中，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自身 的优

势。 在服务产业发展方面，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按照高职院校专业优势，对接地区产业重点，促进

专业服务产业发展。 如某贫困县拥有丰富的文化、
旅游及农业资源，是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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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类繁多，特色鲜明，但工艺品的工艺水平与文

化底蕴需要提升， 旅游服务产品有待进一步开发，
因此，省教育厅安排了有工艺美术类专业特色的示

范性高职对接该县，重点围绕该县的传统工艺品产

业和旅游服务，推广了该校的“人才培 养、技艺传

承、文化研究、创新研发、传播推广”五位一体工艺

传承创新体系，升级传统工艺，开发新型产品，并不

断提升该县的旅游服务水平，在保护传统产业的同

时，促进了县域就业、创业等工作全面发展。
通过结对帮扶的协同式发展，深度开发农村中

职学校本身的资源，在提升办学质量的同时，发展

学校个性， 实现农村职业学校高质量有特色发展。
在校地协同发展模式下，贫困地区中职学校获得了

从理念到条件、从教学到管理、从项目到机制等多

方面的迅速成长，办学水平得到提高，成为推动贫

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农村职业学校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能力的增强，其在区域经济社会中

的地位不断提高，进而在社会系统结构中的位置层

次得到提升，从而影响学校汲取内嵌于社会结构中

的资源或关系的能力，也改进了学校外部社会资本

的水平。
三、促进农村职业学校社会资本再生产：优化

校地协同发展模式的策略选择

对于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的发展而言，社会资本

价值的深化，需要职业学校社会资本的整合、内化

和再生产，经过这一过程，实现职业教育校地协同

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从“对口援助”式帮扶，到贫困

地区职业学校实现“自主成长”与可持续发展，改变

以往扶贫过程中的“输血式扶贫”。
依据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分类，组织的社会资

本可以分为组织信任、 互惠规范和交际网络的集

合。组织信任指的是各类利益相关者对学校教育质

量、管理水平的认同与信任；组织的互惠规范指的

是学校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稳定的、多赢的

共同契约或者规范；交际网络则是指在组织与外部

环境及组织内部群体通过互动所构成的关系和网

络连接。他认为社会资本的这些特性能够帮助提升

社会效率，促进协调行动[4]。 理解社会资本，社会网

络、行动者以及资源是三个核心要素。 从组织社会

资本的特征来看，可以简要概括为：通过政府为农

村职教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以促进学校社会资本

重构，促进学校内部社会资本再生产以及拓展外部

社会资本汲取渠道。

（一）以校地协同为契机促进政府对支持农村

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化保障，重构学校社会资本

对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而言，组织在发展

过程中，资源的获得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政府在其

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就是一种

典型的通过政府行为而实现的。从重构农村职业学

校社会资本的角度看，以校地协同为契机，通过政

府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 并强化制度执行力度，为

农村职业学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由于现行的职业院校对口帮扶的政策与制度

都是临时性的，这些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为贫困地区

职业学校的发展带来资源与机会，但这一政策并不

能成为农村职业学校长期的制度保障。 因此，从根

本上说，需要政府针对贫困地区的现实需求，加大

支持农村职业学校发展的制度设计，并强化制度执

行。 在制度设计环节，政府应依据当前职业教育发

展的社会环境与教育生态，根据精准扶贫的政策契

机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长期需求，制定促进农村

职业教育发展的短期措施与长期制度，将职业教育

发展作为贫困地区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明确部分

补偿性扶持政策，明晰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

的责任。地方政府要将农村职业学校的发展与精准

扶贫战略及规划结合起来，统筹规划、资金以及经

费，通过明确相关发展政策、资源以及经费，改进农

村职业学校的基础能力建设，提高办学质量，从而

促进学校自觉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激发学

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与此同时，强化相关制度的

执行与督导，确保制度落到实处。 作为学校发展过

程中的一种关键资源，制度环境将决定贫困地区农

村职业学校社会资本的获取方式与渠道，是重构学

校社会资本结构的制度保障。
（二）通过校地协同促进学校内部社会资本再

生产，确保学校自身可持续发展

“对口帮扶”仅能让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积

累自身发展短期所需的社会资本，却并非贫困地区

职业学校发展的长久之计。学校只有在协同发展的

过程中不断汲取和消化通过对口帮扶等方式而输

入的各种职业教育优质资源，才能实现学校内部社

会资本的再生产，增进组织社会资本积累，推动可

持续发展。
在校地协同过程中实现学校组织内部社会资

本的再生产， 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策略选择：首

先，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要通过与先进地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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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交流与互动，积极主动地理解并接受先进职

业教育理念，树立科学的职业教育发展观与办学理

念，实现学校管理、教师发展、学生管理、教学管理

等多方面的理念转换， 以先进的理念引领学校发

展，以科学的手段激励教师参与学校发展，促进学

校内部信任的提升，改进学校领导与教师、教师与

学生、教师与教师、管理部门与教师、管理部门与学

生之间的信任，促进合作，减少不信任与内耗。 其

次，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要实现内部管理制度体

系的变革与规范。 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规

范农村职业学校在运行过程中的行为，减少发展过

程中的随意性，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与水平。 与此

同时，科学的规范化管理促进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

作，强化组织凝聚力，塑造团结向上的组织文化，提

升内部成员对学校的责任感与对职业教育事业的

使命感。再次，农村职业学校要善于利用机遇，把握

关键资源，凝炼学校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实现特色

发展，并向外界展现学校办学特色与办学实力。 贫

困地区职业学校要在自身实力不断得到改进的基

础上，通过对发展实践的关注与总结，不断凝炼学

校的发展核心价值观，向外界树立自身改革与发展

的良好形象， 利用各种机会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促

进社会与公众了解学校的办学，充分利用学校开放

时间，将社区与媒体请进学校，改变以往外界对学

校的刻板印象，充分展示学校发展的成果。 在这一

过程中，学校形象的改善与学校特色的形成，是极

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将为学校争取更多外界支持和

汲取社会资源奠定基础。
（三）以校地协同发展模式不断拓展学校外部

社会资本汲取渠道

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指的是学校作为社会中

组织个体而获得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来

源：一是组织的纵向联系，如职业学校与政府及教

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的下属机构等；二是学校的

各种横向联系， 如校地协同发展模式中的校际联

系、学校与其他兄弟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

等。 通过各种形式的联系，作为组织的学校拓展外

部社会资本汲取渠道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资源。
在校地协同发展模式下，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

校要稳定外部社会资本汲取通道。 一方面，农村职

业学校要利用校地协同发展的政策契机，与帮扶学

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有赖于利

益均衡机制，简单的“强-弱”帮扶模式并不可持续，

在实现帮扶的同时寻求资源输出学校的利益需求

才可能实现多方共赢机制。 因此，贫困地区农村职

业学校要充分调动自身在区域内的各种社会网络，
并积极促成帮扶学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在形成利

益均衡机制的过程中， 稳定与帮扶学校的合作关

系，搭建一条长期的外部社会资本的获取渠道。 此

外，农村职业学校要通过校地协同模式进入对口学

校的社会网络，利用帮扶主体学校更广的社会网络

关系， 主动拓展内外部社会网络关系或者资源，不

断拓展自身的优质资源的来源渠道，进而转变为自

身的社会资本。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职业学校要积

极融入区域经济社会，逐步占据区域社会网络中的

有利位置，从而扩大自身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作为

学校关键资源的控制者，地方政府对职业学校发展

的影响深刻， 也是学校外部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在校地协同发展模式下，不断加强自身与区域政府

部门以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学校的

区域贡献获取政府的支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对校

地协同发展模式以及学校自身发展的支持，从而提

升自身资源获取的质量与数量，转换为自身发展的

社会资本。
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要以推进校地协同发

展模式为契机，促进整合学校内部社会资本，使学

校在更新发展理念、改进管理水平、提高办学质量

的过程中，优化发展资源，进而实现自身在社会网

络中有利位置的强化，改变学校在系统结构中的低

位状况，并强化在社会结构中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

关系强度，提升汲取社会资本的范围与质量。 在此

基础上，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促成内外部社会资

本的互动、融合与共生，促进学校进入可持续发展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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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教师来说，课程创生是一个永远受关注的议题。新技术时代职业学校教师的课程创生是一种指

向职业核心素养培育的课程行为，具体表现为教师将课程“教材化”、教材“教学化”以及教学“生活化”。基于

职业核心素养培育的课程创生可从如下四方面展开：一是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注重课程目标的动态生成；二是以

尊重教材为基础，注重课程内容的合理重构；三是以情感体验为主线，注重课程实施的情境创设；四是以素养形

成为依据，注重课程评价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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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学生

走向职业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师课程创生

胡 小 桃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课程改革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课程改革的全面

铺开为职业学校教师课程创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伴随着十九大“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提出，核

心素养开始进入课程视野，走进课堂。基于核心素

养培育的课程改革虽然肇始于基础教育领域，但对

职业教育而言，同样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与现实价

值。职业学校教师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基于技术变

革的需要，将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与学

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创生课

程教学，这既是时代发展赋予职教教师的重要使

命，也是职教教师课程创生的价值取向。

一、课程创生：职业学校教师的时代使命

课程创生这一概念最早由 1992 年美国学者

辛德尔提出，他将课程实施划分为三种取向：忠实

取向、相互适应取向、创生取向。课程创生一经提

出，便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我国学者李小红

基于创生取向课程观的思考，提出了“教师课程

创生”的概念。她认为，教师的课程创生是教师

对课程目标、内容、意义与理论等课程要素进行的

持续、主动的变革、建构和创造 [1]，是教师在课程

运作中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体现。职业教育承担着

培养以实践应用为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任务，

是科技与经济的“连接点”[2]，现代科技的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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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速了知识、技术与工艺的迅速更替，而技术知

识与工艺的更替必然要反映到课程内容中、反映

到教师的课程实施中来。课程创生既是现代技术

迅速发展对职教教师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技术

知识生成的内在规律使然。

（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呼唤教师课程创生

当前世界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第四次

工业革命，这是一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特

征的“技能型技术变革”，其引发的实际效应是对

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

的减少 [3]。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会引起

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研发、设计与管理等高级技

术工种比例将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提高

企业对劳动力知识、技能与素养的要求。

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以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为己任的职业学校做出应变。职业学校

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与企业行业的深度融合，了解

与掌握智能化时代企业员工的知识、技能结构与

素质要求；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适应企业行业发

展需要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教师是人才

培养最直接的主体，在这场技术革命中肩负着最

重要的使命，他们需要将新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

最新思想及时融入课程之中。而课程建设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课程一经建设

好，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随着新技术新工艺新

思想的变化而随时变化，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实

施过程中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基于新技术的发

展变化，引领学生对既有课程进行创造与重构。

可以说，课程创生是职业学校教师回应技术快速

发展、对课程教学带来挑战的必然使命。

（二）技术知识生成的内在规律要求教师课

程创生

在技术哲学史上，关于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

的关系有两种观点：技术知识应用观和技术知识

生成观。技术知识应用观认为“技术是对科学知

识的应用”，技术知识的获取遵循先理论学习后

实践应用的路径；技术知识生成观认为技术知识

是生成的，对规则性知识的掌握须放置在其产生

的情境中，需要经历“发现——验证——认知”三

个环节，方可达到对理解性认知 [4]。研究表明，以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更适合采

用技术知识生成观的教育路径，即学生对技术知

识的获取不是通过简单的“先理论学习后实践应

用”的过程，而是需要经过发现、验证、认知，然后

在认知基础上再实践的这样一个动态化过程。技

术知识的获取与情境、经验及意义理解密不可分，

教师在课程实施中要尽可能为学生创设“躬行实

践”的真实职业情境，挖掘学生生活世界的经验

与资源，将陌生的职业岗位知识与熟悉的生活经

验联结起来，让学生通过观察、体验、操作、领悟与

反思等实践活动，在个体与情境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激活已有经验，“生发自己对事物原初性的感

受，表达身体对事物的体验，从而激发他的感性思

维和内在探究事物的渴望和能力”[5]，达到对规则

性知识的意义理解，并建构新的知识与技能（包

括更为复杂的个体性实践知识，如习惯、态度、表

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可见，学生对规则性知识

以及蕴藏其后的个体实践性知识的获取，不是通

过课程直接传递的，也不是通过教师的讲授获得

的，而是在教师创造的学习情境中，通过师生的交

往与对话，在探究、体验与实践过程中生成的。从

这一角度来看，技术知识的这种生成性规律要求

教师在课程实施中不断进行创生。

二、职业核心素养培育：职业学校教师课程创

生的价值诉求

教师的课程创生是对多年来忠实取向课程实

施的一种批判与超越，它强调课程实施是师生的

一种生命交往与对话活动，是师生在基于已有的

知识、经验、技能与智慧的基础上，对教材、教学与

环境等多种课程因素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整合与

体验。在核心素养的时代境遇下，课程创生不仅

意味着教师要引导学生生成相关的技术知识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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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要引领学生思考技术技能背后所隐含的思

维方式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也就是说，教师在课

程创生中要关注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育。

（一）职业核心素养是当下职业学校学生的

必备品质

什么是职业核心素养？职业核心素养是核心

素养在职业领域的体现。2014 年教育部颁发的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核心素养”这一概念。

核心素养是素养中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部分，是

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

和社会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6]，是学生发

展自我、胜任工作所需要的一种“集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于一体的综合能力形态”。[7] 对职业

学校学生而言，其核心素养主要指向职业领域，

是职业领域中所需要的最基本、最关键的品格与

能力，因而称之为“职业核心素养”。“素养”“核

心素养”“职业核心素养”三者的内涵与构成如

表 1 所示。职业核心素养并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岗

位而言的，而是适用于所有行业或职业领域，主要

包括以实用为导向的职业知识、以专业为导向的

职业技能、以价值为导向的职业观念、以敬业为导

向的职业态度和以生存为导向的职业心理素质等

方面 [2]。

表 1 素养、核心素养、职业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构成

内涵 构成

素养 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基础与能力（辞海）
包括道德品质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身心

素养等方面

核心素养
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

包含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6 个大点、18 个小点

职业核心素养
是职业领域中所需要的最基本、最关键的品格与

能力

包含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观念、职业态度

和职业心理素质等方面

从表 1 可以看出，三者之间是上下位关系，从

上往下越来越具体化、精细化。核心素养是素养的

具体化，是一种跨学科（情境）的综合能力，只能通

过一定情境下观察到的表现进行推测而无法直接

观察和测量，其本质属性是通用性或可迁移性 [8]。

职业核心素养本质上属于核心素养，只是它面向

职业领域，是职业世界必备的品质与关键能力，是

一种“职业通用素养”或“职业关键素养”[9]。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信息化、数字化

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未来

的企业生产不再是固定的、标准的、模式化的流水

线操作，而是动态的、个性化的生产，技术人员面

对的是系统的工作流程，他们将由机械操作者转

变为智能设备的管理者，技术人员的这种角色转

变必然对其职业素养提出新的要求。有学者认为，

在“工业 4.0”时代下，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主

要表现为系统化的思维、跨学科复合化素质、信息

化素养等方面 [10]。作为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

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

仅要关注学生职业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以及职业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复合素质的养成，更要关注学

生职业思维能力及获取信息与处理信息能力的培

养。比如面对不同岗位或工作任务，学生要能够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与处理数据资料，能够运

用系统化思维去思考、分析与解决工作过程中的

现实问题，在工作岗位上具备健康生活、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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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责任担当的意识与态度，等等。可以说，职业

核心素养正成为当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最受关注

的议题。

（二）职业核心素养培育是职业学校教师课

程创生的价值选择

如果说素养可以通过个人的生活感悟、自我

修炼而形成的话，那么核心素养（包括职业核心

素养）的形成则更有赖于教育，有计划、有目的、

系统的课程学习对素养特别是核心素养的养成起

着更为快捷有效的作用。核心素养可以借助学科

知识的学习进行培养 [11]，因为课程中承载着知识、

技能与价值观等，这些是核心素养的潜在表现形

式。但是从课程知识到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这

个过程需要教师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与创造性的

教学，只有通过教师创造性的设计与教学，课程知

识才能转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课程实施

（教学）是核心素养形成的重要路径，离开了课程

与教学，核心素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核心素养的

培育离不开教师的课程创生。

职业学校教师在课程创生中指向的不是单

一的学科核心素养，而是职业工作领域所需要的

职业核心素养。同时，职业学校的课程实施过程

是将社会、行业企业对人的要求转化为学生发展

的过程，或者说是实现学生从“自然人”到“职业

人”“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价

值中立的，教师在教学中不是“纯知识和技能”的

传授 [12]，而是需要对课程中所蕴含的代表社会、行

业企业的主流文化与价值观念进行解读与审视，

学生在掌握技术技能的同时，更要形成对行业企

业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的认同。可见，职业学校

教师的课程创生是一种有价值选择的课程行为。

三、基于职业核心素养培育的职业学校教师

课程创生的意蕴

职业核心素养的培育依托于教师的课程教学。

只有通过课程教学，特别是教师的课程创生，学生

在职业领域所需要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才能与

专业、与课程对接起来。那么，基于职业核心素养

培育的教师课程创生有何意蕴或者说如何理解？

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意蕴。

（一）在课程的“教材化”过程中明晰职业核

心素养的存在方式

通常情况下，课程往往被看作是“按照规定

的方式向学生传递的知识体系”，即课程被等同于

知识体系。其实，课程不只承载有学生需要学习

的事实、概念、原理等知识与技能，还承载着社会

生活经验。对职业教育课程而言，课程内容除了

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外，更包含有工作过程或职业

岗位中所需要的策略、方法、态度与价值观念等。

但课程只是一个观念形态的概念，它只告诉我们

要“教什么”“学什么”，课程内容并不能以物化

的形式直接呈现给学生。课程的物化形式是课程

标准与教材，课程标准是课程编制的指导性文件，

课程内容只有通过教材才能得以外显。在课程内

容转化为学生学习内容的过程，教师有两类重要

的教育加工活动：一类是将课程内容转化为教材

内容，一类是将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课程

内容的“教材化”过程 [2]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课

程“二次开发”，也是教师课程创生的重要表现。

因为它内在地蕴含着教师对课程内容个性化的演

绎与创造，教师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心理化”[2]

和“专业化”的教育加工，即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认

知发展规律和工作过程知识的生成逻辑，将课程

中承载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态度、职业观

念等转化为教材内容，只有将课程转化为教材，课

程内容才能外显为学生学习的材料。由于教师的

生活经验、社会阅历、教学智慧各不一样，因而教

师的课程创生——课程的“教材化”也是多样化

的，同一门课程可能编制出多种版本的教材。但

是，不管教师对课程进行什么样的创生，课程的

“教材化”必须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即课程中蕴含

的专业知识、技能、方法、情感与态度等必须在教

材中体现出来。根据前文对职业核心素养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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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承载的这些专业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

念正是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因此，在

课程的“教材化”过程中，教师必须清晰地意识

到，教材的编制从内容、形式到组织结构都应以职

业核心素养为导向，围绕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培

育要求进行设计，职业核心素养以职业知识、职业

技能、职业态度与价值观念、职业心理素质等形式

存在于教材之中。

（二）在教材的“教学化”中探寻职业核心素

养的培育路径

正如课程不是知识的堆积，课程实施也不只

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递与再创，课程实施的过

程在本质上是师生以教材为中介，在具体的教育

情境中，通过交流对话与实践活动，对课程中承载

的职业知识与技能、职业情感与态度、职业价值观

念、思想行为方式等进行体验与生成的过程。教

材作为课程的载体（文本课程），是课程实施的重

要媒介，将课程转化为教材只是便于将课程内容

呈现给学生，但教材也不是学生直接掌握的对象，

教材内容若要转化为学生掌握的对象，需要教师

将其教学化。教材的“教学化”[2] 过程是教师对教

材进行的个性化组织与实施，是教师课程创生的

又一重要体现。从教材内容到教学内容，这中间

有着很大的创生空间，教师需要根据既有的课程

计划、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以及学生职业核心素

养的培育需要来灵活处理教材。虽然课程计划是

固定不变的，但课堂教学情境却是千变万化的，因

为“在课程实践中，教师所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

生的、有着不同生活经验、丰富情感和个性差异的

人，这使得教师总是身处一系列频繁切换的课程

与教学情境，而任何高明的教师在课程实施和教

学展开之前都无法完全精确预测哪些课程与教学

情境将发生。”[1] 面对充满变化的课程教学情境，

教师必须随时随地运用自己的教学智慧对教材内

容进行再加工、再创造、再发挥，以满足不同课堂

情境、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在核心素养的视域

下，教学过程绝不只是为了增长学生的知识量，而

是要为学生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体验与探究机

会。教材“教学化”的过程不只是对教学内容的

设计，更包含对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方式方法的设

计，因为只有适切恰当的方法才能有效引导学生

学习并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引导学生思考、琢

磨、领悟专业知识与技能背后所隐含的职业精神

与思维方式、职业情感、意识与态度、价值观念等。

因此，教材的“教学化”过程是教师探寻职业核心

素养培育路径的过程。

（三）在教学的“生活化”过程中增强职业核

心素养的生成机会

课程的“教材化”和教材的“教学化”实现

了课程内容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但课程内容真

正要内化为学生的素养，教师还需做进一步的工

作——将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生活化”。教学

的“生活化”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生活实

例或自身经历，创设教学情境，把教学内容从“纸

上”还原到“生活”中 [13]，学生通过对生活案例的

情境体验与探究，从而内化书本知识、技能与情感

态度。教学的“生活化”需要教师充分发挥自己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合理选取生活案例或巧妙利

