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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经过职业教育战线
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近些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规模持续扩大，改革取得新突破，相关制度建设稳步
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思路更加清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就总体而言，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仍然是中国教
育的薄弱环节，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职业教育的发展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有很大差距。
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同时，需要借鉴国际
先进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
　　很高兴看到刘育锋同志的《面向世界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考》一书的出版。
刘育锋同志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的研究工作。
多年来参加了包括欧盟、亚洲银行、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职业教育项目，有着丰富的职业
教育国际合作经验。
她勤于思考，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师资和比较职业教育等领域研究
成果丰硕。
在国内外发表了60多篇论文，并参与了多部国内外著作的撰写工作。
《面向世界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考》一书，是刘育锋同志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
该书系统地研究了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有关经验，并依据我国职业教育实际情况，就职业教育本质
、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教学、职业教育教师，以及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共同态势等方面，提出
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其中很多成果反映了最新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和未来发展趋势。
相信该书对于我国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了解和研究国际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也为职业教育科研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
希望刘育锋同志再接再厉，发挥自己的研究专长，在职业教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也希望有更
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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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世界的职业教育新探索》从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研究出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际社会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有关经验，依据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了：面向世界，构建我国中、高职衔接和
与行业企业沟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以职业为导向，改革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依据能力本位、职业
导向、学生中心以及灵活制度的设置的思想为指导，进行教学改革；以及依据职教教师职业属性及其
专业化要求，进一步健全我国职教教师队伍建设，等思想。
此外，《面向世界的职业教育新探索》还就国际社会若干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现状及共同发展
趋向进行了相应研究。
并就中外合作办学提出了建议。
　　《面向世界的职业教育新探索》内容新颖独特，理论性与针对性强，适合职业教育行业的校长、
教师以及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其他相关人员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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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育锋，1965年出生于江西，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职教教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职教师资研究会副主任。
 1983—1990年期间，刘育锋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于1987年和1990年分别获得教育学学士、硕
士学位。
工作期间，在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60多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作为课题负责人和子课题负责人，多次承担国家级、部级教育科学职业教育研究课题，科研成果多次
获得国家教育科研成果一、二等奖。
作为职业教育专家，通过多次为国际组织和国家，以及我国职业教育机构承担专家咨询工作，通过参
加我国重大政策的研究与咨询工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世界的职业教育新探索>>

书籍目录

模块一 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与制度一 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二 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发展目标三 构建中高职
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四 劳动力市场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互动机制的构建五 国际职业教育法比较模块
二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一 论职业导向的职业技术课程开发模式二 从澳大利亚培训包看我国职教
课程改革三 以职业资格证书为导向改革我国职教课程四 部分国家职教教学内容改革新动向及对我国
职教课程改革新启示五 部分国家近年来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新动向六 论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分类模块三 
职教教师专业化一 对我国职教师职业化现状若干认识二 职教教师职业三 对我国职教教师专业若干问
题的反思四 职业教育教师资格五 职业教育教师标准六 关于我国职教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七 国际
职教教师队伍建设启示模块四 若干国家职业教育历史走向及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一 若干国家职业
教育历史二 若干国家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走向三 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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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模块一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与制度　　一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问题的探讨
，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继续发展提出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我国职教界对该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也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观点。
但总体说来，这些探讨欠深入。
本文认为：职业教育是以在“一般职业”中就业，并且在“一般职业”中得到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一种
教育类型：“一般职业”导向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职业教育的本原属性：有学者提出职业
教育根本属性即本质的“老三性”（职业性、生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和“新三性”（职业教育的本
质是“适应性、中介性和产业性”）之说中的新旧三性，是职业教育“一般职业”导向性所派生出来
的，并不构成独立的职业教育本质属性。
　　一、职业内涵　　要正确理解职业教育的“一般职业”导向性，必须对职业的内涵有清晰的概念
，这是明确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前提。
　　以对职业内涵的掌握时间和对教育背景的要求为依据，可以将职业分为非熟练、半熟练、熟练、
