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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有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层次 和

作用定位 , 高等职业院校才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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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来,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增长 , 已

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力量。到 2005 年底 , 高

职高专院校的数量已经达到 1147 所 , 占全国高校数量

的 61.4%;高职在校生 796 万 , 占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

总量的 45.7%;2005 年高职高专学校招生人数为 290.7

万, 占当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人数的 53.2%。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 , 社

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年来高职院校毕业生累计

超过 800 万人 , 培养了大批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

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 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广

泛的人力资源, 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96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为 6% 左右 , 2002 年达到 15% , 2006 年已上升

到 22% 。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进程中起到了基础性与决定性的作用, 为提高全民素

质做出了重要贡献。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 , 以

就业为导向”的思想 , 既满足了社会需求 , 又满足了个

性需求, 为促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 减少城镇失业人

口 ,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解决民生问题 , 建立和

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 长期以来, 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还存在许

表 1 近七年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数据

资料主要来源: 2000- 2006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教育部)

多不正确的看法, 特别是由于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

认识不清晰 , 以至高等职业教育内部, 对此问题的认识

都存在误区 , 结果导致办学模式、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

方式发生偏差, 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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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层次中的类型

定位, 是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基础

类型, 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 所

谓教育类型指的是基于相同教育特征的教育种类。在

我国 , 高中教育阶段有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 以及中等

专业学校或技工学校等教育机构 , 这意味着基于机构

的普通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活动 , 是两种

类型的中等教育, 是高中阶段教育的两种不同的教育

类型。同样, 高中后的高等教育阶段, 有学术性大学、工

程性大学 , 以及应用性大学、职业性大学 , 如职业技术

学院等。如果把学术性大学和工程性大学统称为普通

高等教育的话 , 那么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职业性大学

则被称为高等职业教育。从人才培养目标的本质考虑,

倘若把应用性大学也纳入高等职业教育范畴的话 , 那

么在高等教育阶段, 也存在着基于机构的普通高等教

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这两种教育活动。

教育类型不同的第一标志 , 在于培养目标的不同。

高等职业教育是就业导向的教育 , 因此, 对高等职业教

育来说, 就业导向这一培养目标是显性存在的。同样 ,

对普通高等教育, 就业导向这一培养目标, 却是非显性

存在的。由此, 培养目标指向“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高等

职业教育, 应遵循基于职业属性的教育规律: 融职业性

的社会需求与教育性的个性需求于一体。由这一目标

决定的教育规律 , 既体现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宏观

层面 , 又体现在专业建设的职业分析、课程开发的工作

过程导向、教学实施的行动学习、实习实训的职业情

境、学习评价的需求定向和师资培养的“双师”素质等

微观层面。

教育类型不同的第二标志 , 在于课程内涵的不同。

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集中体现在致力于实现职业教育

培养目标的实施计划———课程结构的特征之中。形式

为内容服务。职业教育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动态的

课程结构 , 不同于普通教育基于学科知识系统化的静

态的课程结构, 它同样具有普适性意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1997 年推出的“国际教育分类”, 将高等教育阶段

面向“理论基础、研究准备、进入需要高技术要求专门

化”的普通高等教育, 称之为 5A 教育, 与之相应的是基

于知识储备的课程 ; 而将面向“实 际的、技术的、职业

的”, 即“定向于某个特定职业的”高等职业教育 , 称之

为 5B 教育 , 与之相应的是基于知识应用的课程 , 这两

类教育是以课程为依据分类的。

模糊不同教育类型的培养目标 , 混淆不同教育类

型的课程内涵, 将会导致处于发展中的高等职业职业

教育的衰落。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下,

在现代化教育资源还不十分丰富的情况下 , 如果高等

职业教育的课程建设与普通高等教育没有区别 , 例如 ,

若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与学

术性大学没有区别 , 那就意味着学术性大学可以替代

职业技术学院。换句话说, 如果普通高等教育可以取而

代之, 则高等职业教育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 , 只有

清醒地把握自己的类型定位, 使高等职业教育在系统

特征上成为无法替代的教育类型 , 高等职业教育才能

够生存。

二、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类型中的层次

定位, 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

层次表现为具有相属关系之事物的次序 , 诸如重

叠、高低、递进和表里等结构形态 , 是相属事物组成的

系统内部结构不同等级的范畴。教育层次则指的是基

于递进教育结构的教育范畴。在我国, 已经构建了一个

涵盖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系统。初等职业教育

是属于义务教育的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 , 这是因为中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经济发展的梯度性决定了