用师生的生活经历，使之与书本知识整合，因而也

是教师的一种课程创生表现。由于对书本知识进

行了生活化的“还原”，学生对学习内容从陌生走

向了熟悉，从抽象走向了具象，因而参与课堂学习

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学生主动探索、感知、领悟、内

化书本知识的动力得以激发，这无疑为学生职业

核心素养的生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核心素养

的培育不是“致知”性教育，不是通过学习静态

的文本课程或者通过教师的“讲授”就可以实现

的，因为“知道”和“明白”是一回事，能否将“知

道”和“明白”转化为素养又是另一回事。核心

素养的培育需要通过学生的自我反思、体验与领

悟，将“知道”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素养才能真正

培育起来。比如，告诉学生火是会烧伤人的，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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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体验，是不会很深刻地理解火与烧伤之

间的关系的，而如果让一个孩子把手伸向火，获得

了烧灼的痛感体验，那么这个孩子就会积淀有为

火不能碰的规避经验 [14]。可见，素养的培育需要

教师根据具体的学习内容进行教学情境设计，教

师需要基于师生已有的生活体验或经验，整合生

活资源，对充满弹性空间的文本或非文本课程进

行生活化的改造，从而把书本上的“知识”从“文

字”“道理”转化为有生命、能感知的生活经验，

为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生成提供契机。

四、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职业学校教师课程

创生的策略

课程改革的成败说到底取决于教师，取决于

教师的课程创生行为。“学校是真正发生教育的

地方，是课程实施的场所。不管课程设计得多么

美好，其实际效果都要通过教师的中介而发生作

用，脱离了教师，任何课程设计都不可能取得良好

的效果。”[12] 教师的课程创生是落实“立德树人”、

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那么，在核心素

养的时代境遇下，职业学校教师应该从以下四方

面进行课程创生。

（一）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在预设中生成课程

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

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

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

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真正的教学是教人而不是

教书 [5]，职业学校教师不只是教专业知识与技能，

而是通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来培育具有职业

核心素养的时代新人，这正是职业教育课程教学

的根本目的。“德技并重，赋能铸魂”不仅是职业

教育的时代使命，更是职业学校教师课程创生的

重要目标导向。

课程目标是对课程学习预期效果的规定，是

教师进行课程教学的依据。课程教学是一种有目

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教育活动，有效的教学需要

精心预设的目标指导，课程目标的设定是保证课

程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开展教

学活动，都离不开课程目标的指引。但是，课程目

标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教学情境的变化而动

态生成。课堂教学是动态的，随着教学过程的展

开，课堂中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展现出来，为了保证

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个体性能够得到充分展

现，让学生有更加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真正在

开放的课堂中促成职业核心素养的生成，教师需

要对这些不确定因素加以合理利用，比如转化错

误资源，巧用意外事件，突破预设目标对教学过程

的限制。可见，课程目标虽有预设性特点，但对于

有创生意识的教师来说，课程目标又是动态生成

的，预设体现了课程的封闭性与计划性，生成体现

了课程的开放性与动态性，课程目标是预设与生

成的统一。课程目标的动态生成性让职业核心素

养的培育能够更加得以落地。

（二）以尊重教材为基础，合理重构课程内容

教材是课程教学的根本依据，是课程资源最

为核心的部分，教材不仅集中了专家、学者的专业

智慧与学科水平，也承载着培育学生核心素养所

需要的知识技能与思想方法。学生的专业知识、

实践创新能力以及合作交流能力等都是通过对教

材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发展起来的。离开了教材，

课堂活动无法展开，核心素养的培育也会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教师在课程实施中必须

尊重教材，以教材为依据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

充分领悟、理解、吸收与内化教材中所蕴含的智

慧，培育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而不是随意肢解教

材、脱离教材或边缘化教材。

但是尊重教材不等于神化教材、唯教材是从

的“教死书、死教书”。一方面，教材知识并不能

直接转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教材知识只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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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组织，融入学生的生活世界，才能内化为

学生的素养。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教材内容往往滞后于当

前实际或技术发展水平。因此，教师在课程实施

中需要有对教材内容的适切性进行追问与反思

的意识，需要有大胆改造教材的勇气。教材是课

程的载体，对教材的改造亦即对课程的重构。对

职业学校教师而言，课程重构有两种情况，即课

程的一次开发和二次开发。一次开发主要是指

基于职业岗位需要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之后，将

岗位所需知识、技能与态度等转化为学习内容，

从而开发出相应课程及资源的过程；二次开发主

要指教师在课程实践中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学生

发展的需要，对既有课程进行再创造和再充盈的

过程。职业学校教师不仅要与专家们一起进行

课程的一次开发，以深入理解、把握专业的人才

培养目标、课程设计的思路、课程体系的构建等，

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课程的二次开发。如果说

一次开发主要是由专家和职业学校的专业带头

人来完成，那么二次开发则是所有教师都应参与

的活动。二次开发是教师基于已有的教学理念

与实践经验，结合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当前技

术发展水平以及学生发展的需要，对原本大众化

的、缺乏个体生命意蕴的静态的文本课程（教材）

进行再创造，使之转化为满足当前时期特定学生

学习需要的课程内容，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课程重构是一种超越

课程文本的生成性活动，充分体现了教师在课程

实施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以情感体验为主线，精心创设课程实施

情境

职业教育课程不是学科化的知识、工具性的

技能和预定的计划，而是动态化的过程、职业性的

文化和创生性的经验 [15]。职业教育课程的这种

动态化、职业性和创生性特点决定了职业学校教

师在课程创生过程中必需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任何知识要具有生命力，

都必须作为一个‘过程’存在于一定的生活场景、

问题情境或思想语境之中”。只有将知识或技能

置于一定的情境之中，知识与技能才是活的，脱离

了特定的情境，知识就是死的，技能也就成了机械

的、工具性的技能。情境与知识的关系就如汤与

盐的关系，情境是“汤”，知识是“盐”，盐只有融入

汤才是美味，知识只有融入情境才便于理解和消

化 [5]。情境使知识和技能变得具体化、生动化、形

象化、生活化、情趣化、背景化。可以说，情境是沟

通学生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桥梁，是知识转化

为素养的重要途径。

情境不是确定的、一成不变的，需要教师运用

自己的实践智慧进行创造，然后以方案、活动、方

法、观念或实践操作的形式呈现给学生。教师在

进行情境创设的时候，既要考虑课程知识本身的

特点，又要结合学生自身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

等，比如前文学生以手试火的经历。“教育中的真

实情境应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相关，而不仅是与知

识相关……脱离了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教育没

有资格自称为真实的教育，更确切地说，没有资格

自称为教育。”[16] 教师只有设计好教学情境，通过

情境“激活”静态的课程知识，从而使课程知识与

学生的经历、体验联系起来，将“他情境”转变为

“我情境”，学生才可能“身临其境”，在“我情境”

中真正感知、体验、领悟知识与技能的魅力，才可

能通过感知与体验，促成知识的生长与素养的养

成。

（四）以素养形成为导向，有效开展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是运用一定手段与方法对课程是否

满足学生发展需要所做出的价值判断。教师既是

课程评价的对象，也是课程评价的主体，作为评价

主体之一，教师的课程评价恰当与否对课程与学

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有效开展

课程评价也是教师课程创生的一种路径。那么，

教师如何进行课程评价、评价什么？对教师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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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价既包括对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评价（即课

程教学效果的评价），又包括对课程本身的评价

（主要是指对课程目标、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

实施方案等方面的评价）。在核心素养的引领下，

职业学校教师的课程评价应围绕学生职业核心素

养的发展来展开，在评价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做

出不同于以往评价的变革与改进 [17]。

首先，在评价内容方面，教师应由以往单纯关

注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获得的评价转向对学生素

养形成的评价，不论是对课程实施效果还是对课

程本身的评价，都要围绕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发

展来展开。前文已述，职业核心素养是通过职业

知识、职业技能、职业意识与情感态度来体现的，

因此，教师在进行课程评价时需要以这些要素为

依据来审视、判断课堂教学或课程本身的各项内

容是否满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需要。其次，在

评价方式方面，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课程评

价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如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

价，奖惩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绝对评价与相对评

价，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此外还有档案袋评价与

嵌入式评价等等。但每种评价方式都有它的适用

范围，教师在进行课程评价时先要了解这些评价

方式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分析以往的评价存在哪

些问题，然后再围绕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发展的需

要，以及评价内容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的评价方式。

再次，教师在进行课程评价时还要考虑评价主体

的多元互补。课程评价主体是多元化的，包括课

程专家、学校督导、教师、学生、企业人员等。但在

职业学校课程实践中，学生和企业人员参与课程

评价的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事实上，学生是课程

最直接的体验者与感知者，课程是否适合、能否满

足学生的学习与素养发展需要，学生最有发言权。

而对企业来说，特别是在校企合作模式下，企业人

员是课程方案与课程实施效果的最直接见证者，

课程设计是否体现企业最新技术与工艺、课程内

容是否蕴含职业岗位最需要的职业素养、课程实

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等等，企业技术人员有着最

深刻的体会。教师在课程活动中要破除课程评价

与学生、与企业无关的观念，鼓励、引导学生与企

业人员积极发表他们对课程的观点与看法，反馈

对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效果以及课程价值的意见，

特别是课程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方面的成效

评价。此外，课程评价也是动态生成的，教师要以

发展的眼光来对待课程评价，根据课程情境、学生

差异以及时空场域的变化，不断调整评价方式与

手段。总之，情境化、开放性、过程性、对话性将成

为核心素养取向下课程评价的亮点 [18]。

相比于普通中小学教师而言，职业学校教师

的课程创生显得更加复杂。普通中小学教师面

对的是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数学等科目相对

独立、知识体系相对稳定的课程，课程教学指向

的是学科核心素养。而对于职业学校教师而言，

面对的是社会不断变化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需求以及学生就业的需要，教学面对的不是某一

门课程，而是一个专业或专业群，教师不仅要了

解、熟悉所任教的专业课程，还要了解整个专业

或专业群的人才培养特点，了解职业教育与企

业、与社会的关联，其课程教学指向的是职业核

心素养。因此，职业学校教师在课程创生的过程

中，更要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统筹、整合各类资

源的能力。同时，在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职业核

心素养培育需求背景下，教师的课程创生需要从

“自为”走向“自觉”，即从“朴素的课程经验在课

程实施层面上的‘二次加工’”走向“在整个课

程运作过程及课程研究中，通过批判与反思，主

动地、持续地从事课程创生活动”。[19] 可以说，职

业核心素养视域下职业学校教师课程创生的实

践及其研究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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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Curriculum Creation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Core Quality

HU Xiaotao

Abstract: For teachers, curriculum creation is always a topic of concern. The curriculum creation of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in the new technology era is a curriculum behavior poin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core quality, which is embodied in teachers' textbook-based curriculum, Teaching-based 

textbook and life-based teaching. The curriculum creation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core 

quality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with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second,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eaching materials,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sonable re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third, 

take emotional experience as the main lin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reation of situation i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fourth,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cy,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

Key words: professional core quality; vocational teachers; curriculum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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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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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基本框架主要由职业教育理念与师德标准、学科专业知识与能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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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职业标准以及教师教育的有关标准为依据，坚持层次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差异性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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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

教师队伍建设越来越重视，学界对于中职教师专业标

准、职业资格标准、课程标准等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

多，但是，关于教师培训标准的研究却很少。 本文拟对

中职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框架构成、开发依据、原则

与方法等进行探索与分析。

一、开发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必要性

中职专业教师是指担任专业课教学与实训指导

的教职人员，是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 加强专业教师

培训是提升中职教师队伍水平的重要途径。 正因为如

此，自 2006 年颁布《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素 质 提 高 计

划》以来，教育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中职教师队

伍建设、提升教师能力素质的文件与政策，如 2011 年

相继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

度的意见》《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 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13 年推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专业标准（试行）》等。 “十二五”期间，国家用于职业院

校师资素质提升的资金高达 26 亿元，从培训制度、财

政经费等方面来保障职业院校教师培训的实施。

上述政策与文件的出台，为中职教师培训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对推动中职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中职教

师专业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培训

工作的进一步推行，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比如培训

方案一成不变、培训内容随意变更、培训考核制度缺

失等等。 虽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多角度、多

层次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但多停留在对培训方

式、培训路径或培训内容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缺乏

对教师培训问题的深层认识。 笔者认为，导致教师培

训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缺乏针对不同专业专任教师的

培训标准。

目前，我国中职专业教师培训主要由教育部批准

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承担，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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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标准，导致制定教师培训方案、确定教师培训内

容、 考核教师培训效果时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

各基地在开展培训工作时各自为政， 缺乏统一的章

法，处于一种比较杂乱的状态，这无疑使培训质量与

效果打上折扣。 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培训工作，迫

切需要开发一套完善的、 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师

培训标准，以规范培训内容与行为、统一培训评价指

标、引领培训工作有序开展，从而最终提高培训效果

与质量。

二、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框架构成

教师专业标准是指国家为宏观规范教师教育发

展走向， 彰显教师行业的个性， 引导教师专业持续发

展而制定的专门用于衡量教师专业发展状态的、多层

次的质量规格体系[1]。

目前， 关于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可谓异彩纷呈。

从国外来看，英国 2002 年修订的《英国合格教师专业

标准与教师职前培训要求》， 其框架内容包括三个维

度：专业品质与实践标准、知识与理解标准、教学能力

标准[2]。澳大利亚 2011 年颁布了《全国教师专业标准》，

它包含了专业知识、专业实践和专业承诺三个标准[3]。

新西兰 2007 年公布《教师教育毕业生标准》，该标准

分专业知识、专业实践和专业价值观与关系三个方面[4]。

从国内来看，香港地区 2003 年的《教师专业能力理念

架构及教师持续专业发展》分为四大范畴：教与学、学

生发展、学校发展、专业群体关系及服务。 我国《中学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

准（试行）（2013）》都将教师专业标准分为专业理念与

师德标准、专业知识标准、专业能力标准三个维度。 虽

然国内外关于教师专业标准的框架并不统一，但关于

对教师专业标准本质属性的认识基本一致，即把对教

师专业发展的规范与要求作为培养培训与考核教师

的依据。

借鉴国内外有关教师专业标准的构成维度并结

合我国中职学校教师自身的特点，本文将中职学校教

师培训标准划分为如下四个维度：职业教育理念与师

德标准、学科专业知识与能力标准、专业教学知识与

能力标准以及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标准。

（一）职业教育理念与师德标准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渗

透， 教育正发生巨大的变化。 如教育技术越来越先

进、教学手段与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学生的独立自主

意识越来越强等。 时代的发展与教育的变化向教师

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教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

习新的技术与知识，了解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树

立全新的教育观念，塑造良好的职业品德，才能应对

时代的挑战并保证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 教师培训

是帮助教师了解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 促进职业理

想与职业道德形成的重要途径。 通过培训，教师能够

熟悉职业教育有哪些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 应该具

备怎样的职业道德品质等等。 因此，在制定中职专业

教师培训标准时， 应将职业教育理念与师德培训的

标准纳入其中。

（二）专业学科知识与能力标准

对于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我国学者提出了诸多

不同的看法，如陈向明将其分为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

知识；申继亮将其分为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一般

文化知识及实践性知识；季苹立足体现新课程对知识

的综合性要求， 将其分为学科性知识和教育性知识；

钟启泉则将其分为三类，即以学科知识为主的本体性

知识、以教育基础理论为主的条件性知识和以教育经

验升华为基础的实践性知识。 透过这些分类，我们不

难发现，学者们分析的是教师作为一种专门性职业所

必须具备的全部知识与技能。

本文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标准专指教师在学

科专业领域（不含教育知识）必须达到的理论知识与

实践技能标准。 专业学科知识与能力是中职专业教师

胜任教学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虽然具备良好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并不必然就能成为一名好教师，但是专业知

识与技能不过硬的教师肯定不是合格教师。 因此，加

强中职教师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是当下教师培训

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职教师在专业知识与技能这一模块的培训中

有什么具体要求、要达到什么规格，这是制定教师培

训标准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师培训

为例，该专业的教师通过培训，首先要提升自然科学

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其次要提升服装设计方

面的学科理论知识，如服装设计原理和法则、服装结

构制图、制板、排料、放码步骤和方法等；此外，通过培

训要更加熟悉该专业领域的职业岗位，掌握该专业领

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前沿技术，具备该专业领域职业

岗位系统的、熟练的技术实践能力等（见下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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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教学知识与能力标准

专业教学知识与能力是教师职业的核心能力，是

教师将学科专业知识、技能与教育教学知识、技能整

合起来，并根据教育教学规律与理念开展教育教学实

践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与能力。 在培训过程中，教

师不仅要学习、掌握职业教育规律、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以及成长成才规律，还要培养、提升将职业教育理

论与任教专业的教学实践予以整合的能力（TPACK）。
专业教学知识与能力标准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以有机

整体的形式融于教师身上。 至于教育科学知识和教学

实践能力的具体构成，还需通过进一步的任务分析或

功能分析才能得出。

（四）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标准

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是教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

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教育教学中的现象或

问题进行研究，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揭示

教育教学规律，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

实践指导的一种能力[5]。

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推进，仅仅满足于专业水

平的提高已难以胜任工作需要，中职教师还必须具备

一定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比如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调

整专业结构，运用教育新理念进行课程开发与教学改

革等等。 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必然会洞察教育实践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总结与分

析教学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将现实问题与理论研究

结合起来，从而改进教学实践，提高教学质量。 因此，

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提升也是中职专业教师培训的

一个重要方面，在开发教师培训标准时需要将其纳入

标准体系之内。

三、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开发的

依据

目前，承担中职专业教师培训的国家级的基地有

60 多家，省一级的培训基地则更多。 由于各基地的地

域差异以及办学特色与资源拥有情况的不同，因而在

开发教师培训标准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与依据。

（一）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

目前，我国有关教师的法律法规已逐步健全，比

如 《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教师职业道德

法》《教师资格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教师的职业

道德、 专业知识技能、 教育教学等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 如《教师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教师有“进行教

领域 标准维度 标准要求

职业教

育理念

与师德

职业教育理论与政策
了解现代学徒制、双元制、产学融合、职业教育技能脱贫等现代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热点问题与政策，并掌握职业教育领域

服装设计人才的成长规律

职业教育教学理念 掌握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及行动导向教学方法体系的构建等先进教育教学理念

教学态度与个人修养
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职业习惯；尊重学生、关爱学生；具备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教育教学理念，能够遵循服装设

计人才成长规律和职业学校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将学生的知识学习、技能训练与品德养成相结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服装设

计专业

学科知

识与能

力

服装设计专业前沿理

论知识
掌握服装设计原理和法则、服装结构制图、制版、排料、放码步骤和方法等服装设计专业前沿理论知识

服装设计专业技术知

识与实践能力
掌握服装设计专业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前沿技术，具备该专业领域职业岗位系统的、熟练的技术实践能力

服装设

计专业

教学知

识与能

力

课程理论知识、 课程

设计与开发能力

具备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相关理论知识。 能以服装设计专业的某一课程为例，运用工作任务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课程设计与