半专门和专门五种。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第五种职业称为专门职业，前四种称为“一般职业”。
专门职业是指需要专门知识和长期而广泛学术准备的职业。
它需要两年以上大学程度的专门训练。
而“一般职业”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大学专科以上的教育。
　　目前，人们主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对职业内涵进行研究。
国内外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职业概念给出了各自的定义。
日本的尾高邦雄认为：职业是某种一定的社会分工或社会角色的持续的实现，因此职业包括工作、工
作的场所和地位；并指出：“职业是社会个人，或整体与个体的结节点：整体靠个体通过职业活动来
实现，个体则通过职业活动对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作出贡献。
”美国学者泰勒认为：职业的社会学概念，可以解释为一套成为模式的与特殊工作经验有关的人群关
系。
我国学者陈婴婴认为：职业是“个人进入社会的物质生产或非物质生产过程后获得的一种社会地位，
个人通过这一社会位置加入社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并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
”《社会学小词典》提出：职业“指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中，人为的作为独立的社会单位存在、谋求
自己生计的维持，同时实现社会联系和自我实现而进行的持续的人类活动的方式”。
美国迈克尔·曼主编的《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提出：“职业乃是作为具有自我利益的职业群体在分
工中力图保护和维持其垄断领域而予以运用的工具”。
国家通过对某一职业群体的社会承认和对其职业地位的法律有效性的认可，直接介入和成就了职业领
域。
分析众多社会学家对职业的界定，可以发现社会学的职业涵义包括如下四方面的内容：　　·职业是
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种社会位置。
这种位置一般不是继承性的，而是获得性的。
　　·职业是已经成为模式并与专门工作相关的人群关系和社会关系，或者说已成为模式的工作关系
的结合，它是从事某种相同工作内容的职业群体。
　　·职业同权利和利益紧密相连。
它拥有垄断权和经济收益权。
　　·职业是国家确定和认可的。
任何一种职业的产生，必定为社会所承认，为国家的职业管理部门所认可，并具有相应的职业标准。
　　经济学上的职业概念与社会学存在明显的不同。
有人认为：职业是一个人的“主要行亚”、“经常业务”、“主要获利事业或维持生活的特别手段”
。
美国学者阿瑟·萨尔兹撰写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将“职业”定义为：人们为了获取经常性的收入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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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经常性的特殊活动。
日本劳动问题专家保谷六郎认为，职业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生活所得而发挥个人能力，向社会做贡
献而连续从事的活动。
中国学者认为，职业是指人们从事的相对稳定的、有收入的、专门类别的工作。
职业是劳动者足够稳定地从事某项有酬工作而获得的劳动角色（潘锦堂，1991年）。
经济学意义上的职业，同劳动的精细分工紧密相连。
劳动者相对稳定地担当某项具体的社会劳动分工，或者较稳定地从事某类专门的社会工作，并从中获
取收入，那么这种社会工作便是劳动者的职业。
有人认为：职业是“那种具有市场价值，一个人为了使收入源源而来所继续从事的特殊活动：这种活
动并且决定了那个人的社会地位。
”　　可见，经济学的职业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职业是社会分工体系
中劳动者所获得的一种劳动角色。
职业根源于社会分工，它赋予劳动者以不同的工作内容、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以及
不同的劳动规范和行为模式。
　　·职业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具有社会性。
职业是劳动者所进行的社会生产或社会工作，均为他人所必须并为国家所认可，所以，职业是社会的
职业。
　　·职业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劳动者连续、不问断地从事某种社会工作，这种工作才能成为劳动者的职业，或者相对稳定的从事某
项工作的劳动者，才称其为该职业的劳动者。
　　·职业具有经济性。
劳动者从事某项职业，必定要从中取得经济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国劳动社
会保障出版社，1999年5月版）在总结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职业是指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
来源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别。
职业须具备下列特征：①目的性，即职业活动以获得现金或实物等报酬为目的；②社会性，即职业是
从业人员在特定社会生活环境中所从事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互关联、相互服务的社会活动；③稳
定性，即职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并具有较长生命周期；④经常性，即职业活动必须符合国家
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⑤群体性，即职业必须具有一定的从业人数。
　　从以上内容可知，职业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如下方面：职业位置一般不是继承性的，而是获得性
的：职业是国家确定和认可的：职业与专门工作相关，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一般职业”导向性内涵　　职业教育的“一般职业”导向性主要指：职业教育以学生在“
一般职业”中就业并且能够在“一般职业”中得到发展为主要目标、教学内容以“一般职业”为导向
、教学环境强调与“一般职业”真实情景的相似性。
一种类型的教育是否具有“一般职业”导向性，是区分该种教育是否是职业教育的标准。
职业教育的“一般职业”导向性内涵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以获得某种职业为主要目的　　职
业是获得性的，而不是继承性的，获得职业是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
古今中外的职业教育，无不以学生获得职业为自己的主要目的。
虽然对于职业教育的提法不同，有提技术教育、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术与职业教育、实业教
育，等等。
但获得职业均为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
这可以从所给出的多种职业教育概念中得出。
如《职业技术教育原理》提出：为取得某种职业资格或为从事某种职业，而进行的技术教育，称为职
业技术教育。
李守福提出：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职业人的，以传授某种特定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的
教育。
董操在《职业技术教育手册》中提出“职业技术教育”是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在一定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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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培养受教育者将来从事某种职业的一种专门化教育，等等。
　　2.所获得的职业是“一般职业”，而不是专门职业　　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是指“一般职业”
（Vocation），而不是专门职业（Profession）。
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容易使职业教育内涵模糊不清，混淆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的界限，从
而消除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将职业教育发展引向歧途。
目前，由于人们对职业类型缺乏清楚的认识，认为所有教育的受教育者最终都要就职，因此，从这种
意义上说，所有类型的教育都可以称之为职业教育。
这种观点为职业教育可以举办硕士、博士层次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也受到我国很多希望升格的职业院
校的极大欢迎。
但这种观点没有明确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是指“一般职业”这一内容。
　　事实上，国外大多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挪威等国家，都将职业教育明确规定为专
科层级及以下的教育。
那种将职业教育内涵与外延不适当地扩展的观点必将淹没职业教育的本质，导致职业教育发展走向虚
无。
在德国，职业教育是指高等专科教育以下，基础教育以上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与培训。
在美国，“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并存，技术教育指专科教育，而职业教育包括技术教育和职业
中学。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相互衔接，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体系（AQF）内容清楚地表明，职业教
育层级在高等专科层级及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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