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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学者批评现在的教育“没有人”或“失去了人”，指的是教育过于功利，偏求专业能力的传承
和个人利益的获得而忽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忽视人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和个性发展。
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切中了时弊。
当今整个教育有此弊端，职业教育自然也不例外，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更甚，这倒未必。
　　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是每一个人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的基本目标，谓之“育
人”。
育人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获得全面、自由、和谐、充分的发展以逐步融入社会，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
现自我价值。
　　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不仅是“职业人”，而且是“社会人”。
“职业人”是“社会人”的核心，因为从事一定的职业是任何人生存的前提。
但是“职业人”不是“社会人”的全部，“职业人”的资格内涵是胜任某个职业所需要的素质，包括
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固然是相当宽泛的，然而“社会人”的资格内涵不仅是人对某个职
业的胜任，而是人融入社会所需要的更广泛、更丰富的素质要求。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青年人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
为一个专家。
”一个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过程是一个毕生的学习过程，是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规范“内化”为个人心理品质的过程，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并掌握社会所赞许的行为方式。
　　人非机器，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育人而不是制造机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台机器
具有情感或精神世界，而人，特别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应该注重对于真与善、健康情感和高尚精神
的追求。
培养这种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社会人，才是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题中之义，应该成为当今职教教学改
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所谓人文素养，包括正确地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必要的自我控制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崇尚正义、
心地善良、意志坚韧、富有诚信、乐于合作等等内在的心理品质，它不仅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具有的
基本品德，也极有益于学生学习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培育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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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学者批评现在的教育“没有人”或“失去了人”，指的是教育过于功利，偏求专业能力的传承
和个人利益的获得而忽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忽视人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和个性发展。
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切中了时弊。
当今整个教育有此弊端，职业教育自然也不例外，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更甚，这倒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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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年4月22日中华诗词学会在杭州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了首届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
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新时期诗教工作步入正规化、科学化的发展轨道。
继首批三所学校以后，本次大会还授予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省昌邑市实验中学、广东梅县高
级中学、山东省青岛开发区崇明岛路小学、湖南常德诗墙为诗教先进单位。
湖北省赤壁市、山东省昌邑市、海南省儋州市、江苏省扬中市、湖南省汉寿县为诗词之乡，为当代诗
教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做了奠基性的开创工作。
2003年12月5日，全国校园诗教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这是继杭州会议之后又一次专题推进校园诗教
工作的会议。
会议交流了开展校园诗教的情况和经验，展示了校园诗教的丰硕成果，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校
园诗教的倡议书》。
　　追溯历史长河，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华诗词和诗教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她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组成部分。
我们肯定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就必然要肯定作为主流文化的诗歌的传承，也就必然要肯定应运而生的
诗教的历史。
可以说，诗教从来就在中国人生活的深处、人心的深处，润物无声，从未间断。
　　二、振兴中华诗教的现实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数千年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伴随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兴衰荣辱的诗和诗教，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气
质、精神和灵魂，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正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征途上迈进，小康社会是一个包括物质、政治、精神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这项系统工程中，弘扬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培育民族精神，发挥诗教的独特作用，无疑
是属于向根部培土的战略措施。
在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中华
诗教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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