开发

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

明确服装设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地位与作用，能够根据服装设计专业的教学大纲及学生实际情况，确定三维教学目标，
分析、选择与处理教材，选用合适的教学方法与媒体，设计学习任务，创设基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的教学情景；能够利用本行

业典型的生产企业资源，通过产学合作，进行实验实训课程资源的开发

教学组织与实施能力

能够根据服装设计专业的特点，以行动导向为原则，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能够应用服装 CAD 软件、CorelDraw 软件、
Photoshop 软件等教育技术手段实施教学；能够根据实训需要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布置实训任务；指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技术

技能训练，有效调控教学过程。 能够对自己任教的课程进行说课、评课、与磨课等

教学评价设计能力
能够根据服装设计专业的特点，设计教学评价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过程与结果评价，科学实施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
能对自己课堂教学进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能结合自评和学生对自己教学的评价做出具体分析

教材开发与编写能力
能够主动收集分析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信息和服装设计行业企业用人需要等相关信息， 不断进行教育教学的批判性反

思，改革教学方法，开发编写服装设计专业的教材

教育教

学研究

能力

教育教学研究方法知

识

具有科学研究的意识和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制定研究计划，选用研究方法，进行文献资料查阅与调研，处理研究数

据，针对服装设计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现实需要与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教育教学论文写作 能够从服装设计专业教学实践中寻找问题/主题，进行教学研究并撰写教研论文

教育教学课题申报 能够结合服装设计专业教学情况，选取合适的主题进行课题设计并申报课题

表 1 中职专业教师培训标准基本框架表（以服装设计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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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教

师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教师要“遵守宪法、法律和

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这些法律法规是制定中等职

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依据和前提， 只有遵守

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教师培训标准的开发才可能

更加科学合理。

（二）国家职业标准

国家职业标准是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

（工种）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作能力水平的规范

性要求。

目前，我国的国家职业标准将从业人员分成了八

大类，对每一类人员所从事职业的基本情况（如职业

环境、职业能力特征等）、从事该职业所需具备的职业

道德和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职业基础知识、从事该职

业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国

家职业标准是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接受职业技能

鉴定的基本依据。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作为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员，也即教育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样应有

专业的职业标准，这种职业标准是开发教师培训标准

的重要依据。 比如，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对服装制版师、

服装工艺师、服装质检员的要求，中职服装设计专业

的教师需要具备服装成衣设计的能力； 服装制图、制

版、放码能力；服装工艺缝制能力；服装 CAD、CAM 的

应用能力等[6]。

（三）教师教育相关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标准本位的教师教育研究

在各国兴起。 如美国 1995 年出台了《国家科学教育标

准》，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也纷

纷出台了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教师标准。 我国近年

来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教师教育标准，如《中等职业

学校设置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

学标准（试行）》等。 这些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

中职教师的职业素养、职业资格和专业知识与技能提

出了规范要求，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

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依据。

四、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开发的

原则

因地区差异和入职时间的不同，中等职业学校专

业教师在专业发展上存在着分层次和区域差异性特

点，因此，在开发专业教师培训标准时，应考虑层次和

区域特点，坚持层次性与发展性相统一、差异性与通

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一）层次性与发展性相统一

层次性，也指阶段性。 不同的发展阶段，教师有不

同的衡量标准。 如澳大利亚将教师的专业发展分为毕

业阶段、胜任阶段、成熟阶段（accomplishment）和领导

阶段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设有相应的教师标准。 英

国将教师专业标准分为合格教师专业标准、新教师入

职标准、有经验教师标准、高级技能教师标准、教研组

长标准以及校长标准等六个层次[7]。可见，国外在开发

教师标准时都体现了教师发展的层次性。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的质量标准与规格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开发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培训标准时，不仅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

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制度和专业标准方面的经验，注重

层次性，也要关注教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考虑不同

阶段之间的衔接性，坚持层次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将

层次性与发展性统一，不仅有助于中职教师明确各个

阶段专业发展的重点，明确目标，同时又能实现专业

发展的持续性、终身化[8]。

（二）差异性与通用性相结合

差异性指地域差异性和民族文化差异性。 我国是

个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从最北边的黑龙江省到最

南边的海南省，从最东边的黑龙江省到最西边的新疆

维吾尔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存在很大的差

别。 在开发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标准时，

一定要考虑地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如果用“大一

统”的标准来要求教师，可能会顾此失彼，难以满足不

同地区、不同专业对教师的需要。 但是，教师作为一种

职业， 在基本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素养方面又有其共

性，因此，在开发教师培训标准时，又需要考虑教师的

共性特点，使标准具有通用性或普适性。 如果只具有

抽象性和概括性特点，可操作性不强。 只有将差异性

与通用性相结合，开发出来的培训标准才可能更具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五、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训标准开发的方法

开发标准的方法有很多， 目前比较常用的是任务

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任务分析法是指工作分析者借助

一定的手段与方法，对整个岗位的各种工作任务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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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分解， 寻找出构成整个岗位工作的各种要素及其关

系。 它强调的是一层一层地分解整个工作任务，并对其

描述。任务分析法是以职业的最小单元———“任务”来分

析，侧重于“任务性技能”和“常规性技能”，注重“做什

么”及“如何做”。 这种方法具有描述详细、操作性强、可

信度高等优点，但对于抽象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测量的

职业，就很难胜任。功能分析法是指对事物或现象的结

构与功能进行分析的方法， 即对事物或现象内部各因

素之间或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

行分析。与强调过程的任务分析法不同，功能分析法强

调的是事物的结构与功能，这种方法可操作性不强，但

它具有普适性、抽象性、概括性等特点，适合于变化较

大的职业内涵和范围较广的职业领域。 功能分析法与

任务分析法在功能上刚好互补， 它能把职业能力的非

技术方面和不可预测方面都概括进去。

依据中职教师培训标准开发的原则， 开发教师

培训标准的方法也要将具有操作性强的任务分析法

和普适性强的功能分析法相结合。 这也是当今世界

先进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 采用任务分析法有利于

将 教 师 这 一 职 业 活 动 的 具 体 工 作 任 务 进 行 详 细 分

解； 采用功能分析法则有助于分析教师职业活动内

部以及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外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与作用。 比如，中职教师的职业素质、学科专业知

识与技能、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要求可通过任务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 而中职教师

的专业发展则需要通过功能分析的方法予以分析。

只有结合采用任务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 教师培训

标准才会既具有普适性和科学性， 又具有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中职专业教师培训标准是制定教师培训方案、规

范教师培训活动、规划教师培训内容、引领教师专业

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提高中职专业教师培训质量的根

本保障。 因此，科学合理地开发中职教师培训标准显

得尤为重要。 但是，教师培训标准的开发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入

的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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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training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mainly
composed of four dimensions: the concep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standards of ethics, the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the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nd the standard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raining standards needs to be based on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it need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unity of level and
development, the combination of diversity and versatility, and uses task analysis together with functional analysi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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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思维、德 国“工 业 4.0”和“中 国 制 造

2025”的提出，社会正进入一个以智能化、信息化、数

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 教育也因此而发生巨大变

革。兴教必先强师，面对社会的转型和教育的变革，教

师的专业发展成为各国教育改革关注的焦点。职业学

校教师如何加强教学技能训练，提升专业素养，从一

般教师成长为“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

平高超”的“双师型”教师乃至教育家型教师，已成为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学专长是衡量教师专业发展

水平和层次的重要指标 [1]，是教育家型教师的核心素

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就是教师教

学专长发展的过程[2]。目前，有关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

研究很多，但关于职教教师教学专长方面的研究还很

少。 本文拟对教师教学专长的研究动态做一梳理，期

冀通过对教学专长研究的分析，为职教教师的专业自

主发展及教学专长的形成提供新的思路与参考，同时

亦为职教教师从新手教师发展为“骨干教师”“卓越教

师”“教育家型教师”提供路径借鉴。

一、教学专长的研究缘起与概念衍变

教学专长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对专

家专长的研究，但再次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只是最近

20 年来的事情。 国外学者对教学专长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心理学视角下教学专长的概念、构成、获得机制

及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建构；国内学者主要着眼于教学

专长的培养与发展路径的实践探索。

（一）教学专长的研究缘起

对专长的研究最初始于心理学领域的信息加工

理论， 最早对专长进行研究探讨的是德·格鲁特（De
Groot），他在其博士论文（1938—1943 年）中对专长开

始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从而开启了专长研究的

先河。 此后，德·格 鲁 特 基 于 人 工 智 能（1978），蔡 斯

（Chase）和西蒙（Simon）等人则基于认知模拟（cogni-
tive simulation），对国际象棋棋手的决策行为（问题解

决 过 程）进 行 了 探 究，葛 莱 仪（R Glaser）、埃 里 克 森

（Ericsson K）也相继对国际象棋大师和新手的行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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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进行了比较研究。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象棋大师

和新手对棋盘模式的觉察行为以及棋盘中关键棋子

之间潜在关系的敏感性有着很大的差异，大师（专家）

往往具有很强的模式识别能力， 他们会将一些自动

化的基本技能“打包”（package）至某些局部认知加工

系统，从而实现意识控制与自动化操作之间的自如转

换[3]。也就是说，专家的专长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起

作用，在自己的专长领域，他们会自动化地对信息进

行认知加工，从而解决问题。 但是在不熟悉的领域也

就是非专长领域， 专家并不会比新手有更高的水平。

有研究表明，非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化学家）解决政治

学科问题就如新手一样[4]。

专长的心理学研究及其实践探索为教育领域的

专长研究奠定了基础。 教育领域的专长研究始于上世

纪 70 年代有效教学和教师效能的研究。 学者们通过

对专家教师与新手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观察与比较，

揭示了教师教学专长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教

学专长发展的阶段理论。 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教学

思想与反思性教学浪潮的推动，教学专长再度引起学

者们的关注。

（二）教学专长的概念及其衍变

教学专长概念的提出源于学者们对专家教师知

识结构、认知机制以及专业地位提升等方面的好奇与

社会诉求。 早期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将教学专长理解

为专家经过多年实践经验获取的一种“状态（state）”，
认为教学专长是内嵌于专家行为的知识，即专家的知

识与行为是合为一体的， 这种知识具有高度的情境

性、缄默性、直觉性和自动性等特点[5]。 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教学专长的内涵慢慢发生衍变，国外学者对

教学专长的理解经历了从单一向多元衍变的过程。 这

种概念衍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从“状态观”向“原型观”与“过程观”转变。

斯腾伯格（Sternberg）和霍瓦斯（Horvath）等人从知识、

效率与洞察力三个方面归纳概括了专家教师这一类

目在行为策略方面表现出的家族相似性（即原型），从

而提出了教学专长的“原型观”（prototype）。 相比于“状

态观”而言，“原型观”认为专长具有多样性与分布性

等特征，但仍然没有超越专长是一种专业表现的“状

态 观”。 1993 年，伯 雷 特（Bereiter）和 斯 卡 达 玛 利 亚

（Scardamalia）认为专长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个不断

追求卓越的螺旋发展过程（process），从而提出了专长

的“过程观”。 状态观强调专长是专家的专业表现，是

一种结果；原型观认为专长是专家教师在知识与行为

特征等方面相似性的一种类属；而过程观强调专家的

专长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状态表现[6]。

第二，从个体的“垂直/纵向专长观”（vertical ex-
pertise）拓展到社会的“水平/横向专长观”（horizontal
expertise）。垂直专长观认为教学专长是不同阶段的教

师个体专业精熟程度（如新手、熟手、大师等）的表现，

是 个 体 纵 向、层 级 或 线 性 的 知 识、技 能 与 经 验 的 累

积 [7]。 而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Engestr觟m）等人认为，

垂直专长观只是个体线性的经验积累的独白式反映，

体现不了专家教师在面临挑战时需要通过协商、对话

与合作等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多元互补与互动状态，为

了更全面地表达专长的内涵，恩格斯托姆及其同事提

出了与垂直专长观相对应的“水平专长”，认为教学专

长是一种在“多元活动境脉”（polycontextuality）中 游

走并互换和融合各领域专长的决心和能力 [8]。 水平专

长观和垂直专长观对专长内涵的解析各有侧重，垂

直专长观表明了同一专家个体在不同阶段的经验累

积效应， 而水平专长观则描述了不同专家之间横向

的相互协作与联系关系，两种专长观互为补充，相得

益彰。

我国学者从专家教师的知识和能力特征方面分

析了教学专长的含义，认为教学专长是教师基于个体

知识、专业经验以及对实践进行反思基础上的创新活

动，并由此而形成的有效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所有个

人特征的总和[9]。 教学专长是教师运用教育智慧和教

学策略，灵活处理课堂事件、高效组织课堂教学的专

业化行为表现 [10]。 可见，教学专长是一个与教师专业

发展密切相关的概念，教学专长的不断提高实质上也

就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

关于教学专长的理解虽然学者们观点各异，但有

两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一是教学专长是教师的知

识、技能与经验累积 [11]；二是教学专长是专家教师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新手教师所不具备

的才能与品质。

二、教师教学专长发展的理论建构

关于教师教学专长发展的理论建构主要有三类，

即教学专长的构成理论、教学专长的发展阶段理论和

教学专长评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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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专长的构成理论

教学专长的构成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但

是知识作为教学专长的构成成分是研究者们普遍认

同的。 伯林纳（Berliner D C）认为教学专长即教学法

知识，他将教学专长分为教材知识专长、教授专长、课

堂管理专长和诊断专长四个方面[12]。 斯腾伯格认为知

识（分为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和实践性知识）、效率

和洞察力是构成教学专长的三个基本要素 [13]。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教学专长是在复杂教育

情境下以知识为本的多维综合能力的体现。

我国学者通过扎根理论研究的方式， 在文本转

录的基础上，对教学专长的构成进行了探讨。 蔡永红

等人认为教学专长由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和专业发

展能动性三个维度构成 [14]；此外，学者们认为教学专

长具有领域一般性和领域特殊性特点。 领域特殊性

意即教学专长的构成会随领域变化而有所不同，比

如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等不同阶段，或者面

对语文、数学、外语等不同学科，或是处在城市与农

村、示范校和一般学校等不同区域，教师教学专长的

构成是有差异的[15]。

（二）教学专长的发展阶段理论

关 于 教 学 专 长 的 发 展 阶 段 理 论 主 要 有 富 勒

（Fuller）和布朗（Brown）的三阶段理论，伯林纳的五阶

段理论和 舒 尔（Shuell）关 于 教 师 经 验 与 认 知 技 能 发

展的三阶段理论。 1978 年，富勒和布朗根据教师在不

同发展阶段所关注对象的不同， 将教师教学专长的

发展分为关注生存、关注情境和关注学生三个阶段。

1980 年，伯林纳根据职业专长发展的五阶段理论，提

出了教师教学专长发展的五个阶段，即新手教师、熟

练新手教师、胜任型教师、业务精干型教师和专家型

教师[16]。

1990 年，舒尔从知识、经验和技能获得的角度，

将教师的教学专长划分为新手阶段、中间阶段和高水

平阶段三个阶段。 这种划分和富勒、布朗等人的三阶

段理论以及伯林纳的五阶段理论有对应之处（如表 1
所示）。 新手阶段类似于富勒等人的关注生存阶段，也

即伯林纳的新手教师阶段；中间阶段类似于富勒等人

的关注情境阶段，又相当于伯林纳提出的熟练新手和

胜任型教师阶段；高水平阶段对应于富勒等人的关注

学生阶段，相当于伯林纳提出的业务精干型教师和专

家型教师阶段。

此外，2000 年，英国教育专家戴（C Day）从 教 师

在职培训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通过培训发展教师教

学专长（包括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以及实践经验交

流等）的观点，将教师的教学专长发展与教学水准提

升与终生教育联系起来。

（三）教学专长发展的评价理论

关于教学专长发展的评价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葛莱仪的认知技能发展自动化（Automaticity）与模

块化（Modularity and Encapsulated Process）理论。 葛莱

仪通过对专长发展研究的总结，提出认知技能发展的

评价维度理论，认为认知技能的评价维度包含六个方

面 [17]，即对知识的组织与知识结构，对问题表征的深

度，心理模型的发展水平，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和策

略的有效性，解决问题的认知自动化水平以及元认知

能力的发展。 评价方法分为直接评价法和间接评价

法。 此外，在职业专长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评价方法是

不一样的。

1997 年， 斯腾伯格认为对专家型教师进行评价

时并不是一定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规范。 我国学者

也认为，因教师所处环境（如学生、学科、学校等）不

同，其教学专长的要求或标准应有所差异，进行教学

专长评估时应摒弃“统一化”思路，侧重“同质环境”而

不是“异质环境”的比较[18]。

三、教师教学专长的培养与发展路径

教学专长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长期

积累的结果。 国外研究者对教学专长发展路径的研究

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教学专长是渐进的、线性

的经验累积，如伯林纳、埃里克森等人，他们认为教师

教学专长的发展主要依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或是通

表 1 不同学者对教学专长的阶段划分表

富勒好和布朗
（1978）

伯林纳（1980） 舒尔（1990） 各阶段特点

注重经验积累；教 师教
学专长发展非常有限

熟 练 新 手 （Advanced
Beginner）教师
胜 任 （Competent） 型
教师

关注教学方法与 策略；
教 师 教 学 专 长 有 所 发
展和提高

业务 精 干 （Proficient）
型教师
专家（Expert）型教师

灵活、高效解决各 种教
学问题，教师教学专长
发展很好

关注生存阶段 新手（Novice）教师 新手阶段

关注情境阶段 中间阶段

关注学生阶段
高水平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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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刻意训练而实现， 他们注重的是常规性教学专长；

另一派则持突变发展观，如斯腾伯格认为，专长发展

与刻意训练没有必然联系，在受到教学情境中的突发

事件、创新活动以及教师个人需要等三类因素的刺激

时，教学专长的增长可能会是突变的，突变发展观强

调的是适应性教学专长[19]。

国内学者认为，教学专长的发展是一个从新手经

中间水平到专家水平的动态过程 [20]。 当然，新手不一

定最后都能成为专家，要成为专家教师，必须积累丰

富的课堂教学经验。 教学专长的发展是教师的一种有

意识的训练与反思过程。 在教学专长发展过程中，需

要创建良好的教育教学情境、给予有效的训练并改变

评价的手段[21]。 同时，教学专长的形成与发展，还要立

足于学校情境，通过跨情境迁移的教学设计 [22]，以及

课程重构的方式（如导引课程价值、选编课程资源、演

绎教学进程、控制课程绩效）来予以实现。 对于新教师

来说，还可通过建立成长档案、实施关键期培训等措

施来实现[23]。 可以说，从“新手教师”到“专家教师”的

转变，是一个从掌握教学设计“技术”走向成就课堂生

成“艺术”的历程[24]。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对教学专长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例如，2001 年，申继亮等人

采用自编的小学数学教师职业知识问卷， 对 97 名小

学数学教师教学专长中的知识状况进行了测试，揭示

了不同教龄的教师知识结构上的差异；2008 年，连榕

通过对 3 000 多名新手型、熟手型和专家型教师成长

心理的实证分析，探讨了教师教学专长发展的心理历

程；2009 年，杨翠蓉等人通过出声思维法对 4 组专家

与新手教师的教学计划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专

家教师在教学计划过程中表现出更精致、联系性更强

的教学专长。 2015 年，顾洋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对

小学教师教学专长发展的现状、问题与策略进行了探

讨；2015 年，蔡永红等人采用常人方法学和胜任特征

分析方法，对 25 名小学数学教师进行了调研，揭示了

小学教师的教学专长构成，并编制了中小学教师教学

专长测量量表。 这些实证分析丰富了我国不同学科教

师教学专长研究的成果。

四、关于职教教师教学专长的相关研究

职教领域专门以“教学专长”或“专家教师”作为

主题进行研究的还很少见。 近年来，随着国家职业院

校教学名师评选工作的推行，优秀职教师资或教学名

师培养开始引起学者们关注。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

发现，学者们对职业教育专家教师的探讨主要集中在

职教教学名师的分析上。 近几年来，学者们采取现象

分析、哲学思辨或叙事研究的方式，对职教教学名师

的特征及成长路径进行了探讨。 如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原副主任林德芳认为中职名师有三个衡量标准：一是

