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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业教育承载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任，是培养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
教育。
这是因为，一方面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的人才结构及与之相应的教育结构主要取决于该国的
产业结构。
当前，经济全球化给了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极好机遇，国家正处在由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化的
工业化进程之中，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装备制造业仍将占据主体地位。
所以，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百万计的专门人才的历史重任，就
落在职业教育的肩上。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也是促进就业的需要。
职业不仅是个体所获取的职业资格与所取得的工作经验的一种组合，更重要的是个体与社会融合的一
种载体，是个体社会定位的一种媒介，也是个体与社会交往的最本质的一个空间。
国家正是通过专门的职业劳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才有可能对社会环境稳定与个人心理稳
定实施有效的调节与控制。
所以，致力于使人获取从业本领、从业资格进而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对消除我国因经济体制结构性
改革导致的就业压力，为上千万企业工人的转岗教育、几亿农民的转移培训、每年上千万新增劳动力
的教育与培训，都将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无疑，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同样也落在了职业教育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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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仅从教学层面看，他所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来源于社会职业
，是对社会职业群和岗位群所需共同职业资格的归纳，而不是学科专业简约结果的观点；关于职业教
育的课程追求的是工作过程的系统化而不是学科结构的系统化，为此要进行“学科体系的解构与行动
体系的重构”的观点；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在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教学行动层面
的“三大冲突”的观点，以及受德国职业教育关于职业科学观点的启发而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作为一
种类型的教育应在学科建设中获得自己独立地位的观点，都具有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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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
　　三、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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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职业教育学习过程组织的范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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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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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基于生命发展的基础观　　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培养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应用型职
业人才，因此职业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为满足社会需求造就合格的“职业人”
，这是一。
同时，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则体现为还要适应个性发展，遵循教育发
展规律，为满足个性需求塑造合格的“社会人”，这是二。
应对社会发展的千变万化，面对个性发展的千差万别，要以不变应万变，职业教育只有为学生未来的
生存与发展夯实基础，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
　　这意味着，深刻理解职业教育在人的一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即所谓“基础观”
，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实际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是中华文化对教育基础作用的精辟诠释。
然而，这样一句极具深刻思辨色彩的至理名言，长期以来却被误读了。
这种误读的突出表现，在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基础是构成的还是生成的”的理解产生偏差。
可以说，基础的构成说解读还是生成说解读，是一个现代职业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所应该正视的根
本问题。
　　传统的“基础构成说”的座右铭是“多深的地基多高的墙”，这是一种建筑学的概念。
其内涵表现为：一是认为基础的好坏取决于“量”的多少，即“多学”，在书本中学，“学得越多，
基础就越好”；二是认为基础的意义表现为“存储性”，即“备用”，“现在用不上总有一天能用得
上”。
因此，在这种思维定势指导下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记忆为主，企图通过一次性教育最大
限度地使学生获取其一生所需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但是，由于在基础的形成过程中是他组织的：教师是知识传递途径的主宰者、评判者，而学生只能是
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系统的获取是外部强制输入个体的结果；在基础的要素关联上是叠加的：强
调基于还原论的部分、单元、模块的算术加即可攫取整体；因而其获得的基础知识是惰性的：关注复
制、再生和重构，其结果是“知识学得多用得少”，对职业教育来说是一种“过度教育”。
这种基于学科体系的基础观，实质上是一种指向“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陈述性知识集合的静态基
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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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作者的科研集中在职业教育学的基本原理领域，特别是在课程论、教学
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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