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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日益成熟起来。
早在1988年我们参加了由全国多所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联合编写的《职业教育学》教材，后又
于1998年主编了《职业教育学》教材。
在近20年的教学中，我深感一方面人们对职业教育学教材建设越来越重视，期间先后出版了十多部职
业教育学教材，教材质量也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学教材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此，我们希冀以原教材为基础，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以及教材使用情况，同时广泛借鉴兄弟院校教
材建设的经验，重新编写职业教育学教材。
此想法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遂申报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
获得批准；同时，该教材亦被选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立项精品教材。
　　本教材编写的总的指导思想是：职业教育学教材必须尽可能反映人们对职业教育规律的认识，必
须跳出普通教育学框架的束缚，尽力体现职业教育特点，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为此，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在以下几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一是突出职业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在
教材体系结构以及具体内容上努力反映职业教育的个性与特色；二是满足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需要
，在教材内容中，适度地反映专家、学者关于职业教育一些基本问题的争论，同时在大多数章节后添
加教材内容延伸和深化的“相关链接”，供学生进行研究性和拓展性学习之用；三是吸取国内外最新
的研究成果；四是注重教材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不仅为学．生展现职业教育理论的基本概貌，更有助
于高校教师职业素质的养成，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希望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学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
献。
然而，在教材编写中，不尽人意之处难以避免，真诚希望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
唯有如此，职业教育学才会逐步成熟起来，职业教育学的教材建设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本教材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曹利群主任、沈兰博士为本教材的
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也引用了许多他人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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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突出职业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在教材体系结构以及具体内容上努力反
映职业教育的个性与特色；二是满足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需要，在教材内容中，适度地反映专家、
学者关于职业教育一些基本问题的争论，同时在大多数章节后添加教材内容延伸和深化的“相关链接
”，供学生进行研究性和拓展性学习之用；三是吸取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四是注重教材的实用性
和指导性，不仅为学生展现职业教育理论的基本概貌，更有助于高校教师职业素质的养成，为教师的
专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本书共分12章，内容包括：职业教育的内涵、特性及其发展，职业教育功能，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教学，职业学校德育，职业指导，职
业教育教师的成长与发展，职业学校班主任工作，职业教育科学研究。
 　　本书是职业师范院校的公共必修课教材，在明确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架构等问题后，系
统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本质、功能、体系、培养目标、结构体系，以及职业教育的教学科研
、德育、管理、教师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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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社会职业的分类和发展　　按从业人员所从事工作的种类、性质乃至职业活动所涉及的知识
领域、使用的工具设备、采用的技术方法以及提供产品和服务种类的同一性进行划分，即为职业分类
。
职业分类有利于劳动就业管理和教育培训。
社会职业分类和发展是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首要依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引领社会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专业设置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结构，诸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
构等多种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职业结构对各类专门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
因此，由社会职业的变化与发展所引起的专业设置的变化，决不只是表现在专业设置的总量上，它同
时还表现在专业设置的种类和结构上；而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职业内涵的发展又必然引发专业
培养目标以及专业设置口径等的变化。
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服务、经营方式和劳动组织的变化，社会职
业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旧职业逐渐消失，新职业不断产生。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必须适应社会职业发展的需要，社会职业一旦有所变化，如职业要求改变，新
职业出现，专业设置就必须随之调整。
当然，社会职业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专业设置与社会职业之间的适应也只能是相对的，并且合理
设置专业也可以对社会职业的分化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学科的分类和发展　　学科的分类与发展不仅是职业教育专业划分的主要依据之一，而且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职业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学科在教育分化和综合中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新的学科不断涌现
。
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内容要不断跟踪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让学生接受最新的专业知识教育，这样，
学生才会有更强的工作适应性。
　　（三）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水平　　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全面自由发展是各种类型、各种形式教育
的共同目标。
职业教育也不例外。
职业教育专业的设置，要以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水平、特点及规律为基础，要以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全
面发展为目标。
具体来说，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必须体现两个层次的目标：一方面要突出职业性，以培养学生具有较强
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目标；另一方面，更要体现发展性，要以学生个体的身心全面发展为目的，
使学生成为健全合格的社会公民。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学生个体身心发展还有很大的潜能和空间，若仅着眼于某一社会职业岗位需求来
设置专业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
为此，专业设置应兼顾职业需求和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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