专业理论和技术功底深厚， 二是教育教学特色鲜明，

三是在全国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校长邹宪伟则认为学识、 师德和教法是衡量名师的

标准 [25]；另有学者通过对职教名师评审材料的分析与

名师访谈，认为名师具有“敬业”“兢业”与“精业”的品

质 [26]；章宏，程道明等人则认为“高尚的师德修养、宽

厚的知识背景、超强的教学技艺，突出的绩效影响”是

职教名师本质属性的显性标志[27]。 从学者们的研究来

看，职教名师的特质主要包括师德、知识结构、教学技

艺、实践能力、科研以及行业影响力等方面。 此外，学

者们通过访谈或个案分析的方式，总结了职教名师的

成长途径，如校本培养、自我历练、同伴互助、校企合

作等。

已有研究为我们探讨职教教师的教学专长奠定

了基础。 但从现有研究成果及方式来看，职教领域对

教学名师的研究还处于浅尝辄止的层面，缺乏深入探

讨。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多采取现象分析、哲学思辨或

叙事研究的方式，缺乏运用描述、阐释等质性研究的

方法，很少有运用揭示变量间细微关系或提供大规模

数据的量化研究，缺乏案例采集与实证分析。 二是在

研究内容上，对专家教师（教学名师）的知识能力结

构、 课堂教学行为及其成长过程缺乏深度观察与分

析，对他们在实践情境中的教学专长表现与教学专长

发展、教学名师与新手教师在教学行为方面的比较等

还缺乏深入分析。 三是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主要

侧重于教育学的视角，缺乏综合运用心理学与社会学

等理论来分析教师在教学情境中的各种行为生成的

原因、机制及变化等。

五、教学专长研究对职教教师发展的启示

教学专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水平。 虽然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普通中小学教师，但

其研究方法与成果对职教教师教学专长研究以及职

教教师的专业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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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前我国职教领域有关教师教学专长的研

究还非常少，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职教界对教师的

教学专长还不够重视或缺乏敏感度。 学术敏感度低下

势必影响学术的发展。 开辟对职教领域教师教学专长

的专门研究既是丰富职教理论研究的需要，对于促进

职教教师成长、 提高职业教育教学水平也有重要意

义。 已有研究为职教教师教学专长研究提供了良好的

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 一方面，职教教师在知识结构、

素质要求与发展路径方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比如，

职教教师对专业技能与实践教学能力有自身特有的

要求，其发展必须紧密依托行业企业。 研究者需要通

过对职业教育真实教学情境的观察与分析，挖掘职教

教师教学专长的构成、表现及形成机制，从而揭示职

教教师教学专长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职教教师又具

有一般教师的共性特点，遵循教学专长发展的一般规

律，如发展阶段理论、评价理论等，因而在研究职教教

师教学专长时可以吸纳、 借鉴已有的经验与方法，扬

长避短，少走弯路。

其次，教学专长理论为职教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

了新的视角与路径。 已有研究认为，教学专长是专家

教师行为策略自动化的表现， 是可以通过训练习得

的。 同时教学专长的发展要以是否具备本领域或本行

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或能力为依据，即教学专长是有

领域限制的，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专家不可能在各

个领域都是专家。 对职教教师而言，一方面，要努力提

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这是形成教学专长的

基础；另一方面，要分析、了解优秀教师（专家教师）的

教育教学行为，并在实践中刻意训练自己以提高行为

的自动化水平，发展教学专长。 此外，教学专长发展阶

段理论启示我们，不同阶段的教师在教学中的关注点

是不一样的。 新手阶段教师关注生存，注重经验积累；

中间阶段教师关注情境，注重教学方法与策略；专家

教师关注学生，注重有效解决各种教学问题。 职教教

师要想从新手转变为专家型教师，需要反观自己的发

展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来训练自己，促成自己

在教学技能、教育经验与教学智慧上的阶段性、螺旋

式的上升，从而最终成就专家型教师。

再次，教学专长研究还可为教师的教育实践提供

启示。 有研究表明，专家型教师开展工作有其特有的

方式，理解专家教师如何开展工作对新手教师或普通

教师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有重要借鉴价值。 例如，

为低阶段教师提供好的教学典范及解决教学问题的

方式方法，帮助新任教师理解教学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困难与挑战，促进教师对教学复杂性的理解。 因此，关

注并探索职教教师的教学专长，分析、研究职教专家

教师的个人特征，将有助于职教教师教学专长发展策

略的形成，同时，为职教教师个体成为专家教师开辟

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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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Expertis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eachers

HU Xiao-tao，WANG Qiong-y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eaching expertise is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 of teachers' knowledge, ability and experience developing to a higher
level.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the teaching expertis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composition, development stage and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xpertise.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teaching expertise of vocational teachers. The previous research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new ideas and meth-
ods for vocational teachers' teaching expertis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search on teaching expertise; vocation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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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教育部公布15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试点学校名单，大力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彰

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关键举措。如何开展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是

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德国作为职业教育

发达国家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上已经形成

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德国教育体制中，学术教育和

职业教育属于两条不同类型的路径，但是随着教

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博洛尼亚进程的推

进，德国传统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也

在发生着变化[1]。职业教育融入高等教育体系，逐

渐形成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层次的职业教育。德国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传统“双元制”职业

教育培训的拓展升级，在德国被称为“双元学习

课程”（Duales Studium / Dual course of study），已

经有40年的发展历史。应用科技大学、双元制大

学、职业学院和普通大学都提供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而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是拥有学生数量

最多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机构。本研究旨在梳理

德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历程，阐释

以双元学习课程为基础的德国本科职业教育的特

征，希冀对我国构建基于类型特征属性的职业教

育体系起到“他山之石”的功用。

一、基于双元学习课程的德国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德国的“双元学习课程”是指把企业承担的

职业教育培训或实践阶段融入高校或职业学院

教学内容的一种本科（及以上）层次教育[2]。其

将职业实践有目标地融入科学知识，使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能够有机结合。博洛尼亚进程在一定

程度上瓦解了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和学术教育体

系的传统分界线。起初，本科层次双元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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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并不是国家的行政决策，更多的是大型企业对于经

济、社会、科技等发展的敏感性，以及对于专业人才紧缺

的应对。

（一）以“斯图加特模式”出现为标志的双元学习课程

雏形发展阶段

19世纪初，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长洪堡创建柏林大

学，奠定了德国高等教育精神，在德国高等教育中，以发

展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是被唾弃的。由于高等教育被视为

“精英教育”，因此大部分学生进入主体中学、实科中学，

并在未来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后就业是非常正常的现

象，而进入普通高中，准备将来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屈指可

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模式逐渐发生变化。

据德国联邦统计署提供的数据，1953年德国具备大学申请

资格的毕业生人数约为2.32万人（不包括萨尔兰州），进入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具备大学申请资格的毕业生人数几乎

翻倍。1960年约5.67万人，到1970年增长至9.15万人，并于

1980年达到221.7万人[3]。德国青年人的升学愿望日趋强烈，

而由于高校数量有限，容量已大大超过负荷，无法满足升学

学生数量的需求，德国的年轻人也正在寻求更加多样化的

高等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科学和职业实践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升学愿望，德国企

业非常害怕过度学术化的大学教育会导致企业缺乏符合实

际需求的专业人才。在此背景下，最早的双元学习课程出现

在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4]，也就是如今的巴登符腾堡州

双元制大学。

20世纪70年代，坐落于巴登符腾堡州的戴姆勒奔驰股

份有限公司、博世有限公司、洛伦茨标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家著名企业及巴登符腾堡行政管理与商业学院以及工商

业协会联合开发了新的经济及商业类高校学习课程体系。

他们希望把“大学学业和职业教育培训”结合起来以吸引

高中毕业生进入企业学习，许诺其毕业生可以获得和普通

大学毕业生同样的待遇和晋升机会，而优势是相对于大学

10~12个学期的学制①而言，所需时间更短。学生学习2年之

后可以完成工商业协会（IHK）的工业或数据处理业务员资

格认证，学习3年之后可以完成工商业协会的经济师考试，

这种分阶段的教育是为了让中断学习的学生有进入其职业

领域就业的可能性，这就是双元学习课程的雏形——“斯

图加特模式”。

“斯图加特模式”一经公布就引起了极大反响，对于

具备申请大学资格的高中毕业生而言，该模式所提供的工

商业协会的资格证书和经济师资格证书两种文凭极具吸引

力。戴姆勒公司收到约140封报名申请，人事部经过两轮测

试、一轮面试并结合申请者的高中毕业考试成绩，最终录取

1/10的申请者[5]。录取结果令对“斯图加特模式”持怀疑态

度的人感到震惊，因为进入录取名单的学生高中毕业考试

成绩非常优异，而培养工业文员的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

训对于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是缺乏吸引力的。对于高中毕

业生而言，戴姆勒奔驰作为知名的大型企业在传统双元制

职业教育培训过程并不能真正吸引及满足他们，因为他们需

要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以及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因

此，“斯图加特模式”的目标就是提供具备充分知识基础但

比传统高等教育更强的实践导向教育，为这些学生今后进

入企业管理层奠定基础。

（二）以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建立为标志的双元学习

课程初步发展阶段

“斯图加特模式”的受欢迎程度令州政府也感到震

惊，州文化部委员以及企业界代表提出将仅在经济及商业

类招生的“斯图加特模式”扩展到技术和社会领域，并用经

济-工程助理、幼师代替原工商业协会的职业，用工商管理

文凭、工程师文凭和社会教育文凭代替之前的经济师资格

认证。巴登符腾堡州文化部决定建立职业学院，将已获得成

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引入高等教育，缩小高中和大学

之间的差距，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大学以外有吸引力的教育途

径和工作机会。虽然职业学院的成立在政策上和手续上都

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巴登符腾堡州最终于1974年建立了

斯图加特和曼海姆两所职业学院，采用“双元制”模式进行

人才培养[6]。

企业的实践阶段和高校的理论阶段相互交替、且理论

和实践环环相扣的模式，使职业学院成为具备大学申请资

格的毕业生的又一种选择。每一种新型事物或模式的产生，

都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质疑，职业学院当然也不例外。职业

学院曾被认为是“窄轨单声道培训”[7]，传授的大部分是短

期的应用知识，也曾受到被大企业控制的质疑，被认为不能

将高等教育的改革思想带入企业，而是将毕业生训练成为

勤奋而原地踏步的员工。企业代表则害怕国家过分干预企

业部分的培训，将高等教育的费用推卸给企业。普通大学和

传统德国大学学制约为10~12学期，毕业后获得硕士文凭（Diplom, Magister等）。为适应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德国于1999年签署《博洛尼亚宣

言》，逐步将大学学制改为学士、硕士和博士的体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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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技大学则批评职业学院的教育缺乏学术性、教师的

选聘不符合高校要求且缺乏高校所具备的科研功能[8]。但

这些质疑并没有阻碍职业学院在巴登符腾堡州的发展，其

扩张还在继续，进入职业学院的学生人数也以势不可挡之

势在不断增加，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成功完成学业并获得工

作岗位。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企业

对于职业学院毕业生几乎无一例外地非常满意，甚至对他

们的评价高于普通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毕业生[9]。

《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法》的颁布是一个里程碑，

其保证了职业学院在巴登符腾堡州的独立地位，并规定职

业学院的专业设置可以与其他公立高校类似专业相媲美。

科学委员会以及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都曾建议，同等对待

职业学院和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生[10]。但是在巴登符腾堡

州以外的地方，职业学院毕业证书在公共事业单位的某些岗

位以及继续升学方面都遇到阻碍。而且即使是在巴登符腾

堡州，职业学院毕业生有时也处于不利地位。职业学院的学

生们不愿长期接受不被社会和学术界认可的事实，他们收集

了数以千计的签名以抗议这种不公平现象，要求职业学院

拥有高校地位。如果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无法获得与高校相

同的学历学位，也可能在未来会丧失成绩优异的申请者。关

于职业学院毕业证书认可的讨论持续不断，要求职业学院

成为双元制大学的诉求直到2009年终于实现。

（三）以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建立为标志的双元学

习课程成熟发展阶段

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在争取高校地位的道路上不断

进取。1996年，科学委员会曾建议应用科技大学拓展双元

学习课程，以进一步塑造和突出他们的办学定位[11]，其他联

邦州也开始模仿巴登符腾堡模式，建立职业学院。越来越

多的应用科技大学也效仿双元学习课程模式，甚至双元学

习课程也出现在普通大学，并逐渐发展为几乎所有联邦州

都提供双元学习课程。自2000年起，职业学院可以颁发学

士学位，职业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其他高校等值，可以申请进

入普通大学硕士阶段的学习。2008年起，巴登符腾堡州职

业学院所有专业均需修满210个学分，代替以往的180学分。

2009年3月1日，巴登符腾堡职业学院正式更名为巴登符腾

堡双元制大学，获得高校地位并迎来了发展的新时代[12]。在

研究方面，双元制大学也有新的途径，其任务是和企业共

同推动双元教育相关的研究（合作研究），双元制大学也被

允许根据需要进行应用和实践导向的研究。从学生数量来

看，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在校生超过3万人次，可以称

得上是双元学习课程的典型代表。据德国教育研究部网站

显示，德国目前共有200多所应用科技大学[13]，双元学习课

程的在校生人数近5万人次。全德国的双元学习课程学生数

量超过10万人。见表1。

表1  2016年不同类型学校双元学习课程的学生数量（单位：人）

应用科技大学 巴登符腾堡双元制大学 职业学院 普通大学 其他 合计

公立 28780 33326 7411 1182 1823 72522

私立 18535 6373 2279 1030 28217

合计 47315 33326 13784 3461 2853 100739

资料来源: AusbildungPlus-Datenbank, Stand: Januar 2017.

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是德国第一所以“双元制”

命名的高校，所谓“双元制”大学是指融入实践的高校。职

业学院是双元制大学的前身，其多年来在高等教育阶段实

施“双元制”的成功经验被延续下来。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

大学的组织模式借鉴了美国州立大学，形成总部和分校两层

组织结构，这种组织模式在德国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双元

制大学分布在巴登符腾堡州的12个城市，和约9000家企业

及机构合作，在经济、技术、社会福利及健康方面提供国内

和国际认可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学校目前拥有约3.5万名

在校学生，以及1.7万多名校友，是巴登符腾堡州规模最大的

高校[14]。双元制大学根据专业不同颁发文学、理学和工学学

士或硕士文凭。

双元制大学在经济、技术和社会三个方面提供涉及面

较广的本科以及研究生课程。学生每3个月在大学和各自企

业中交替学习，这样的方式使他们不仅学习专业知识、学习

方法、实践知识，更能获得职业生活中所需的行动能力和社

会能力。在教学中，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以适应当下经济、

技术及社会的发展需要。培养方案对实践课程格外重视，要

求学生3年内要在学校内完成48个实践学分，分别是实践的

第一阶段（20学分）、第二阶段（20学分）及第三阶段（8学

分），每一阶段实践的内容各有侧重，但都是学校层面对学

生在企业实践的专业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的融合，是对学

生在企业实践中学习的总结与提升，是双元制大学课程中

的关键环节。每一阶段都采用项目式作业的方式进行，要求

学生结合企业实践收获拟定汇报主题。这三个阶段的实践

课程很好地促进了学生在理论学习和企业实践两个不同阶

段的转化，有效避免了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践的脱节。在学习

过程中，绝大多数考试都是考查学生如何运用大学所学的

理论知识解决企业实习中发现的实际技术问题，毕业设计

也是企业创新实践课题。在实践中获得的成绩计入大学学

分体系，双元制大学的本科学士学位课程共计210学分。大

学教授和企业专家共同合作，充分保证了社会经济、技术

等发展能及时进入课堂，学生能学到对实践真正有用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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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几乎所有的专业中，学生都可以选择一个学期的国外

学习。双元制大学和全球200多个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学分

认证系统完备，为拓展学生的视野和增加学生的国际经验

提供了便利。

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提供的教育非常具有吸引

力。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和机构是和大学地位平等的伙伴，

大家共同开发双元制教育方案，共同为实现双元制大学的

目标作出贡献。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推

进，职业学院从最初颁发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转变为颁发

学士学位证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双元学习课程的进一

步发展。时至今日，职业学院、双元制大学、应用科技大学、

普通大学等双元学习课程的实施机构均颁发学士文凭，奠

定了德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基础。

二、基于双元学习课程的德国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的基本特征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德国发展势头良好，目前，高校的

很多专业方向都提供双元学习课程。从专业数量上看，工程

类最多，占比约为38%，紧随其后的是经济类，占比34%，以

及占比为12%的信息类和占比为11%的社会、教育、健康、护

理类（以护理和社会管理为主），其他专业（建筑、数学、交

通技术等）约占5%。从学生人数看，拥有学生最多的是经济

类专业，其次是工程类专业，社会、教育、健康、护理类专业

的学生人数也超过信息类专业。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所有

双元学习课程在读人数4.1万人次，截至2017年1月31日，在读

人数100739人次[15]。基于双元学习课程的德国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体现出源自企业需求、学历教育与职业继续教育有机

融合以及企业工作本位学习引领课程计划等基本特征。

（一）企业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施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

在德国的双元学习课程中，理论阶段和实践阶段交替

学习以及和双元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是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实施的核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申请者需要具备高中

毕业考试成绩，具备申请大学或应用科技大学的资格，且

向企业递交进入大学双元学习课程申请，这一点和传统双

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申请方式相同。企业根据人力资源部

门的招聘计划，每年会定期发布下一年的双元学习课程学

习位置，申请者自主申请，根据不同企业的要求，进入测

试或面试环节，最终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聘用该申请者，

并签订相应合同。通常合同中会注明学习时间、实践阶段

的学习地点、企业责任、学习期间的报酬及其他福利、解

约事项等。通常情况下学生和企业签订为期3年的合同，企

业为学生在学期间提供报酬。合作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自主

选择学生，并承担大学课程中实践部分的教学，约85%的

学生在毕业前会和所属企业签订工作合同，继续留在企业

工作。

与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相同，企业也将双元学习

课程纳入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在不同的需求层面培养企业

未来的专业人员。因此，双元学习课程是企业储备人力资

源的又一重要举措，其实质是原有培养一线技术工人的德

国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拓展延伸，

对于企业而言，双元学习课程的毕业生被看作是熟悉一线

生产与服务工作的企业入门级中层管理人员。从这个职位

开始，毕业生工作一定的时间后，有机会进入企业更高的管

理层。例如，奔驰公司完成经济工程专业双元学习课程的毕

业生（工程学士）所承担的部分工作包括：在生产方面，确

定预计生产量、定义参数、规划流程和方案；在市场和销售

方面，参与销售策略的制定，将生硬的技术参数等内容描述

转化为通俗易懂、便于顾客接受的语言，参加展会等活动；

在会计及审计方面，优化流程和程序，制定预算决算并和不

同的部门进行协调，检查公布账目；在物流和采购方面，计

划生产所需要的货物流量及交付方案，确定和评估供应商

（质量、交货可靠性和价格），确保生产和物流流程顺利、

高效地运行[16]。

从双元学习课程毕业生所承担的工作来看，相对于传

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技术工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毕

业生的工作范围涉及部门更广且职责兼顾决策和协调。职

业工作任务和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职业教育水平及

继续教育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许多企业中，员工需

要具备能够将知识付诸实践的能力。因此，面对更加复杂的

要求，员工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而且需要丰

富的实践经验。

（二）学历教育与职业继续教育通过多样化路径实现融合

从全德国来看，双元学习课程学制通常为6~10个学

期，根据申请者的不同情况分为四种类型：针对没有接受过

传统职业教育、具备大学申请资格的申请者，融入传统双元

制模式；融入实践模式；针对已经完成传统职业教育、具备

职业资格的申请者，融入职业模式；非全日制模式[17]。

一是融入传统双元制模式。融入传统双元制模式是将

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系统地融入双元学习课程，将高

校与企业或实践机构进行系统化、制度化的整合，这种模式

的学制多为7~9个学期，学生完成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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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获得其管辖商会（通常为IHK或HWK）颁发的技工资格