在老少边穷地区 , 为使部分适龄初中毕业生具有一定

的职业技能, 还需开办一定数量的初等职业学校。高中

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 是中国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体 ,

目前在校生已占高中阶段的 42% 。而高等教育阶段的

高等职业教育, 则是培养高技能人才或技术应用型人

才的摇篮 , 近年来发展迅速, 学校数已占高等学校总数

的三分之二左右。世界上这一独一无二的由纵向递进

的三个层次组成的职业教育系统 , 清晰地表明 , 职业教

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 存在着因循自身进化规律的运

行时空。这就是所谓职业教育类型中的教育层次的概

念。

教育层次不同的第一标志 , 在于教育功能的差别。

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 以其鲜明的职业属

性, 诠释了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的层次 , 与劳动分工的

层次之间所存在的天然而紧密的联系。职业活动的专

业化和专业化 , 使得工作岗位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

呈现层次性的特点。这种层次性集中表现为工作过程

的复杂程度。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比中等职业教

育“高”, 高就高在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

作岗位的综合、全面程度及其所显现的责任、价值功

能 , 高于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 , 实质

上反映了工作过程复杂程度的高低。也就是说, 高等职

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在教育活动的功能层次上的差

别, 本质上是真实职业活动功能层次的本源性映射。

教育层次不同的第二标志, 在于教育内容的差别。

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的课程内涵 , 以其鲜明的职业属

性, 显现了职业教育的教育内容的层次 , 与工作范畴的

层次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而具体的联系。职业活动的作

用域和集成度 , 使得工作岗位对从业人员的活动范畴

呈现层次性的要求。这种层次性集中表现为工作过程

的深度广度。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内容比中等职业教

育“高”, 高就高在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要有能力驾驭

策略层面的工作过程, 而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一般

只需有能力把握经验层面的工作过程。经验层面的职

业活动往往是“点”和“线”的 , 策略层面的职业活动则

常常是“面”和“体”的 , 实质上反映了工作过程深广程

度的大小。也就是说, 高等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在

教育活动的内容层次上的差别, 本质上是真实职业活

动内容层次的整合性迁移。

模糊不同教育层次的教育功能 , 混淆不同教育层

次的教育内容 , 将会制约处于改革中的高等职业教育

的创新。层次是系统的基本属性, 每一层次都有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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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量的规定, 它是对系统结构的“解剖”。一般来说 ,

