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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早明主编的《亚太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比较研究丛书》是一套探索亚太地区高职教育的重要著作
，在中国大陆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时刻，研究并出版这套著作，对借鉴亚太地区发展职教的经验
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职业技术教育是现代国家和地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教育途径，并被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之
所以繁荣发展的秘密武器。
中世纪的西方教育在教会的教堂中进行，完全排斥了生产性，与中国的封建社会教育一样，职业技术
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大学的理想是培养远离生产和世俗生活的学究和坐而论道或述
而不作的理论家、说道者。
工业革命要求生产者具有技能，迫使统治者要向工人传授新技术，但古典学校不屑于担当如此重任，
于是出现了另外一种学校——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简单技术培训到建构其完整体系的历程，先是英国的学徒制、工人
讲习所，而后是德国的实科中学，到英国的私立实科学校、密尔顿技术学院以及法国的理工学校、德
国的工业学校网，等等。
随着工业化进程，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起来。
从德国早期的工业学院，美国的工学院、农学院等，到如今各种专科技术院校、各种形式的理工院校
。
亚太地区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中国台湾的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香港地区的工业学院
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讨的职业类院校。
尤其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较早开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随着经
济的转型，台湾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很快地发展起来，并于1974年在招收技职专业
硕士研究生基础上招收技职专业博士研究生，有力地配合了台湾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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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高等技职教育政策研究》是一套探索亚太地区高职教育的重要著作，在中国大陆积极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的时刻，研究并出版这套著作，对借鉴亚太地区发展职教的经验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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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广东省比较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研究领域：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比较高等教育、比较职业教育、港澳台及东南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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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台湾高等技职教育评鉴运行机制的特征　　1.评鉴方式的多样化　　（1）评鉴兼顾自我评
鉴与外部评鉴。
自我评鉴侧重于学校自我提高的要求，使得评鉴更为主动、积极。
而外部评鉴则满足了政府及社会对学校绩效的要求，也为家长和学生选择学校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其中，自我评鉴的机制比较完善。
台湾高等技职教育评鉴制度的设置十分重视自评工作，学校自我表达机制完善。
自评不但为外部评鉴提供了书面材料，而且还有助于受评专业在自评中自我改进与完善。
众所周知，外部的质量审核仅仅起到间接的督导作用，所以仅靠外界的监控难以保证高等技职教育的
质量，一个真正持久的教育质量应当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台湾，评鉴机构要求受评学校每年的3月和10月必须上网在资讯系统更新他们的各个资料库。
这个系统使得评鉴有效地、及时地汇报学校的整体情况，并且能让专家及时地了解学校的情况，提出
让学校改进的意见，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同时该制度也建立了学校的自我表达机制。
如，设立评鉴的公听会、审复制度等机制来让学校充分参与评鉴。
这种形式的自评工作有助于学校通过自我分析研究，找出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从而可以及时调整和改
善专业质量，提高办学效益。
　　（2）评鉴模式多元化。
目前，台湾高等技职教育评鉴模式是以CIPP评鉴模式为主，兼顾了目标评鉴、专家评鉴、消费者导向
评鉴、抗诘导向评鉴等多种评鉴模式的综合运用。
具体而言，就是以目标评鉴和专家的观点为出发，运用目标导向的评鉴模式，来强调各校发展目标应
予确立以及分析其预定目标的达成程度；运用专家导向的模式则是强调通过专家团体关于学校办学品
质的评鉴观点，来协助学校修正其学校发展方向和办学措施；运用抗诘导向的评鉴方式，通过由评鉴
与受评学校双方在彼此互动不断沟通的历程中，使双方相互了解，并对于教育品质和其预定目标的见
解，能够达到一定程度且合宜的共识，能够真正为学校提供改善的建议；运用消费者导向的评鉴，并
且把消费者也吸纳进评鉴工作中，以此来促使学校根据消费者（企业界和学生）的需求，及时地调整
教育内容，来提高办学成效。
最后，采取CIPP模式的做法，对每一个阶段的内涵即背景分析、教育投入、教育执行过程、教育成就
表现来设计表格，将涉及高等技职教育的要素都纳入评监表格，全面地了解学校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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