证书，成绩计入大学学分。实际上，如果与传统职业教育中

的“双元制”相比，“高校”替代了“职业学校”的角色。由

此可见，融入传统双元制的双元学习课程需要至少三类参

与者，即大学、企业和商会，在有些联邦州甚至在该阶段还

有职业专业学校的参与。培训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是这种模

式的重要标准和特征。其中，传统双元制职业比例最多的是

工业机械工、机电一体化工等国家承认的职业教育培训职

业。申请该模式的学生需要具备大学或应用科技大学的申

请资格。

融入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模式课程中缩短了原本

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时间，学生大学期间的前两年完成

职业教育培训，参加与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相同的认

证考试，并获得工商业协会颁发的专业技工资格证书。在这

两年期间，学生获得和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学徒相同的工

作任务和相应待遇，只是比传统职业教育培训学徒进度要

快。学生毕业后，根据专业不同颁发学士文凭。也有些企业

会将技术工人职业资格证书作为申请进入双元制大学或双

元制课程学习的条件。在具体实施中，高校和企业可以进行

协商安排。双元学习课程的大学生所拥有的时间比原本的

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时间要少很多，他们需要非常独

立自主地学习，在四年时间中同时完成大学学业和该职业

的专业技工考试。可以看出，双元学习课程实质上对学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融入实践模式。融入实践的双元学习课程模式

中，相对于非双元的大学常规学习课程，其实践比例更大、

系统性更强，在较长时间的企业系统性实习中，实习内容和

高校学习紧密衔接，实习阶段成绩计入大学学分，学制多为

6~7个学期。这种模式在德国所有的双元学习课程中占比近

50%。与融入双元制模式一样，申请融入实践模式的学生需

要具备大学或应用科技大学的申请资格。和融入传统双元

制模式的区别在于，毕业生仅获得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

书，没有专业技术工人的职业资格证书。

三是融入职业模式。融入职业模式属于继续教育范

畴，是面向已完成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并获得技工资

格证书的申请者，他们无需具备大学申请资格，有些高校要

求申请者出示在企业的非全职工作合同，并且要求在读书

期间同时工作。根据不同联邦州及高校要求，部分专业则需

要技师资格，也有一些专业中技师或技术员等职业资格可以

计入学分。融入职业模式中，企业和高校就学习内容交换意

见，确保其很好地融合。

四是非全日制模式。自2016年12月起，非全日制模式不

再属于双元学习课程。2016年12月，联邦职教研究所委员会

颁布的“大学专业课程和系统认证规则”中强调，双元制大

学课程需要企业和大学两个学习地点，因此任何类型的非

全日制学习均被排除在外[18]。以往的非全日制模式是全职

工作加自修及研讨课（最多不超过每周1天）的形式。

（三）以企业工作本位学习为引领的课程教学计划实施

将大学课程学习与在真实工作世界中的“做中学”整

合在一起是双元学习课程最大的特征，这种“双元制”高等

教育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识传授与技能

培训结合、企业与学校结合、社会需求与办学计划结合，充

分体现了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协调及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确定

教育发展的特性。企业与学生互相选择，确保了进入双元学

习课程的学生都对实践导向的应用型学习充满兴趣。双元

学习课程的学生通过6~7个学期的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同时

拥有超过一年半在真实岗位上的职业经验。企业参与到人

才培养的过程中，学生在学习期间同时为企业创造生产价

值，企业向学生支付学习期间的报酬。一方面，企业可以通

过人才培养获得符合企业需求的合格工作人员；另一方面，

学生既满足了上大学的愿望，又抓住了职业培训的机遇。学

生可以学习并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学习经历中所获得

的专业知识和已经拥有的工作经验为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

选择提供了更多机会。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就承担企业

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并且有利于其今后的职业发展。实

际上，应用科技大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同一背景下建立

的。应用科技大学和这种双元学习课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

企业介入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深入程度不同，课程内容实践

部分的容量不同，以及双元学习课程中更加突出两个学习

地点的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双元学习课程针对以往大学毕业生缺少实际工作经验

的缺陷，以大量的企业实践让大学生更早地融入企业。虽然

普通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也有实习学期，但从时间上和内

容上，融合实践的程度依然无法达到企业的要求，理论知识

和实践经验依然无法统一。例如，大学毕业生绘制的图纸不

一定能在生产线上进行实际生产，设计和生产之间还有很

大的差距，企业往往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不同部门间进

行沟通。因此，双元学习课程的优势在于大学四年中，是有

实践引领的大学学习。这对于企业和大学生都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对于大学生而言，保障了其就业以及实践导向的学

习过程和在读期间就能获得工资报酬；对于企业而言，能为

专业后备人员提供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训，获得高质量后



70

国 际 比 较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备人员的可能性，以及让未来员工更早融入企业。德国的双

元学习课程是将传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复

制到高等教育中。

三、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路向

我国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

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德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表明，无论是哪个层次

的职业教育，企业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职业教育纳

入企业人力资源规划是事半功倍的途径。建立职业教育和

学术教育平行的类型体系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完善。在人才培养方面则应该以工作本位学习引领

确立实践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一）以产教融合为逻辑主线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

度体系

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构建中，“职业教育”的特殊

属性依然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德国传统双元制职业

教育培训还是本科层次的双元学习课程，都是企业基于自

身需求自主决策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一部分。也正是因

为企业的这种战略思想，职业教育对于德国企业的发展尤

为重要，也为德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职业教

育的复杂性在于其被经济、社会、企业组织发展结构等因素

所促进或制约，脱离这些因素，仅仅从教育内部思考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的构建是不完整也是不科学的。因此，在我国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构建中，产教融合依然是逻辑

主线，打破职业教育培训和企业内部培训的壁垒，将不同层

次的职业教育和企业内部不同层次的培训进行有机融合，

能够实现学生从学校到职业的顺利过渡。

虽然，由于德国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典型性，在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中“融入传统双元制”模式的实施条件

更为复杂，不易效仿，但其“融入实践”模式却给我国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结合我国多年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践

经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普

通本科院校的办学经验，要在充分吸收精华的基础上体现

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因此，为了能够凸显本科职业教育自

身的类型特征，应在制度创新上将“产教融合”贯穿到办学

过程之中。例如，在本科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上，无论

是院校设置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还是实习教学

标准的制定，都应该体现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定位，根据

产教融合的要求进行相关标准的研制与确立，以类型化标

准的研制引领本科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推动本科职业

院校积极对接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围绕

区域产业链布局专业链，打造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技能人

才培养高地。

（二）以“双轨并行”为基本原则重构我国学位制度体系

“双轨并行”应该是学位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德

国职业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责任感，因为职

业教育需要学生进入工作世界，参与创造和设计工作世界，

并能独立承担其工作中关乎社会、生态和经济的责任。因

此，职业教育是与价值相关的教育，从业人员在解决和完成

职业工作任务时必须注意到工作的复杂性及当时的情境状

况，完整地解决问题并在解决方案中权衡诸如经济、效率、

环保等相关因素的利弊。而大学的任务是生成和传授专业

科学知识，学生在大学的学科中遵循其专业领域、问题、方

法及其基本知识的指导，同时通过探究性学习的形式参与

科学过程，这种没有特定目的科学知识的世界和职业教育

是对立的[19]，因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类型的教育，

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的体系的完善就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德国学者劳耐尔曾提出，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

一个成功的职业专业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

需要贯通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路径。从学徒到硕士（专业）再

到博士（专业），这种路径和学术的、学科化的科学教育应

该是平行的[20]。

随着时代的发展，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界限日

趋模糊，“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分工需要

庞大的、专业化的劳动力，需要培养具有敬业精神和一技之

长的生产者和劳动者，这既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动力也是其

重要目标。”[21]具体到学位制度的构建，应该按照“双轨并

行”的基本原则，在现有的专业学位体系之下，设置专科层

次的副学士学位，并大力发展本科层次的专业学士学位，本

科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可授予专业学士学位，从而构建一

条以职业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这一体

系同科学学位体系相并列，两条轨道的区别不在于其层级

的高低而在于其类型的差别，即专业学位体系是面向特定职

业领域的，而科学学位授予的对象主要是科学研究型人才，

两种学位体系决定了不同的生涯成长路径，也决定了不同类

型人才应具有不同的培养标准和评价标准。

（三）以工作本位学习为引领确立实践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是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而学校职业教

育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无论课程如何改革、师资如何培养，

其只能教给学生通用性知识和技能，无法让学生获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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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特殊知识与技能[22]。这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依然需要注意的问题，既然职业教育要培养职业行动能力，

那么工作本位学习依旧是最直接的途径。随着我国职业教

育的发展，现代学徒制不仅以试点形式进入职业教育政策

视野而且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构建中，现代学徒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工作本位学

习为核心的实践导向人才培养模式。

将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引入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体系构建中，需要设计科学的技术方案开发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课程，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由合作企业针对职业教

育本科层次人才的需求岗位及岗位群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依据企业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设置专业课程，依据完成

这些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职业能力开发专业课程内容，依据以

典型产品为依托的工作项目组织教学。具体在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的开发上，应将工作本位学习作为课程

实施的主导模式，强调将真实的工作过程转变并设计为学

生的学习过程，并在工作实践的情境中展开学习过程，学生

必须能够在真实或仿真的工作情境中进行学习，重点培养

学生“做”的能力，让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建构完

整的职业知识，提升学生的关键能力[23]。因此，基于工作本

位的课程开发在课程开发的目标、组织纽带、实施路径上都

同普通高校学科课程模式存在着根本不同，之所以采取这

一开发模式同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紧密相关，是本

科职业教育的办学属性和知识传承独特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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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意味

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得到了政策层面的

确认。当前，如何从知识类型的角度，赋予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以

同等的学科地位，就成了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任务 [1]。就职业教育而言，随着工作组织

方式的变化，传统服务于泰勒制生产模式的简单

操作技术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精益生产”对综

合职业能力的要求，职业教育课程的设计要以整

个工作过程为基础，才能让学生在了解生产流程

的基础上对突发问题进行处理，才能摆脱简单操

作进行价值创造。可以说，职业教育知识是一种

基于工作情境，以工作任务为逻辑，以完成工作任

务的需要为依据的工作过程知识。本文尝试从工

作过程知识习得过程的角度，探讨作为职业教育

知识本质的工作过程知识的结构，进而依据其结

构维度对工作过程知识进行分类，以为职业教育

课程与教学实践以及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提供

知识论依据。

一、工作过程知识的内涵

对知识的定义问题在传统认识论上被称为

“泰阿泰德问题”。苏格拉底和他的智者朋友泰

基于学习过程的工作过程知识结构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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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泰德讨论了知识的本性，知识被认为是“经过

证实了的真的信念”，这成为知识的经典定义。

但“葛提尔问题”的提出对传统知识定义的三

元定义（即知识要满足真、确证与信念三个条

件）提出了挑战，20 世纪中期以来，知识的定义

越来越朝着开放和动态方向发展。随着对知识

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传统知识论“割裂

知识与其实践基础关系”的缺陷被深刻揭示出

来。同时，随着技术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发展，

技术被赋予了独立身份，其“已构成当代技术哲

学的根本性原则”[2]，技能、技术知识越来越受到

知识论研究的关注。

工作过程知识概念起源于德语“工作知识”

（Arbeitswissen），最早由克鲁索（Kruse）于 1986 年

提出。后来，欧洲“技术和组织发展中的工作过

程知识”研究项目对工作过程知识的定义进行了

拓展，进一步分析了工作过程知识的主要特征。

当前，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定义较多，有的是从工

作过程知识的积极意义进行的界定，如“工作知

识是一种能提高生产力，更为有效，更能满足劳动

过程需要的知识”[3]；有的是从工作过程知识的主

要构成进行的界定，如“工作知识是人们用来表

达工作过程中涉及到工作原理、工作过程、工作方

法、工具材料、工作诀窍等具有实践功能的知识，

是一种工作过程需要的知识”[3]；有的界定则直接

描述了工作过程知识的特征，如“工作过程知识

是指对一个作为整体组织的工作过程的理解，是

技术工人从其参与的工作过程中获取的、与岗外

学习和其他学习方式中获得的成文知识相结合的

知识”[4]。尽管角度不同，这些定义在整体上没有

太多分歧，它们对工作过程知识内涵的认识是一

致的，即工作过程知识依附于工作过程，是工作过

程实际需要的职业性知识。就工作过程知识的构

成而言，结合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其包括四种，

即生产过程知识，工作组织（包括工厂的组织架

构和生产的组织形式）、设备（包括设备的性能，

尤其是发生潜在问题的可能及如何处理设备等方

面的突发问题）和原材料的知识，完整行动过程

的实施（包括：目标设定、计划、执行、控制和过程

的评估），完成特定工作任务的必要知识。基于此，

对于作为职业教育知识本质的工作过程知识的分

类不能依据或模仿学科知识的分类方法进行，而

应该以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特征进行分类，从而

凸显职业教育知识的类型特征。

二、工作过程知识的学习过程

麦克·杨的职业知识概念化理论认为，工作

知识是工作实践所需要的知识，与学校的学科知

识相对应，职业知识概念化就是以“再情境化”的

方式实现工作知识和学科知识的有机整合，整合

之后形成的便是职业知识。麦克·杨理论揭示了

职业知识的形成过程，这一思路有助于我们揭开

工作过程知识学习的“黑箱”，认识知识习得与工

作过程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职业教育教与学

的基本规律。

工作过程知识是指向职业能力培养的知识，

而职业能力只能存在于具体的职业行动中 [5]，仅

靠传授客观知识是不够的。要想促进学生综合

职业能力的提高，就必须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基

于工作过程整合教学活动和工作活动，这就需要

打开工作过程的“黑箱”，弄清楚工作过程的要素

和结构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每个工作过程都是

工作人员、工具、产品和工作行动四个要素在特定

的工作环境中，按照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达到

所要求的工作成果的过程，历经明确任务、制定计

划、实施计划到评价反馈的结构完整的工作全过

程 [5]。可以看出，工作过程知识是在特定的工作

理 论 前 沿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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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看出，产品是这个“黑箱”结构

的“磁场”中心，即以完成工作任务指向的工作

成果为目标，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体关联经验是

产品完成过程中需要的两大知识范畴。当非个

体关联知识与个体关联经验在完成工作过程中

发生矛盾时，就会引发个体反思，进而引起工作

行动，即由明确任务到评价反馈的结构完整的行

动过程，这个行动过程的完成就涉及到工具的使

用以及与工作人员的沟通等。当然，这一切必然

是在一定的工作场所空间内完成的，这样，工作

行动过程和工作场所也就共同形成了“一定的时

间和空间顺序”，最终完成工作成果。需要说明

的是，非个体关联知识与个体关联经验是两个相

对立的知识范围，共同构成产品完成所需要的知

识来源，但这个产品的完成不是一个简单、机械

和重复的工作过程，而是一个生产新产品和生成

新知识的过程，这就是两大范畴知识产生矛盾并

引发反思及行动的意义所在。工作过程知识生

成的过程是一个图式顺应并以具体工作成果为

表征的工作过程，强调工作过程中知识的生成性

和行动的创造性。因此，工作过程知识的习得过

程是非个体关联知识与个体关联经验发生矛盾

并进行反思及行动的过程。对于工作过程知识

的学习而言，发生矛盾引起反思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工作过程知识生成的关键。没有某种思维

的因素便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 [6]，就只能是

一种图式同化式或者机械重复式的学习，也就不

能形成工作过程知识。

三、工作过程知识的结构

由工作过程“黑箱”结构分析可知，工作过

程知识涉及到的知识可以划分为非个体关联知

识和个体关联经验两大范畴。非个体关联知识

图 1    工作过程结构

情境下，各个工作要素在结构完整的工作过程中

按照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互动生成的结果，这

个“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就是工作过程“黑

箱”的秘密所在。依据工作过程知识的定义，可

以将从工作任务到工作成果的整个工作过程（工

作过程结构如图 1 所示）视为一个工作情境，工

作过程的“黑箱”就是工作任务与工作成果之间

的部分，打开“黑箱”就是探明这个部分的内在结

构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深刻理解工作

过程知识的学习过程具有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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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除个体关联经验以外的所有与产品相关的

知识，包括成文的显性知识，也包括实践共同体

或组织中的默会知识。个体关联经验是默会性

地储存在个体身上的与产品直接关联的所有经

验，如工作阅历、经验技巧、工作习惯等。这两

大范畴的知识都是与产品紧密关联的、并在反

思作用下被直接激活的活性知识，与之对立的

是远离产品或与产品无关的不能被激活的惰性

知识。那么，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体关联经验

在工作过程中是如何围着产品实现汇聚的？或

者说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体关联经验是如何在

工作行动过程中实现工作过程知识的生成？只

有进一步打开工作过程“黑箱”结构中的“知识

黑箱”，才能真正解开工作过程知识的“神秘面

纱”，找到工作过程知识有效分类的依据。根据

波兰尼的默会认知“from—to”基本结构模式和

吉尔（Gill）的三维度知识框架结构模型，并结合

工作过程“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特征，可以

将工作过程的“知识黑箱”结构划分为“觉知”

连续统①、“活动”连续统和“矛盾—反思”三个

维度进行分析。工作过程“知识黑箱”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工作过程知识结构

波兰尼的默会认知结构是认知者把辅助项整

合进焦点对象，在“辅助觉知”和“焦点觉知”之

间建立的“from—to”动态关系结构，其中，表示基

本细节的辅助觉知“from 项”体现默会知识的根

源性，表示综合体的焦点觉知“to 项”体现的是默

会知识的意图性，是人们所关注的事物，是可以直

接意识到的。吉尔（Gill）的三维度知识框架结构

将人类经验划分为双向度的“觉知”连续统维度

和“活动”连续统维度以及单向度的“认知”维

度来构建人类经验知识结构框架。基于此，工作

过程“知识黑箱”的知识结构则可以分为双向度

的“焦点觉知—辅助觉知”的觉知连续统、“概

念活动—身体活动”的活动连续统以及“矛盾—

反思”三个维度②。其中，水平“觉知”轴代表的

是“焦点觉知—辅助觉知”连续统维度，“辅助

的（from）”项指向的是具有根源性的非个体关联

知识，“焦点的（to）”项指向的是具有意图性的个

体关联经验。在工作过程中，从原理性知识向产

品聚焦的过程就是连续统的意义所在，说明知识

间的关联性和融合性，同时也体现了认识与存在

的同构性，即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焦点觉知”与

“辅助觉知”的某种结合 [7]。垂直“活动”轴代表

的是“概念活动—身体活动”连续统维度，“概念

的”项指向非个体概念性知识，“身体的”项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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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个体关联经验的身体技能，在活动实践中，表

现为规则性知识向产品作用的过程。“矛盾—反

思”维度是指在工作过程中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

体关联经验之间发生矛盾并引起个体反思，分别

指向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体关联经验。当然，这

一切互动的发生都是基于一定的工作场所。由此

可见，“辅助觉知”和“概念活动”联合形成了非

个体关联知识范畴，“焦点觉知”和“身体活动”

联合形成了个体关联经验范畴。“矛盾—反思”

维度源起于“辅助觉知—概念活动”间的相互作

用和“焦点觉知—身体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体关联经验间的相互矛盾，

这进而促进了工作过程知识的动态生成。

四、工作过程知识的分类

工作过程知识的学习过程和知识结构分析

打开了工作过程知识依附于工作过程的结构“黑

箱”以及内在的“知识黑箱”，为工作过程知识的

分类奠定了基础。工作过程“知识黑箱”结构的

觉知连续统、活动连续统和矛盾—反思三个维度

的划分，为工作过程知识分类提供了有用依据，进

而实现工作过程知识的有效分类。

（一）工作过程知识的分类依据

工作过程的“知识黑箱”结构说明了觉知连

续统、活动连续统和矛盾—反思三个维度是形成

工作过程知识结构的有效维度，换言之，这三个维

度可以有效划定工作过程知识的非个体关联知识

和个体关联经验两大范畴。就知识分类对象范围

而言，惰性知识为工作过程知识划定了外部边界，

即从人类所有知识中划定了工作过程知识的范

围；而觉知连续统、活动连续统和矛盾—反思三个

维度则为工作过程知识划清了非个体关联知识和

个体关联经验的内部界线，即进一步从职业教育

所有知识中划清了工作过程知识分类的范畴，但

并未划分出具体的知识类型。因此，还需要对工

作过程知识做进一步的类型划分。如果觉知连续

统、活动连续统和矛盾—反思这三个维度可以对

工作过程知识做进一步的有效划分，即可以有效

划分出新的知识类型，那么就可以将这三个维度

作为工作过程知识分类的有用依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1996）将人类知识划分为四大类 [8]：（1）关