高一级层次对于次一级层次具有依赖性并具有包含或

包容关系 , 犹如工作过程实施的策略建立在经验之上 ,

一方面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与中等职业教育

存在一定的衔接沟通关系 , 这是系统内部结构有序性

决定的层次进化; 另一方面显示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

内容与中等职业教育存在深刻的量质演变关联 , 前者

所要求的理论知识要多于后者, 这是系统内部结构的

差异性决定的层次进化。但是必须指出两点, 一是本末

倒置问题。区分高等和中等的前提, 不是理论知识的多

少, 而是职业分析的结果。理论知识的多少 , 是工作过

程分析的“末”, 而不是“本”。否则,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

学改革将重归普通教育的模式。二是系统发展问题。层

次的产生即“新质”的产生, 由原质到新质, 系统总是以

层次结构变化的形式向前推进的。不同的教育层次具

有不同的教育功能和教育内容 , 这正是职业教育系统

完整性的具体体现。因此, 只有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层次

定位, 使高等职业教育在系统结构上形成无法取代的

教育层次, 高等职业教育才能够发展。

三、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

定位, 是高等职业教育理性的支撑

( 一) 教育与培训的区别

培训的教育学指称 , 是培养、训练 , 它是由社会机

构提供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专门训练活动 ; 或

者说 , 培训是“通过正式的、有组织的或有指导的方式

而不是一般监督、工作革新或经验, 获得与工作要求相

关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引自陈天希) 。英文 training 一

词更多地指出, 培训是一种实践性的学习。而教育的教

育学解释 , 专指由教育机构提供的有组织、有目的、有

计划的素质培养活动, 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

验的必要手段 , 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 或者说 , 教

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

会活动”( 叶澜) 。英文 education( 源于拉丁语 educare,

“引出”之意) 一词更多的强调 , 教育是一种引导性的学

习。教育和培训的核心都是一种学习 , 但是并不意味

着 , 教育与培训之间可以划等号。恰恰相反 , 教育包容

了培训, 在内涵上与培训存在着许多质性的不同。

由于既存在着显性的, 即机构形式的 , 例如由教育

机构或社会机构提供的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和培训 ;