于事实和现实的知识（是什么）；（2）关于规律

和原理方面的知识（为什么）；（3）关于技能和

诀窍方面的知识（做什么）；（4）关于人力资源

方面的知识（怎样做更好）。工作过程知识分类

维度的有效性可以此作为验证依据，即依据觉知

连续统、活动连续统和矛盾—反思三个维度能否

划分出以上四大知识类型。水平觉知连续统维

度，在工作过程中是一个辅助觉知的非个体关联

知识和焦点觉知的个体关联经验同时向“产品”

聚焦的过程；垂直活动连续统维度，在工作过程

中也是一个概念活动的非个体关联知识和身体

活动的个体关联经验同时向“产品”聚焦的过程。

这两个聚焦过程的发生是由于“产品”生产导致

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体关联经验之间产生矛盾

而引发了个体反思，即矛盾—反思维度的作用。

换言之，基于“产品”生产的工作过程需要，需要

“输入”与之相关的非个体关联知识和个体关联

经验并发生矛盾，通过个体反思及矛盾化解的指

引，“输出”工作行动方式，进而实现工作过程

知识的生成，完成工作成果。这里“输入”的主

要是与“产品”相关的“是什么”和“做什么”知

识，即明确工作任务；并在矛盾发生时，反思“为

什么”和“怎样做更好”，进而化解矛盾，即制定

工作计划；最后“输出”工作行动，即实施工作计

划及评价反馈。这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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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觉知连续统、活动连续统和矛盾—反

思三个维度可以进一步对工作过程知识划分出

新的知识类型，是三个有用的工作过程知识分

类维度，因而可以作为工作过程知识有效分类

的依据。

（二）工作过程知识的分类类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工作过程知识的分

类实质上就是依据觉知连续统、活动连续统和矛

盾—反思三个维度对个体关联经验和非个体关联

知识以及工作情境知识进行概念意义上的有效划

分。由于非个体关联知识是辅助觉知与概念活

动及矛盾—反思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知识范畴，

反思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范畴的知识都是与工作过

程紧密相关的知识，是会被激活的知识，而个体关

联经验是焦点觉知与身体活动及矛盾—反思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知识范畴，因此，对非个体关联知识

需要从觉知连续统维度的辅助觉知和活动连续统

维度的概念活动以及矛盾—反思三个维度进行分

类，而对个体关联经验则需要从觉知连续统维度

的焦点觉知和活动连续统维度的身体活动以及矛

盾—反思三个维度进行分类（工作过程知识类型

如图 3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作品或工作成果

是在特定的工作场所中非个体关联知识与个体关

联经验在矛盾—反思维度作用下形成的工作过程

知识的外在结果性表现，它既包含了以工作成果

为表达载体的显性知识，如产品、产品说明书、工

艺文件等，也包括了工作成果中凝聚的个体隐性

知识，如产品的美感、产品的象征意义等。它不是

工作过程知识内部分类的结果，而是工作过程知

识的整体性表达。

图 3    工作过程知识类型

非个体关联知识可以划分为原理知识、规则

知识和工作场知识三类。原理知识是非个体关联

知识中离“产品”相对最远的知识，靠近水平觉知

连续统的辅助觉知这个领域，用于解释工作过程

中实践原理性问题，主要包括与工作任务相关的

科学理论和技术理论知识，主要是“为什么”知识。

规则知识是非个体关联知识中离“产品”相对较

近的知识，靠近垂直活动连续统的概念活动这个

领域，用于解释工作过程中实践规则性问题，主要

包括符号规则、劳动规则和行为规则。符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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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工作过程中专业人员在使用专业术语进行

专业沟通中要遵循的语法语义规则；劳动规则指

的是在工作过程中所需要遵循的操作规程、工艺

守则、设备手册等，以技术实践规则为主；行为规

则指的是在工作过程中人们都需要遵循的社会公

德、道德准则、法律法规等，主要是“是什么”知识。

原理知识和规则知识都是可编码知识，属于显性

知识。工作场知识是非个体关联知识中的场景知

识，是“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的物理场，为工

作过程的各个要素和实践行动提供运作平台，主

要包括工作对象、工具、材料、工作人员、团队组织

以及场所文化氛围等，呈现出一个具有物理意义

时空域的物理场，在加工过程中，与个体心理意

义精神域的心理场同时共在，同频谐振 [9]。工作

场知识既有显性知识成分，如工作对象、工具、材

料等，也包括隐性知识成分，如团队组织形成的

实践共同体所具有的默会性知识、场所文化氛围

激发出来的情感等。可以看出，非个体关联知识

包括了除工作行动（主要在个体关联经验领域体

现）之外的所有要素，包括工作人员、工具、产品

以及特定的工作环境，这些要素在觉知连续统维

度的辅助觉知和活动连续统维度的概念活动以及

矛盾—反思三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原理知

识、规则知识和工作场知识；同时，它们各自又有

不同的知识范畴，互不重叠，共同组成非个体关联

知识领域。因此，将非个体关联知识分为原理知

识、规则知识和工作场知识三种类型符合知识分

类原则，属于有效分类。

个体关联经验可以划分为技能和策略两类。

个体关联经验是离“产品”最近的知识，主要体现

在工作行动过程中。技能靠近垂直活动连续统的

身体活动这个领域，是工作过程中工作行动的发

出者，外显为身体行为和行动方式，主要包括身体

技能、经验技术、诀窍等，主要是“做什么”的知识。

策略靠近水平觉知连续统的焦点觉知这个领域，

在工作过程中，是在技能的基础上反思如何更好

地行动的一种经验知识，外显为更有效率的行动

方式，主要包括方法和决策，是“怎样做更好”的

知识。技能和策略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特征，属于

隐性知识，主要以行动为表征方式。技能主要体

现为身体技能，策略主要体现为心理技能，二者有

着不同的指向，互不重合，同时又共同构成个体关

联经验。因此，可以认为个体关联经验分为技能

和策略是符合知识分类原则的有效分类。

概言之，工作过程知识可以分为原理知识、规

则知识、工作场知识、技能和策略五种类型。原理

知识和规则知识呈现显性知识特征，技能与策略

呈现个体经验特征，工作场知识是一个知识运行

平台，呈现为场或情境特征。如俄罗斯套娃一样，

知识嵌入经验之中，经验继续嵌入在“场”里面，

在矛盾—反思的作用下，知识、经验和“场”就形

成了一个流畅运行的连续统 [10]。

注释：
① “连续统”是一个数学概念，表示在实数集里可以连续

取值和连续变动，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这里体现了知

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所有

的区分和分类都只是概念上的分辨，而不是事实区别，

在事实层面上，往往都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对于

工作过程知识更是如此，但这并不代表概念上的区分

没有意义。

② 本文三个维度与吉尔的三个维度主要区别有两点：第

一，在觉知维度上，其焦点觉知指向明言知识，辅助觉

知指向默会知识，而根据工作过程知识的内涵，本文

的焦点觉知指向默会性的个体关联经验，辅助觉知指

向的是非个体关联知识（不全是明言知识）；第二，认

知维度是从默会知识单向度指向明言知识，意指促进

明言认知，而本文矛盾—反思维度是非个体关联知识

与个体关联经验的双向度互动，意指通过反思引发行

动，进而促进工作过程知识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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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Work Process 
Based on Lear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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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ing process knowledge is an integ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ing process and results, which 

is attached to the working process and is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ctually needed in the working process. 

Vocational education knowledge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working process knowled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working process knowledg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effective ba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working process knowledge, namely, awareness continuum, activity continuum and contradiction-reflection, 

and then divides working process knowledge into five types: principle knowledge, rule knowledge, workplace 

knowledge, skill and strategy. Principle knowledge and rule knowledge belong to explicit knowledge, workplace 

knowledge has both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while skill and strategy belong to tacit knowledge, 

which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individual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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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工匠精神”的话题，就像屠呦呦

获诺奖、“三无学者”韩春雨发现世界级的基因剪

辑技术一样，在网络及各大报刊杂志上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从政府报告到影视媒体，无不在宣

扬、倡导工匠精神。为什么一度淡出视界的工匠

精神突然又火热起来了？追根溯源，工匠精神的

复出与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对匠艺、匠

心、匠德的追求密切相关。那么，工匠精神到底是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么推崇？工匠精

神能否被培育出来？

古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面对当今社会

职场的激烈竞争、残酷淘汰与市场随时可能出现

的各种风险，我们不得不对“人心”“道心”有着远

超出古人的焦虑与警惕。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面

对，或者如何做好自己呢？《尚书·大禹谟》中就有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告诉我们不管人与社会怎

样变化，我们都该一心一意，秉持中正的态度做好

自己的事情，也许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工匠精

神”最切中要害的回答。

从李克强总理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到后来央视推出“大国工匠·匠心筑梦”的系

列节目，“工匠精神”迅速走进了大众的视线。随

之而来的是各种关于工匠精神的解释，有人说，工

匠精神是耐心、专注、严谨的工作态度，也有人说，

它是追求完美把工作做到极致的执着，而其中说

得最多的词是“精益求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情

况出现在学界倒也不足为奇，正如同样的内容，不

同的老师教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关心

的不是老师讲了什么，而是他们讲完课后学生们

最终收获了什么。

《百鸟朝凤》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关于工匠精神

的电影，而这部电影亦如匠人的手艺般也曾遭到

“曲高和寡”似的清冷命运。电影讲述了两代唢呐

匠，在社会变迁时期面临新文化的涌入而始终坚

守着唢呐这门手艺的故事。影片中也讲述了匠人

成才的心酸历程，小小年纪的天鸣每天不怕日晒

雨淋拿着竹竿去小河边练习吹气，师傅要求徒弟

的唢呐离口不离手，并教导说“真正的匠人是把唢

呐吹到骨子里去的”。最感人的是师傅焦三爷离

世前拼力演奏影片中唢呐最高难度的曲子——

“百鸟朝凤”时气孔出血仍执意让徒弟天鸣继续演

奏。这部电影正是映衬了当前持续爆红网络及各

大报纸媒介讨论的“工匠精神”。那种精神是将唢

呐吹到骨子里去的决心；那种精神是面对西洋乐

器的涌进时始终吹响唢呐的勇气；那种精神是面

临生活窘迫拒绝好友开启新事业规劝时“你不懂

我”的委屈。无疑，那种精神更像一种对工作的挚

爱，一种有初恋般火热却显得更长情，一种走过金

婚般深刻却还有些不淡定，一种世人不会理解的

所谓的“一见钟情”。

另外，从影视的角度来看，工匠亦是来自普通

人群，与大多数普通人不同是他们的成长与成才

过程中在心智与身体上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磨

砺。而我们今日看来，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不

仅仅是令世人折服的手艺，而是他们一辈子对那

门手艺不改初心的坚守。也许这才是工匠精神最

具魅力的地方。

前几日，一则《中国大妈靠打扫卫生成日本

“国宝级匠人”》的新闻吸引着我们的眼球。那位

叫“新津春子”的大妈，因为最会打扫卫生，而被封

为日本“国宝级匠人”。这样一位清洁大妈，为何

封为“匠人”，而且还是“国宝级匠人”呢？原来她

干了21年的清洁工作，她的工作得到他人最高的

真诚的评价，经过几十年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她

把清洁功夫练到了精细入微的地步。她有超乎常

人的强大知识储备，她对80多种清洁剂的使用方

法倒背如流，她把清洁工作练成了一门技术。她

还令其工作场所连续四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干净

的机场”。从新津春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及其培育反思

李 超 凤，胡 小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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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做（匠艺），简单的事情用心

做（匠心），简单的事情用美德来做（匠德）。正像

熊思东校长在2016年学位授予中所讲的“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简单的事情亦可成就不简单的事

业，平凡的工作也能铸就不平凡的自己。你们该

找准重心，把我们眼前每份小工作当作一份事业

来完成”。这样的精神正是一种做人的态度，虽然

世俗把人分三六九等，分富贵贫贱，可每个人都可

以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豁达。这种态度是一种

相由心生，命由己造的坦然；这种态度是一种“别

人笑我太痴狂，我笑别人看不穿”的孤傲；这种态

度是一种我不必太像你，你也不必太像我的倔

强。显然，这种态度让工匠们走出了世俗的桎梏，

而内心平静的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事迹。

我们高呼工匠精神，寻找工匠精神，到底工匠

精神在哪里？毫无疑问，精神必然寄托于实体身

上，我们把这个实体称为“匠人”。用心审视我们

周围，我们会发现除了《大国工匠》中宣传的8位巨

匠外，其他从事飞机、高铁、卫星等各行业具有独

门绝活的匠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周久切，福建省

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电解工段工人，十几年如一日，

由一名盐水工段普通的学徒工成为管理电解、化

盐、污水、氢纯四个工序的“多面手”。还有中铁四

局的翟长青，哪里有故障他就手拿外文资料出现

在哪里，最终炼就了“下海捞针”、迅速排查故障的

高超技术。千米井下写春秋的管运江、具有螺丝

钉思想的冯鸿运等，他们都是来自我们生活中的

普通一员，但他们冲破了“从众”壁垒，走出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路。他们是当代名副其实的“匠人”，

他们因高超的工作技艺震撼着我们，更因独特的

工作精神感动着我们。他们是寄托着工匠精神的

普通工作者，更是炼就着高超技术的罕见匠人。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匠人们的独立思

想，他们不会轻易以别人为参照、轻易模仿别人来

选择自己的生活。他们习惯埋头苦干手头上的

事，虽缓慢而乐在其中。正如泰戈尔诗中所描述

的“也许你在笑我，想道你这种好没趣的游戏，竟

把你的一早晨美好时间浪费掉了”。时间是不是

真的浪费了，这也只有匠人们自己知道。用李宗

盛在《致匠心》广告中所说的“人生许多事急不得，

得让他自己熟。人一辈子总该让些善意执念推着

往前，因此，才能听从内心的安排。”

钱学森曾经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

出杰出人才？”如果我再问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

“人才”？这恐怕会陷入形而上的空洞讨论中，但

具有独门绝活的匠人是人才这是无需论证的命

题。在世界经济竞争下，中国提出“中国制造

2025”及“供给侧改革”，同时，国人也提出要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工匠型人才，期望这样来提高

产品质量，从而使中国工业走向世界。

但仅从匠人创造“高质量”产品、贴着“高技

术”标签来诠释工匠型人才肯定还是不够的，因为

真正的匠人不仅是掌握了手艺技术的人，更是掌

握了生活哲学的人。在《周易》的乾卦哲学中就用

潜龙、现龙、惕龙、跃龙、飞龙、亢龙分别阐述做人

的不同发展阶段。首先初九“潜龙勿用”即认真学

习积累不宜施展能力；九二“见龙在田”即才华慢

慢出现；九三“惕龙，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即君

子勤勤恳恳的工作但晚上仍然时刻反省警惕。九

四“或跃在渊”即开始施展本事。九五“飞龙在天”

即获得成就名利双收。九六“亢龙有悔”即过度张

扬带来麻烦。而匠人就是一条“惕龙”，他们从“潜

龙”不断历练自己，他们不求成为“飞龙”获得辉煌

名利，他们只求“终日乾乾，夕惕若”，因为他们知

道“飞龙在天”过后便是“亢龙有悔”。

匠人就像一条“惕龙”，始终保持着“终日乾乾”

的姿态。这样看来真正的匠人是沉得住气、吃得起

苦、乐坐冷板凳的人，他们既能学明白又能活明

白。而在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的社会里，

也许可以教出匠艺，但绝对很难教出匠心与匠德。

在工业经济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一门手

艺是为了谋得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而丢掉一门手

艺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养活自己的更好的

工作方式。用这种方式解释如今“匠人”的罕见，

解释遗失的工匠精神似乎更符合后工业发展的趋

势。就像马修·克劳福德（Matthe B.Crawford）在

《摩托车修理店未来的哲学》一书中所说的“知识

工人凭借文凭找到一份工作，可那份工作会让人

变蠢，而且工资不高”一样，因为人对工作的选择

不仅仅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自我意愿，也是自然环

境赋予每个人的社会意愿。所以，面临这种矛盾

式的生存时代，为什么大国工匠那么难寻，为什么

工匠精神显得弥足珍贵，也就不难解答了。

也正是这种过于追求“短平快”发展的经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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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我们想起了“工匠”时代，想起了古时那种尚巧

的传统制作精神。《荀子·荣辱》曰：“农以力尽田，

贾以察尽材，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公侯

莫不以仁厚智能尽官职”。孰不知，真正的匠人是

稀少的，而工匠精神却是可以普及推广的。培育

工匠型人才并不是要求人人成为匠人，而是人人

可以学习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要求人们去浮躁，

去敷衍，求用心，求精品。

今日我们谈论工匠精神的培育必须走出几点

误区。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而非一种产品，

不可批量复制。其次，我们在宣扬工匠精神时，虽

然常常用大师级匠人作为典范、引导，但我们并不

是期望人人都成为大师级人物，人人都创造奇

迹。就像我们说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但我们学的

是雷锋精神，我们希望能培样出具有雷锋精神的

高品质的人，而不是人人成为雷锋本人。最后，工

匠精神的培育并非培养一个大学生、颁发一个毕

业证那么简单，而是长期一贯的持续性工作，它是

一项与我们的教育、环境乃至周边一切因素有关

的复杂工作。正如一位教师说的“一个人品质的

培育，就像往大筐里捡芝麻，我们能做的就是捡一

粒小芝麻，最后品质如何要看筐本身”。还有一点

我们必须清楚，那就是工匠精神的培育仅仅依靠

被动的说教是不可能有效的。真正能让人的精神

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即自我体验、自我领

悟、自我改变。我们应该提高自身的反思能力，做

好自我教育。

总之，工匠精神的培育是要讲究方法的，舆论

上的呐喊有如隔靴搔痒，当然如果不呐喊的话连

病痛在哪里都不知道。培育工匠精神需要从舆论

造势、思想启蒙、环境熏陶、体制保障以及个人践

行等各个方面展开，方能真正达到效果。

作者简介：李超凤 ，女，湖南师范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 学法 ；胡小桃 ，女，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法，高等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 张栋梁]

2016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联合

主办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青年论坛”将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百名代表将参加会议，论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赵志群教授以“应用型

本科教学改革：职业教育学的视角”、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郭建如教授以“职业教育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南

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陈·巴特尔教授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的思考与方法路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星副教授以“走进工厂车间：技能形成研究中的质性方法运用”、《北京大

学教育评论》杂志社编辑部范皑皑副主任以“思想与方法：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的轴心”、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副教授以“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子女的短程社会流动：基于上海的田野调查”、北

京大学教育学院哈巍研究员以“因果推断在教育政策评估中的应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杨钋副教授以

“教育和培训的经济学分析模型”、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科研发展部顾佳峰主任以“空间计量

方法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易红梅副教授以“随机干预实验在职业教育研究中

的运用——以中职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为例”做主题报告，基于跨学科的视野来分析和审视职业教育问题，

共同对职业教育研究的范式、方法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交流与对话，论坛将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跨学科视野下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青年论坛
将在北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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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我国当前

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创新发展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以下简称为“供给侧改革”）战略。

加强“供给侧改革”，改善产品供给质量和结构，是

实现质量立国的重要举措。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

业教育是“供给侧改革”的基础组成部分，承担着

向经济社会培养和提供合格劳动者的重大责任。

其中，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的重要环节，它的质量与人才培养的质量息息相

关。因此，为了推进职业教育有效供给，提高职业

教育质量，必须重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水平的提

升。这不仅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建立中

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更是推动我国产

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经济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时代呼唤

目前，我国正处于“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

下，社会各领域均着力于提高供给侧体系的质量

和效率，职业教育也亟需创新内部要素，扩大有效

供给，以促进其教育质量的提升。职业教育课程

开发作为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应

顺势而变，其变革的必要性是由外在诱导和内在

趋势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外在诱导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

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

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

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侧体系更好适应

需求结构变化。[1]供给侧改革需要劳动力、技术等

要素有效供给，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发

展。而职业教育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必要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因此，“供给侧改革”也诱导着职业教

育进行变革。为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推

动人才有效供给，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变革成为现

实之需。

（二）内在驱使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职业教育课程从无到

有的发展过程。包括从课程文本的获得到实施，

直到学生习得学习经验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指一

门门具体课程门类，而且指这些课程门类按照一

定结构所组成的整个课程计划。[2]其开发涉及的

要素广，包括开发主体、开发内容、开发流程和开

发标准等，都需要科学化、合理化、系统化。而目

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质量不高，也存在许多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质量，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变革迫在眉睫。（1）这

是顺应国家经济变革、社会发展现实之需，有利于

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人才供给结构对

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2）其符合职业教育

内涵发展之需，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课程结

构，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提升职业教育水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探析

吴 鸿 红，胡 小 桃

摘 要：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然而，目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存在诸

多问题，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来看，主要表现为开发投入不足、开发主体单一、开发能力较弱、开发标准缺失等。针

对这些问题，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投入、主体、能力、需求及标准等方面进行探讨进而提出相关策略。

关键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投入不足；主体单一；能力较弱；标准缺失；供给侧改革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质量保证研究”( 项目编号：11YBA218)

作者简介：吴鸿红，女，湖南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胡小桃，女，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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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3）能够满足学生个人就业之需，促进专业知识

储备、更新和普适性能力的提高，防范供需错位、失

业风险。

二、供给侧改革观照下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存

在的问题

伴随着供给侧改革中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

级，职业结构和岗位需求将发生巨大变化。为适应

这种结构性变化，职业教育需要在劳动力、技术等

要素创新方面做出不断变革，才能保证其旺盛的生

命力, 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反观当前

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虽取得一定成就，但也

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开发投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环

节，是保证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基础。培养目标

确定后，必须围绕人才培养目标选择相应的课程

内容，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随之开展教育教学工

作。目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虽取得一定成就，但

学校对课程开发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大多数学校

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招生、学生管理

等工作中，重硬件建设、轻软件投入，致使课程开

发的人力、物力投入相对不足，开发力度较弱，加

上自主开发意识薄弱，从而影响了课程开发工作

的顺利开展。这样不合理的投入结构，既响了课

程体系的建设，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适需

性人才的培养，进而阻碍了整个职业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

（二）开发主体单一，企业参与度低

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主要以学校为主，企

业参与度不高。绝大多数职业学校的课程开发是

由校内专业教研室独自进行研究，课程开发相对

封闭。而行业参与课程开发的机会少之又少，与

此同时，企业开发的积极性也低，参与度不高，校

企方面缺乏深度合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

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正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结构

和劳动就业市场，呈现出体力输出向高附加值的

技术用工转变的显著特征。[3]但由于校企方面缺

乏深度合作，学校不能准确了解人才岗位具体的

变化和要求，导致不能准确分析岗位的工作任务，

亦不能明确任务所需的职业能力。这样的课程开

发缺乏实践基础，开发出的课程也不能很好地符

合行业、企业的需要，使得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程

度低。

（三）开发能力较弱，互助交流不畅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人员需要具备扎实的课程

论知识基础和系统的课程开发技能。作为职业学

校课程的主要实施者——教师，也是主要的课程

开发人员，在课程开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据

相关调查，目前，我国职业学校的教师认为，自己

的角色主要是知识的传递者，以完成教育教学工

作为主要职责，对于课程开发的关注度普遍较低，

开发课程的意识较弱，在开发工作中多处于被动

地位。再者，很多教师是毕业后直接任教，缺乏必

要的课程开发知识和技能，开发能力不强，开发水

平也不高。另外，课程开发的主体之间，如学校与

企业、其他部门、其他专业教师间的合作交流不够,

易造成交流不畅，开发人员不能准确把握市场需

求，从而影响整个开发进程，其开发效果可想而知。

（四）开发标准缺失，课程内容随意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

速度放缓，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

型集约增长，应该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才有利于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

势。[4]但是，社会各领域的供给侧不能满足需求

侧，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出现“技工荒”、“人才

荒”，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所以改革的

重点指向了供给侧方向。“当下职业教育发展的瓶

颈不是经济社会提供的职业岗位需求不足，恰恰

是供给不足”[5]，其作为人才的供给端，应为经济发

展提供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为适应这一需

求，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吸引力都亟待提升，课程

开发的内容必然要符合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社会

需求。然而，现在大多职业学校的整个课程开发

过程中，都没有统一的关于课程开发过程和开发

成果合格与否的评判标准，也没有统一的课程开

发组织机构来监督开发过程、督促改进结果，课程

开发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开发内容随意的问题，比如，中职学校课程和高

职学校课程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内容重复交叉

现象严重，脱离工作实际；很多新开发完成的课程，

与原有课程无太大区别，大多是形式的变动，内容

滞后。加上投入课程开发的资金有限，学生大多时

间还是在教室里学习知识和技能，课形多以理论课

程为主，关于新技能的实训课程比例小，学生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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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实践能力较差，自然达不到社会岗位的需求。

三、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

对策

从人才供给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需要职业

教育供给熟练工人、技术人才、专业人才等不同类

型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多样化

要求加大课程开发的力度、提升课程开发的质

量。针对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笔

者认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课程开发。

（一）调整投入结构，建立激励制度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保障课程顺利实施和构

建课程体系的关键。（1）必须重视课程开发，而不

是一味地只重视外在环境设施的建设，忽视内在

课程体系的改革探索，需明确课程开发对于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2）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力

度，调整投入结构，均衡硬件和软件的投入比例，

建立专业开发队伍，围绕培养目标，选择相应资

源，提高课程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确保开发工作能

顺利进行。（3）建立物质和精神激励机制, 营造良

好的课程开发氛围。课程开发是一项复杂而艰巨

的工作,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鼓励更

多有课程开发经验的人员参与其中，学校应建立

一套将课程开发与人员工资、绩效等挂钩的激励

制度，如有开发成绩突出的人员还可给予精神嘉

奖，颁发荣誉称号。只要积极创造一系列有利条

件，营造良好的课程开发氛围, 就会有更多的专业

教师主动地参与到开发工作中来。

（二）组建多元主体，协同四位一体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

多方主体参与。在“供给侧改革”的“协调”、“创

新”发展理念下，应发动联动效应，创新开发机制，

促进开发主体多元化，形成政府、企业、学校、教师

四位一体的格局，整合各方资源，从制度、模式、思

路、专业、课程、教材和科研等要素入手全面改革，

协同开发。政府方面，需要承担诸多的课程建设

行动，比如，研究并发布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与

职业学校专业发展状态数据；开发职业教育国家

专业教学标准；建设体现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精

品教材；构建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国家队等。[6]企

业方面，应与学校创新校企合作开发机制，深入校

企合作；为学校提供最前沿的课程开发所需资源，

明确岗位需求；派遣资深人员到学校交流，同时，

为学校提供实习岗位，为开发提供实践基础。而

学校方面，则要根据企业需求，分析相关的职业岗

位、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开发以就业为导向的课

程体系；和企业一同建设产学研基地，将科研成果

试用到课程开发之中，完善学生的职业能力，促进

产教深度融合。教师方面，作为学校课程的主要

实施者，他们当然也属于开发的主体之一。教师

应树立正确的开发观念，积极主动地参与相关技

术培训，提升课程开发能力；基于校企合作平台，

把握机会深入企业一线，获取第一手课程资源，同

时全方位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职业教育只有形

成政府、企业、学校、教师四位一体的协商合作、共

同开发模式，才能真正开发出符合现时代需要的

高质量课程。

（三）加强教师培训，提升开发能力

课程开发人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课程开

发的质量。要提升开发人员的课程开发水平，必须

重视对以教师为主的课程开发人员的技术培训。

在“供给侧改革”的“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下，职

业教育课程开发可由政府牵头，加大资金投入，共

享各方开发资源，设立一系列培训制度规范，组织

学校教师参与国内外专门机构、课程专家的专业技

术培训。学校为强化广大教师课程开发意识，将国

内外优秀课程开发有关理论知识和技术作为课程

开发人员的必要培训内容；引进课程开发方面的名

家来校讲学，为开发人员答疑解惑，促使他们掌握

最新最有价值的课程开发技术；组建专业开发团

队，组织他们参加专项培训，并派优秀人员走出校

园，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学习新的开发理念。此

外，开发人员之间应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疏浚

沟通渠道。国家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校企合作，

并利用网络技术等资源，为政府、企业、学校和教师

搭建开放的立体化信息共享平台，确保沟通的有效

性，全方位掌握准确的市场需求、岗位需求，提升各

方开发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开发水平。

（四）立足现实需求，扩大有效供给

作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必

须紧随我国经济改革的节奏，尤其要考虑当下供

给侧改革的现实情况，增强人才供给结构对需求

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优化专业结构、课程结

构，从而解决结构性矛盾，精准发力，扩大有效供

给。在课程开发之前，要对社会行业、企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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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标准进行信息的收集与分析。通过需求分

析，根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调整学校的课程标

准，选择合适的课程资源进行课程开发；注意结合

当下多样化人才培养目标，衔接好中高职课程内

容，删减重复内容，增添适需性新知识、新技术的

讲解内容，尤其应注重通识能力的培养，以加强学

生未来就业的转岗、换岗能力；重视实践课程的开

发，增设模拟工作情景的体验课程，协调理论课与

实训课的比例，“解决职教中存在已久的理论与实

际相脱离的状况,突出职教的职业定向性和针对

性,强化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增强课程的灵活性

并使之优性化、弹性化”[7]；依托校企平台，让更多

的学生进入企业一线实习，由企业工程师授课，增

加学生的动手实践的机会，从做中学，发散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填补创新型技术技能型

人才缺口；开发德育课程，强化学生的“工匠”意

识，深植“工匠精神”，营造工匠文化氛围，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道德观。另外，“互联

网+ ”时代也已来临，随着大规模在线平台建设和

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数字化学习资源、虚拟

化网络空间与传统的课程资源及教学活动有机融

合。学校可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基于传统课程

与“微课”（即以教学设计思想为基础，使用多媒体

技术在几分钟时间内就一个知识点进行针对性讲

解的一段音频或视频）技术、录屏软件（即屏幕录

像工具），开发SPOC课程（即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结合翻转课堂的

教学模式，建设学校网络教学平台，既能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性，让整

个课堂生动起来。这些基于时代诉求、社会需求、

人才需要开发出来的课程，与时俱进，具有前瞻

性，也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绿色”发展理念，以

人为本，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了技术技能型

人才和职业学校可持续发展水平。

（五）设立统一标准，形成反馈机制

为提高课程开发质量，须设立统一而规范的

关于课程开发过程和成果的评判标准，加强课程

开发的科学管理。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来看，课

程开发的标准应以课程的质量水平是否能达到供

需结构平衡、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为基准。因此，

课程开发过程应由统一的课程开发组织机构来监

督、督促。课程开发组织机构起到了统领课程开

发的首脑作用，其人员可由具备扎实理论基础、掌

握多项课程开发技术、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和沟

通能力的教育专家、课程专家、行业企业专家与优

秀专业教师等组成。

同时，在开发课程过程中，还需要进行相应的

制度创新，形成及时反馈机制。这就需要发挥课程

专家、学生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作用。课程专

家是掌握课程理论和技能的专业人员，能为开发提

供专业咨询服务和指导。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另一

主体，所有的课程开发都要满足学生的现实需要，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未来就业为导向。社会

利益相关者则是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对开发做出

适当评价。整个课程开发的过程，从开始确定目标

到最后课程实施，都需要课程专家对课程开发的每

个环节进行专业评估，也需要学生“以学论课”，社

会利益相关者反馈预期效果。因此，学校可通过设

立电子邮箱、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针对课程开发的

意见和建议，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以及时发现开发

课程的不足，确保开发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总之，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职业教育课程开

发必须顺势而变，针对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制定出

科学合理的对策，不断提升开发水平，以适应经济

新常态，推动职业教育有效供给，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课程体系，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培养出越来越多

的创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从而为加快我国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我国经济新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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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教师资是职业教育质量的基本保障。为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素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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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我国颁布的针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的梳理，最终选取了90份政策文

本进行分析。通过辅助性研究软件BlueMC进行的词云分析得知，“教师”“培训”“师德”“企业”

“实践”等词语在政策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同时，依据政策数量变化，将职业教育教师政策的

发展历程分成四个阶段：恢复调整阶段，转型完善阶段，改革发展阶段，创新发展阶段。基于以上

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机制，并且培

养目标从单一专业能力向综合职业素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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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的演变*

修南 唐智彬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6）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

计，师德为本。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质量保

障的基础，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我国政府自

建国以来，相继颁布了较多有关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

其中不乏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文件。纵观整个历

史，不难发现，各类政策文本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等

发展而不断完善。[1]

一、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语料库的建立

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对 1978年至

2018年 5月，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相

关文件进行逐句的分析，找寻话语之间的关联性，从而

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培训过程中的政策变

迁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作简要分析。政策文本均通过

网络搜索获得，主要搜索网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法律图书馆。本研究下载了关于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相关政策文本，同时根据“职业教

育”“教师”“教师队伍”“职业”等关键词，手动删除了不

符合研究内容的政策文本，只选取了关联度较大的内

容进行话语分析，最终形成了原始的语料库。此外，还

通过Python软件对其他部门颁布的文件进行了检索，

从而获得较为完善的语料库。

通过整理90份政策文本，剔除了关于教师节、任免

通知等无关的文本以及相关度较小的语句，只保留与

职业教育教师政策相关的内容，共计61 153字。

二、词云分析与政策数量分析

（一）词云分析

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对语料的政策文本

集进行了定量分析。语料库分析方法通常会应用计算

机技术对分词进行频率分析，以获取研究所需的词频、

关键词表，然后根据统计结果，找出所要分析的目标语

料库文本的某种规律，或者通过一系列质性分析，联系

实际情况找出问题。[2]

本文采用辅助性研究软件BlueMC[3]，对我国职业

教育教师政策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从语料库中提取

了关键词504个，通过对关键词的清洗和预处理，最终

确定了462个关键词作为分析的基础。将462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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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进行排列，提取出排名前100的关键词，形成了云图

（见图1）。
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职业

专业技术
社会主义教学工作 专任教师

人力资源
职教

技术
经费

职务

教职工
职业道德

聘任制
教育质量

政治素质 学术
科学

专业课
兼职

能力
课程

现代
教学改革 兼职教师

信息化

考核

师德
实习

优秀人才 学历

实践师范院校
聘任专业化

生产 评聘

高职高专
教育事业

奖励

职业
创新

高素质 聘用

教学质量
教书育人

教育改革
制度改革 信息

职业学校
职业院校
管理制度

教育工作
教师职业

培训基地
企事业单位

责任研修
师范生质量

职称
师资

评价
技能

素质

职业技术
整体素质

服务
教学

管理

培养
行业

继续教育
待遇

素质教育

教育制度
经济

岗位
队伍

科研
编制 表彰

工资

师范
网络

师资队伍
毕业生

队伍建设
政策
人才培养
管理人员

教师队伍
教师资格

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

企业 培训教育
人才

教师
图1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的关键词云图

词频分析法是用可揭露或集中表达文本中心思想

的关键分词所呈现的频数以明确该文本集的研究焦点

或动态的一种较直观的分析方法。 [4]通过云图，可以

分析当前的政策侧重点。可以看出“教师”“培训”“师

德”“企业”“实践”等分词在该词云中的覆盖面积较大，

说明语料库与本文研究主题比较贴切。

（二）数量分析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

其发展的基本脉络，更好地体现不同时间段内政策发

展趋势。从图 2的曲线变化可以看出，其政策变化在

1991年、2002年、2011年出现了明显的波峰，这与1991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2002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2010年 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等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有关。这

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对职业教育教师政策的发展具

有一定的导向性。[5]
1978
1980
1982
19 8 4
19 8 6
19 8 8
19 90
19 9 2
19 9 4
19 9 6
19 9 8
20 0 0
20 0 2
20 0 4
20 0 6
20 0 8
201 0
201 2
20 1 4
201 6
20 1 8

年份（年）

政
策
数
量
（
件
）

9
8
7
6
5
4
3
2
1
0

图2 我国职业教育教师政策数量变化

通过政策数量变化的分析，将职业教育教师政策

的发展脉络按政策数量的波峰时间进行划分：恢复调

整阶段（1978-1990 年），转型完善阶段（1991-2001

年），改革发展阶段（2002-2010 年），创新发展阶段

（2011-2018年）。

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的演变路径

（一）恢复调整阶段（1978-1990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想严重迫害我国教育

事业，导致技工学校大部分被迫取消，技术工人严重短

缺，社会出现人才断层。[6]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加大，同时对教育提出要“大干快上”，各级各类学校加

快发展速度，扩大发展规模，提高教育质量。为落实教

育方针，培养大量技术型人才，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确立了两种建设方针，以及时恢复和调整职业教

育发展。

一方面，调动社会上的各种人才，满足职业学校的

教师需求，即以借用、聘请、兼职、借调等形式补充教师

队伍。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要

求，各业务部门和劳动部门举办的职业（技术）学校、技

工学校的师资，由办学单位自行解决，教育部门给予协

助。由普通中学改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的专

业课师资，由相关业务部门和协作单位帮忙协助，也可

聘请一定的兼职教师。[7]但是，这些教师在教学方法、

操作技能上难以保证教育的质量。因此，在此基础上，

我国加强对现有教师培训或在普通高校内设立职业技

术学院以提高教师的质量。1986年，首次在南京工学

院等学校设立职业技术教育示范班，考生参加高考统

一招生考试，择优录取，毕业后分配到职业技术学校任

教。[8]1989年 10月，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天津大学职业

技术教育学院。其后，部分普通高校建立了职业技术

师范学院，同时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相继建立起了职

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

另一方面，创新性地建立了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科

学规范地培养职业教育专任教师。1979年2月16日，

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和教育部关于增设四

所技工师范学院的通知》，计划在吉林等地建立4所本

科层次的技工师范学院，面向所在大区，兼顾全国，为

技工培训事业培养专业课教师。[9]之后的近十年时间

内先后建立了14所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培养了大量的

中职教师，保证了中等职业教育持续稳定的发展。但

是随着院系合并、调整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最终形成

了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为代表的8所独立设置的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这 8所院校承担着培养中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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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积极开展职业教育研究工作的重任。

由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普通高校下属

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及各地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共

同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师资培养体系，为今后

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二）转型完善阶段（1991-2001年）

20世纪 90年代，职业教育经过近 20年的恢复发

展，高中阶段职普教育结构达到了 6∶4，中等教育结

构调整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中职教师的培养趋于稳

定。[10]此外，随着“教师专业化”“终身教育理念”等的

提出，标志着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

实现转型和完善。

第一，职前培养与职后训练一体化培养机制。

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

指出，逐步实行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要求建立职业技术

教育教师、干部的轮训进修制度。[11]这是国家首次对

教师的职业资格作出规定，对师资的职前培养提出了

新的要求。国家教委 1992年、1994年的工作要点提

出，鼓励优秀学生报考师范学校，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职

教教师的职前培养工作。1998年，《关于实施〈职业教

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逐步形成

教师培养培训网络，加速建立职业教育教师进修制

度。[12]以此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师资职前培养职后培

训的一体化机制建设。同时，《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提出，以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为依托，重点建设50个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建立了 300余个省级职教师资的培训基地，初步形成

以国家为中心，辐射于地方的师资培训机制。[13]此外，

为充分调动企业参与职教师资的培养工作，提高教师

的操作技能，我国建立了专业技能培训单位。2000
年，《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的意见》提出，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

顶岗工作或实习锻炼，提高广大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

师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14]

国家力求通过建立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师资培养网

络提高教师质量，并要求教师到企业实习实训以完善

专业课教师专业能力，提高专业技能。由此，以高等教

育为中心，企业参与，服务于全国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

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终身学习

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第二，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我国虽然在

1991年就提出了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但主要是针对专

业技能的培养。对于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等没有做出

硬性要求，严重阻碍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面

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在天津大学、同济

大学等 13所全国重点建设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开展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工

作。对招收对象和培养方式作出了规定，最为重要的

是对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内容进行了限制，即围绕所

从事的教育工作和教学实践活动展开。[15]不仅提高了

在职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对教育教学工作

和科研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除此之外，还对教师的个人素养提出了一定的要

求。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

养工作的意见》指出，对于不能恪守职责，工作不认

真，教学态度不认真，不能为人师表，教学效果差的教

师，应调离教学岗位。[16]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职业教

育师资的培养培训已经从注重技能向关注综合素质

转变。

（三）改革发展阶段（2002-2010年）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要求，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加速实现专任教师的