又存在着隐性的. 即非机构形式的 , 例如采取自学或

家庭方式的教育和培训, 这里集中讨论的是显性机构

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之间的区别与差异。

作为培训举办者的社会机构, 可以是多元的社会

组织 , 例如企业、学校、社团、机关甚至个人 , 在实施培

训时并不要求其具备强制性的法律上认可的资质 ; 而

作为教育举办者的教育机构, 却必须是特许的专门组

织 , 例如学校、政府、部分企事业单位或社团等 , 在实施

教育时一定要求其具备强制性的法律上认可的资格。

因此, 社会机构开展的培训, 更多地注重其所代表的组

织的利益; 而教育机构开展的教育 , 则更多地关注其所

体现的公众的利益。

培训是社会机构面向特定的受众 , 针对社会发展

所特有的专门性问题 , 通过实践性的训练方式所采取

的旨在缩小目标与现状间潜在差距的措施 , 重点是提

高受众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 , 强调工作能力的提升与

物化。教育是教育机构面向广泛的受众, 针对个性成长

所特有的普适性问题, 通过引导性的传授方式所采取

的旨在夯实现实与未来间发展基础的措施 , 重点是培

养受众满足个性需求的能力 , 强调人类文明的传递与

转化。

总体来看 , 培训与教育的区别在于: 一是在目标层

面, 培训注重组织近期发展的需要, 而教育关注个性长

远发展的诉求; 二是在内容层面 , 培训注重实用工作能

力的训练 , 而教育关注系统理论知识的传授; 三是在过

程层面, 培训注重组织自身文化的认同 , 而教育关注人

类普遍价值的张扬; 四是在时间层面, 培训注重较短期

限成效的突显, 而教育关注长期持续效果的延展 ; 五是

在结果层面, 培训注重专门资格资质的认证, 而教育关

注学历学位证书的获取; 六是在评估层面, 培训注重社

会需求目标的满足, 而教育关注个性需求目标的实现。

显然, 培训更多地发挥着改善和提高个体具体的

技能、知识、态度、工作能力、工作绩效的作用 , 它是组

织文化的传递, 总是与组织的成长紧密相关的 ; 而教育

更多地发挥着传承和提升普适的人类道德、科学、技

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作用( 教育研究杂志) , 它是

人类文明的传递( 杜威) , 总是与个人的成长紧密相关

的。“教育在时空经纬中扮演的就是代际传承和同代传

播的任务。这是教育的宿命, 更是教育的使命”( 王晋、

柳海民) 。综上所述, 培训更多地显现功利的性质, 而教

育则更多地具备人本的性质。

( 二) 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区别

职业教育意义上的培训与教育 , 即职业培训与职

业教育 , 其定义和概念也同样具有多种版本( 周勇、王

川) 。但是, 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不仅具有与一般教育

意义上的培训与教育的共性特征 , 即 : 第一 , 职业教育

包含和包容了职业培训, 如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

职业教育涵盖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诠释那样 ; 第

二, 职业教育意义上的培训与教育的差异也包含和包

容了一般教育意义上的培训与教育的区别 , 而且还更

多地突显了职业培训作为一种培训类型 , 特别是职业

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所具有的鲜明的个性特点。

职业培训, 是一种按照不同职业岗位的要求对受

培训者进行职业知识与实际技能培养和训练的社会活

动。根据受培训者的身份及其培训目标, 可将职业培训

分为职前培训和职后培训两大类: 其一是定位于职前

范畴的, 旨在使没有职业经历的青年适龄者培养、训练

成为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技术技能能力的合格

劳动者的职业培训; 其二是定位于职后范畴的 , 旨在使

具备一定职业经历的在职劳动者训练、提升成为适应

新的职业岗位工作任务需要的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为

使论述更加清晰, 这里把职前培训作为辨析的重点。基

于此, 职业培训的基本目标是职业性的, 主要是指向委

托培训的社会组织( 如企业) 的需求的 , 因此, 对受培训

者来说, 是指向社会组织需要的适应性“有业”。

职业教育, 则是一种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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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

教育( 元三) ; 或者更精确地说 ,“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

体系中在基础教育之上为引导部分学生掌握在某一特

定职业或职业群中从业所需的实际技能、知识和认识

的教育服务”,“职业教育是部分人终身教育和人的全

面发展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一个重点”( 欧阳河) 。这

表明, 职业教育的基本目标既是职业性的, 也是教育性

的: 其一, 受教育者要籍此获得从业资格; 其二 , 受教育

者也要籍此得以全面发展。因此, 对受教育者来说 , 这

既是指向社会组织需要的适应性“有业”, 更是指向个

性发展需要的主体性“乐业”, 尤其是设计性“创业”。

因此, 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的质性差异是 : 职业培

训指向职业性就业, 而职业教育既指向职业性就业 , 又

指向教育性发展。仅仅满足职业资格的需要, 仅仅满足

工作岗位的就业需要, 或者说, 要实现社会需求的功利

性目标, 职业培训完全能做到。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

育, 还必须满足职业变动的需要, 必须满足个性发展的

就业需要 , 或者说 , 要实现个性需求的人本性目标 , 职

业培训很难做到而职业教育却能做到。然而必须指出,

个性需求的满足必须建立在社会需求满足 的 基 础 之

上, 亦即职业教育人本性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职业

培训功利性目标实现的基础之上 , 直白地说, 个体发展

必须建立在个体就业的基础之上。

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下, 职业培训与职业

教育这一本质差异突出表现在:

一是实施机构的性质不同———社会机构还是教育

机构: 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 , 但并非所有

的企业都有资格举办职业教育。只有摒弃纯功利性立

志为教育做贡献且获得相应资格的企业 , 才能成为“教

育企业”。于是, 教育机构的范畴就由学校扩展至企业。

二是实施目标的指向不同———被动适应还是主动

设计: 职业培训的目标主要是适应导向的 , 但职业教育

的目标却是设计导向的。应该跳出对工作岗位的被动适

应, 使个体通过学习有能力主动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

于是, 培养目标就从纯粹的职业人走向完善的社会人。

三是实施行动的重心不同———局部经验还是系统

思维 : 职业培训的实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但职业教

育应关注学生系统思维的训练。必须善于在工作过程

的学习中实现技能、知识与价值观的系统整合。于是 ,

学习行为就由局部经验的习得升华为职业综合能力的

获取。

四是实施环境的要求不同———复制真实还是集成

真实: 职业培训注重环境的真实, 但职业教育更要求其

具备学习功能。强调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不是简单地

复制企业 , 而是集真实、仿真与虚拟一体的生产与教育

元素的整合。于是 , 环境建设就会源于真实而高于真

实。

五是实施团队的强势不同———单一能力还是综合

能力: 职业培训师资有较强实践能力 , 职业教育师资则

应有综合教学能力。促进企业实训教师的职业化和学

校教师的专业化 , 提高其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过程的

设计与实施能力。于是, 师资就由一元结构转向双师结

构。

六是实施平台的基础不同———项目管理还是教学

管理: 职业培训常采用项目管理方式 , 而职业教育则以

完备的教学管理系统为基础。借鉴项目管理的灵活性,

创建新的专业、课程与教学管理系统是工学结合模式的

灵魂。于是, 教学管理就由封闭系统重构为开放系统。

对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的辨析 , 并非否定高等职

业教育所承载的社会服务功能 , 如: 职业培训的重要

性, 但是,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 ,“应培养人的自我生

存的能力, 促进入的个性全面和谐地发展 , 并把它作为

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用一句形

象的话来阐述: 受教育者应通过职业教育使自己具备

一种能力 , 不仅能“有饭碗”, 而且会有一个“好饭碗”,

尤其是在丢掉这个饭碗时还能 重新获得 一 个“新 饭

碗”。

综上所述, 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类型 , 突显的

是其生存权 , 高等职业教育姓 :“职”, 职业属性使得其

在国民教育系统中具有类型的不可替代性 ; 而强调高

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类型中的层次 , 突显的则是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权 , 由此 , 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又都有其名:“初”、“中”、“高”, 教

育属性使得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层次的不可替代

性; 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作用定位, 则更多地彰显高等

职业院校存在与发展的理性思考 , 高等职业院校的作

用要在满足基于培训的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突显满足个

性需求的“教育”要求 , 这一双重属性使得其承载着更

多的社会责任而与其他社会培训机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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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si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JIANG Da- yuan

( Cent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 Technical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Beijing10081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only after pinpointing the types, level and fun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evelop soundly and sustainabl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ype; level; function; orientation

On Establishing New Int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YU Lin , XU Min

(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xi214073,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sharing, open to home and abroad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are the most advanced

development ideas prevailing in the world. These ideas coincidentally embody the inner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rinciples propos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Sharing of information o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intensific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n improve its efficiency. Multitude of education resources can be

saved and exchanges among colleges are frequented, colleges can combin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integrate

strength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ol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 its development model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quantity-

aimed to quality- oriented.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ntensive development; education philosophy

资源共享为原则, 有效地实现集团各单位的优势互补 ,

促进共同发展。集团通过各成员单位教学、科研、服务

和管理的统一 , 发挥集团核心学校的品牌示范与辐射

作用 , 与集团成员共享品牌资源, 从而提高集团的整体

优势。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也以高职集团统一的品牌效

益进入就业市场 , 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因此 , 高职

集团必须有企业的广泛参与, 这样的结构能使学校的

教育得到行业的支撑, 有利于产学合作教育的实施。譬

如无锡的职教园区建设就是以集团化规模运作 , 促进

了各个院校的自身发展, 提升了竞争力, 从而彰显其品

牌效应。

4. 区域高职教育联合, 力促均衡效益

虽然江苏高职教育无论在教育理念、办学水平、发

展特色 , 还是学校数量、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等方面

都在全国“首屈一指”。但是区域范围内, 高职教育发展

也很不平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

大障碍。教育公平指的是教育的机会平等、过程平等和

结果平等。就是指所有人享有最低限度上与提供给其

他人同等程度的优质教育的机会。但是, 如果没有教育

的均衡发展, 没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就不能让所有

的人享有同等程度地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 也就不能

实现教育结果的公平。

教育集约化发展的均衡效益出自面向欠发达地区

招生和联合办学之中。我省地域辽阔, 南北部之间社会

经济发展不平衡, 高职教育发展也很不均衡。所以 , 高

职教育要尽可能为北部的不发达地区培养社会急需的

技术应用型人才 , 这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劳动

力转移、教育扶贫、促进就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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