专业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第一，多元化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建设。职

教师资的培训形式主要以授课和参观为主，其不能满

足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发展规模。而多元化的培养体

系建设成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其一，广纳贤才，聘

请专业的技术人员等兼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广泛吸引和鼓励事业单

位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到职

业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提高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业

资格教师的比例。[17]同时，国家建议企业的高级技术

人员到职业学校任教。《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

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指出，按照有关规定和

行业、企业需要，配备职业学校和职工教育的专职教职

工，选派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师、高级技

师担任兼职教师，建立专兼相结合的教师队伍。[18]其

二，积极开展以骨干教师为重点的全员培训，培养一批

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要完善培养培训体

系，做好培养培训规划，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教师专业

水平和教学能力，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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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

人和校长，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物。[19]经

过国家级培训后，成绩优异者可以赴国（境）外学习先

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专业教学法。[20]其三，开发培训

包项目，实现职教师资的系统化培养培训。2006年，

《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指

出，以重点专业和紧缺专业的教师培养为中心，形成以

典型案例、教材等组成的开发培训包，满足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教师的需要。国家投入资金，全面支持职业

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其目的在于改变单一的师资培

养模式，全面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提升教师的学历层次，开展“教育硕士（职业

教育）”试点培养。自职业教育恢复办学以来，大部分

职教师资是专科生。随着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学历

层次已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一些学者提

出培养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师资。学术型职业技术

教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自 198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

试招两名学生开始，直到 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高校才开始招生。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招

收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7年建立了

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逐渐形成了职业教育师资的学术

型培养体系。专业型职业教育方向的教育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

的学历层次提升，有利于实现职教师资的全方位多层

次培养。

（四）创新发展阶段（2011-2018年）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职业教育的发展也

应与此相适应。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对师资队伍的

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颁布了创新性的师资队伍

培养培训政策。

一方面，创新职教师资的培养培训制度。其一，国

家高度重视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2011年，《教育部

关于推动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新进专业教师应具有一定年限的行业企业实践

经历。其二，通过校企共同培养培训职教师资。《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

见》指出，加快构建内容完备、特色鲜明、管理规范，相

互衔接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体系框架，满足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需要，满足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

发展的需要。[21]其三，重视教育信息化手段在教师教

学过程中的运用。《2018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

作要点》提出，启动“人工智能+”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探索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支持教师决策、教师教育、教

育教学的新路径。 [22]同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也提出，“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

动，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

推动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式变革。[23]

针对新时代发展的需求，确保进一步完善职教师资的

培养规格和质量标准。我国将校企协同培养培训、教

育信息化融入到了师资培养培训中，丰富了教师的职

业素质。

另一方面，丰富教师个人素养的机制建设，即创新

性地提出了培养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师德的优劣对职

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十八大以

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对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2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和

完善理论学习制度，创新理论学习的方式和载体，加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不断提高教师

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构建师德长效机制。[24]

2013年，《教育部关于 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的意见》指出，完善教师评价办法，全面落实师德表现

一票否决制。2018年，《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的通知》指出，完善高校教师师德行为规

范，强化师德师风考核，体现奖优罚劣，着力解决师德

失范、学术不端等问题。[25]同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2018-2022 年）》指出，加强师德养成教育，用

“四个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和“四个

服务”等要求，统领教师成长发展，细化落实到教师教

育课程，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

德育教。[26]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教师资政策演变的反思与

总结

其一，我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职教师资队伍

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机制，并根据新时代的

要求提出了“人工智能+”教师队伍的相关政策作为师

资培养培训机制的补充。这四十年来，职教师资队伍

建设收获颇多，但是，在培养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需要解决。比如，在职业教育专业教育硕士的培养上，

如何在2年内完成理论学习和操作能力的培养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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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已经不把职

教师资的培养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了，如何转变这一

情况；校企协同培养培训职教师资的过程中，怎样调动

企业的积极性等，这些问题有待继续思考，需要在具体

的实施过程中逐渐摸索，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培养培训体制。

其二，职教师资队伍的职业素养发生了重大的转

变，从单一专业能力向综合职业素养发展。我国目前

将教师的信息化运用能力和师德素养同专业能力和教

学能力放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建设

过程中，容易降低师德建设的门槛，即从社会的整体角

度对教师进行了约束，容易忽视教师个人修养、作风、

习惯等的养成。所以，有必要规范师德建设的准入门

槛，规范师德建设的量化评价体系，制定师德底线，促

进社会力量的监督。同时，通过开展师德讲座、听报

告、参与师德培训和师德建设等活动加强工匠精神与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机结合，使教师真正的热爱教育

事业，甘愿付出。在信息化的运用能力上，我国从宏观

的视角对教师素养进行了指示，但是没有颁布具体的

实施内容。所以，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将教育信息化下

放至各个学校，由各学校制定信息化教学条例，购置信

息化教学设备，满足教师教学能力的需要。鼓励教师

自学，使信息化成为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促进教育信息化的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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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职业教育教师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工匠型”人才的重任，指出职业教育教师自身必须成为“工匠型”教师，

并探讨了“工匠型”教师应具有的内涵和特征。只有拥有崇高的匠德、独特的匠心和高超的匠能，并具备鲜明的时代精

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专致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工匠型”教师，才能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促进我国制造业跨越

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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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2025》对我国制造业人才的培养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职业教育则肩负着为制造业

培养大批“工匠型”人才的重大责任，而技术技能人

才的培养离不开优质的师资队伍。因此，必须打造

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工匠型”教师队伍，以满足

时代发展的需要。解读职业教育“工匠型”教师的

内涵和特征，成为培养“工匠型”教师队伍的关键。

1 “工匠型”教师的内涵

《辞海·工部》说:“工，匠也。凡执艺事成器物

以利用者，皆谓之工。”传统工匠是指有专业技术与

艺术特长的手工业劳动者，其基本要素包括三个方

面: 一是专业的或手工业行业分工的要素; 二是技术

的或专门技能的要素; 三是艺术的或工艺的要素。［1］

《现代汉语词典》中“工”的内涵有多种，主要指工

人，工作，生产劳动，技术和技术修养; “匠”，即在某

方面很有造诣的人;“工匠”为手艺工人。因此，“工

匠”的现代意义可总结为两类: 一是指现代手工业

人，从事与物品直接接触的生产性工作，注重工作的

实际性; 二是指现代职业人，手中握有一技之长的专

业人士，像工人、商人、教师、医生、农民等，比第一类

所指范围更广。
从现代意义来看，教师属于现代职业人的一种，

曾被称为“教书匠”，也可看作是“工匠”。金泽龙认

为“工匠教师”是拥有技艺精湛的动手能力，具备超

强的专业精神，来自生产一线，能胜任专业教学的教

师。［2］虎智猛则认为职业学校教师作为教师工匠，不

仅是一名技艺工匠，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高

超的技艺技能，同时还必须是一名教学工匠，需要具

备无私奉献的品质，具有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理念，能

熟练运用职业教育方法以达到传承技艺技能及职业

素养的目的。［3］刘维娥认为，职业教育教师，应具有

“工匠”技术( 即高超实践工作能力) ，走工匠型专业

化发展之路。［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工匠型”教师即“工匠”
教师群体，与一般教师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拥有扎实

的理论功底和精湛的技术技能，还秉持着工匠精神，

并以此作为职业信仰来影响和教导自己的学生，是

兼具匠德、匠心、匠能的“工匠”教师的集合。
1． 1 具有崇高的匠德

“工匠型”教师崇高的匠德体现在其情感、态

度、价值观方面，这就与“工匠精神”有了直接的联

系。2016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

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5］。
其中重点提到的“工匠精神”，成为制造业的热门词

DOI:10.15903/j.cnki.jniit.2018.04.022



第 18 卷第 4 期 吴鸿红，胡小桃: 职业学校“工匠型”教师的内涵和特征解读

汇，指用专注的职业态度和精湛的职业能力来追求

工艺以达到极致的一种精神。它的精髓在于工作并

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养家糊口的工具，更是树立起爱

岗敬业、严守规范标准、对产品精益求精的态度。因

此，各个行业都开始提倡重塑“工匠精神”。而“工

匠型”教师的匠德更是将“工匠精神”诠释得淋漓尽

致，可用三个词汇来概括，即: 敬业、乐业、专注。敬

业，以崇敬之心对待自己的事业，坚守工匠之信仰;

乐业，干一行爱一行，以极大的热情为学生传道授业

解惑; 专注，专注于教学，专注于科研，专注于自身专

业素养的提升，对自己的“产品”( 即学生) 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
总体来说，“工匠型”教师，为人师表，以身作

则，秉持着新时代“工匠精神”的职业信念，遵守职

业道德。他们在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职业能力的

培养的同时，还注重学生职业情感的激发、职业态度

和价值观的树立，坚持不懈地培育学生的“工匠精

神”，传承中华民族的工匠文化，使其成为德艺并举

的“工匠型”人才，满足就业市场和个人职业发展之

需求。
1． 2 怀有独特的匠心

职业学校“工匠型”教师独特的匠心主要体现

在“三爱之心”和“四个坚持”。
三爱之心，即仁爱之心、友爱之心、热爱之心。

“工匠型”教师对待学生怀有仁爱之心，尊重学生，

严而有爱。职业学校师生间存在着特殊的师徒关

系，在实训实操课程学习期间，教师手把手教导学生

技术技能知识，传承了古代的师徒关系，教师如师

父，言传身教，发扬了真挚的师徒情谊。“工匠型”
教师对待同事怀有友爱之心，虚心请教有经验的前

辈，主动向模范教师学习，与同事交流心得。职业学

校多以参加技能比赛来磨练学生的技能，以此作为

检验教师教学质量标准之一，教师团队能相互切磋，

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关系，维护集体荣誉，共同进

步。“工匠型”教师对待事业怀有热爱之心，作为能

工巧匠，他们能用饱满的激情专注于教育教学工作

和科研项目，一丝不苟。同时，对于每项产品，“工匠

型”教师有完美的质量标准，力求极致，追求卓越，他

们也将这“工匠”意识很好地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
马建富《职业教育学》认为，职业学校教师专业

素养的提升需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如学生全面

发展、加强实践能力培养等教育理念，以此作为教育

教学的重要指导思想。［6］刘维娥认为职业教育教师

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需要不断追求自身发展，更新

教育观念，如，树立终身学习、强化主体意识等教育

理念使“工匠型”专业化发展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始

终。［4］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重点建

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每年都会招收对口本科师范

专业，为职业学校输送大量教师人才，同时，每年暑

假会对职业学校在职教师进行“国培”“省培”，帮助

教师自我成长，提升教学质量。笔者从中了解到目

前职教师资培养十分注重教育理念的革新。综上所

述，笔者认为，职业学校“工匠型”教师，有着“四个

坚持”的现代教育理念。
四个坚持，即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坚持鼓励学生

全面发展、坚持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创新意识、坚
持强调终身学习等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就是充分尊重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即以多

元目标为导向，发展学生健全人格; 坚持民主，提倡

教育公平; 因材施教，满足学生个性发展。坚持增强

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实践精神，即以就业为导向，提高

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转岗能力，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

展; 强调在“做中学”，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强化

创新意识，推陈出新。坚持强调终身学习，即树立学

生终身学习理念，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传授学生

在线学习技能，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新知识，发展新

能力，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教育信息化社会的需要。
1． 3 拥有高超的匠能

“工匠型”教师全面发展，综合素养高，拥有高

超的匠能。
首先，具备宽厚的理论基础。对于传道、授业、

解惑的“工匠型”教师而言，宽厚的文化知识和扎实

的专业知识等理论基础必不可少。他们不仅学习本

专业基础知识，学习相关专业的知识，以达到举一反

三、融会贯通的效果。同时，由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

置需随职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故他们有不断储备

和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
其次，拥有丰富的专业技能和教学技能。他们

拥有精湛的技术技能，精通本专业的技术技能，能快

速掌握新技术，有较强的技术可迁移能力，能改良新

工艺，适应工作需要; 拥有丰富的教学能力，如加工

教学信息能力、传导教学信息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能熟练运用职业教育方法以达到传承技艺技能及职

业素养。此外，他们还主动学习微课等在线教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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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利用网络资源，建设精品课程，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有效组织教学，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再次，具有超强的创新意识和突出的科研能力。

创新是进步的灵魂，“工匠型”教师时时注重技术工

艺的创新和教学教法的创新，深入企业一线学习，具

有丰富的生产经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作为职业

教育研究者，“工匠型”教师还具有突出的科研能

力，在与企业合作项目中，能将已有教育研究成果创

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教育活动中，职业教育与生产

活动紧密相连，注重深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

创新精神，追求卓越品质，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
最后，强调深刻的实践与反思。不管是教学实

践，还是专业积累，“工匠型”教师注重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

他们注重内省，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听取优秀教

师的经验和学生的反馈，做好记录，通过与其他教师

的对比，加强总结和反思，取长补短，创新思维，改进

方法，与学生共同成长。

2 “工匠型”教师的特征

职业学校“工匠型”教师内涵丰富，不同于一般

的教师，他们独具特色，可从 5 个方面来解读其特

征，如图 1 所示。

图 1 “工匠型”教师的特征

2． 1 时代精神

“工匠型”教师具有其他教师无法比拟的时代

精神。当下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 2025》对我国制造业人才的

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高职院校“工匠型”教

师肩负着为制造业培养大批“工匠型”人才的重大

责任，他们的产生和发展符合时代的诉求。同时，他

们与时俱进，常深入企业一线学习亟需技能，能快速

掌握新技术，有较强的技术可迁移能力，能改良新工

艺，适应社会需要。

2． 2 人文精神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人文素质普遍不高，存在缺

乏职业道德、教学积极性低、对学生缺少人文关怀等

问题。“工匠型”教师具有人文精神，包含人文素

养、人文情怀和“工匠精神”。其人文素养高，以职

业道德为纲，教学积极性高，对学生言传身教，发扬

严而有爱的师徒情谊; 在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职业

能力的培养的同时，还注重学生职业情感的激发、职
业态度和价值观的树立，具有人文情怀; 以“工匠精

神”为职业信仰，敬业乐业，严而有爱，并坚持不懈地

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工匠文

化，促其成为德艺并举的“工匠型”人才。
2． 3 科学精神

“工匠型”教师具备宽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

专业技能。无论是在传授学生知识技能时，还是进

行项目合作、科学研究时，他们坚守科学标准，严格

执行每一道程序，以高标准、严要求出色完成教学和

研究的所有任务，使其自身的科学精神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
2． 4 专致精神

毋庸置疑，“工匠型”教师的专致精神则体现在

以饱满的热情和专注的职业精神来追求工作达到极

致和完美。实践出真知，他们的专致，莫过于专心、
专一，专注，专心于思，专注于行、专一于事，其最终

目的是将工作发挥到极致。作为能工巧匠，他们对

待事业怀有热爱之心，能用饱满的激情专注于教育

教学工作和科研项目，一丝不苟; 同时，对于每位学

生，对于每项产品，他们内心有相应的完美的质量标

准，力求极致，追求卓越。
2． 5 创造精神

“工匠型”教师的创新意识超前，具有极强的创

造精神。对比职教教师普遍存在的创新意识薄弱、
教学技能单一、实践能力弱等问题，他们能创造性地

革新教学方法，主动学习慕课、微课等教学新模式，

利用网络资源，将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拓展了教

学渠道，如建设推广 SPOC 网络教学平台，即 SPOC
(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

程) + 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

的创造性，让课堂“活”了起来。另外，他们爱打破

常规思维，匠心独运，举一反三，动手能力强，时时注

重技术工艺的创新，并将已有教育研究成果创造性

地运用于自己的教育活动中，注重深入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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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厘清“工匠型”教师内涵与特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打造“工匠型”教师队伍，提高职

业教育质量。只有首先解读“工匠型”教师的概念

和特征，才能明确“工匠型”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路

径，进一步促进职业教师的自我成长。这也有助于

打造高质量、高水平的“工匠型”教师队伍，从而提

高职业教育质量，实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第二，有助于培养“工匠型”人才，促进经济可

持续发展。在“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解读“工匠

型”教师的概念和特征，体现了时代对职业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和“工匠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职业教

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契合“工匠型”人才的

培养目标，进而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适需性人

才支持。
第三，有助于改善职业教育观，平衡就业市场供

需关系。目前就业市场供需错位现象较为普遍，技

术技能型人才缺乏，这与我国重理论、轻实践的职业

教育观有很大关系。努力培育“工匠型”教师和人

才，重视加强技术技能等实操实训学习，能大大改善

并平衡就业市场技术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偏理论

型人才供过于求的局面，稳定就业市场，有效解决

“就业难”的问题。
第四，有助于弘扬“工匠精神”，铸就大国工匠

文化氛围。“工匠型”教师，以匠德、匠心、匠能为主

要内涵，其队伍建设能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工匠

地位，从而为铸就大国工匠文化氛围、维护社会安定

团结奠定重要基石。
总之，在“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通

过探究“工匠型”教师内涵和特征，打造兼具“匠德”
“匠心”和“匠能”的“工匠型”教师队伍，有利于提升

职业教育人才质量，培养适需性、创新性强的“工匠

型”人才，助力制造业跨越式发展，以支撑“中国制

造”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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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points out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mselves must become“craftsman-type”teachers，and explor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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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vocational school; craftsman-type teacher;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 责任编辑 陈晓润)

58


	1 职教师资_高职_本科_专硕_一体化培养模式初探_曹睆俊
	6
	职教师资_高职_本科_专硕_一体化培养模式初探_曹睆俊

	2 贫困地区农村中职教师精准培训模式研究_唐智彬
	1(1)
	贫困地区农村中职教师精准培训模式研究_唐智彬

	3 作为乡村_治理术_的农村职业教育_内涵与路径_唐智彬
	3(1)
	作为乡村_治理术_的农村职业教育_内涵与路径_唐智彬

	4 精准扶贫_与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_基于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思考_唐智彬
	4
	_精准扶贫_与发展定向农村职业教育_基于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思考_唐智彬

	5 比较视野中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中_省略_要国际组织和机构理念与行动的分析_唐智彬
	2(1)
	比较视野中教育扶贫的国际经验与中_省略_要国际组织和机构理念与行动的分析_唐智彬

	6 现代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机制创新探索_唐智彬
	5
	现代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机制创新探索_唐智彬

	7 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依据、形态及表达-李必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3
	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分类_依据_形态及表达_李必新

	8 职业性、开放性与实践性：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依据-李必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期
	职业性_开放性与实践性_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依据_李必新

	9 基于职业核心素养的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研发理念_修南
	（修南）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基于职业核心素养的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标准研发理念_修南

	10 民国时期职业陶冶思想及当代发展理路_唐林伟
	（唐林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民国时期职业陶冶思想及当代发展理路_唐林伟

	11 以学习者为中心_论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变革_唐智彬
	（唐智彬）职教论坛1
	_以学习者为中心_论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变革_唐智彬

	12 论_以学生为中心_的学校文化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思路_唐智彬
	（唐智彬）职教论坛3
	论_以学生为中心_的学校文化视域下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思路_唐智彬

	13 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_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探讨_唐智彬
	（唐智彬）职教论坛2
	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_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探讨_唐智彬

	14 走向职业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师课程创生_胡小桃
	（胡小桃）职教通讯
	走向职业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师课程创生_胡小桃

	15 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开发_胡小桃
	（胡小桃）职业教育研究1
	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师培训标准的开发_胡小桃

	16 教学专长研究及其对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_胡小桃
	（胡小桃）职业教育研究2
	教学专长研究及其对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_胡小桃

	17 基于双元学习课程的德国本科层次职_省略_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路向_贺艳芳
	（贺艳芳）职业技术教育
	基于双元学习课程的德国本科层次职_省略_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路向_贺艳芳

	18 基于学习过程的工作过程知识结构与分类-李必新
	职教通讯6
	基于学习过程的工作过程知识结构与分类_李必新

	19 工匠精神及其培育反思_李超凤
	（李超凤）职教通讯
	工匠精神及其培育反思_李超凤

	20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_吴鸿红
	（吴鸿红）职教通讯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_吴鸿红

	21 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的演变_修南
	（修南）当代职业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政策的演变_修南

	22 职业学校_工匠型_教师的内涵和特征解读_吴鸿红
	（吴鸿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职业学校_工匠型_教师的内涵和特征解读_吴鸿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