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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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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领域
,

然而对它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
。

应该说
,

它作为我国教育领域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的概念
,

实质上相当于西方的专业教育以及部分技术教育
。

当前
,

我们要根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关系规律来进行改革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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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进程中
,

出现了两股受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

决策者极力推崇而 民众和市场在 目前却仍显得冷淡

的力量
,

那便是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
,

前者与公办高等教育相对应
,

属于办学主体范

畴 ; 后者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对应
,

属于教育类型范

畴
。

在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问题上
,

如何使社会

呼声与民众期望相吻合
,

不应该归咎于思想观念问

题
,

而是一个涉及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外延

与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

鉴于此
,

本

文围绕
“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什么
” 、 “

为何要发

展
”

以及
“

怎样发展
”

等几个基本问题简要地阐述

一下个人的观点
。

一
、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定位

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

简称
“

高职
” ,

许

多著述中称为
“

高等职业教育
” 。

何谓
“

高职
” ,

人

们更多的是从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比较中来理解
,

并认为
“

职业性
”

是基本质属性
。

但是
,

职业乃民

生之本
,

当前任何类型的教育与培训都具有
“

职业

性
” ,

普通高等教育施行的各层次的教育都属于
“

职业准备
”

性质的教育
。

可见
,

笼统地把
“

职业

性
”

作为
“

高职的本质属性是不恰当的
。

一般认为
, “

高职
”

培养生产
、

服务和管理第

一线的
“

高级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 ,

普通高等教

育培养基础扎实
、

口径较宽的学术型人才
。

据此
,

许多人认为
“

高职
”

侧重操作能力
、

实践能力 的培

养
,

如现代建筑的具体施工 ; 而
“

普高
”

侧重思维

能力
、

认识能力的培养
,

如现代建筑的方案设计
。

“

普通高校面对 的是认识成分更多的职业
,

如科研

院所与工程设计部门 ; 而职业技术院校面对的是实

践性更强的职业
,

如生产企业和服务管理等基层一

线
。 ” [’」这样理解似乎合情合理

。

但是
,

如果就这样

认为的话
,

那么
“

高职
”

在本质上就要 比
“

普高
”

低一个档次
,

因为
“

高职
”

只是在
“

普高
”

的设计

框架里具体地行动
,

这样也就谈不上建立自己的专

科
、

本科
、

硕士乃至博士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体

系 ; 而且
,

对
“

高职
”

这样定位
,

能让
“

高职
”

高

到什么程度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在现代科技已经

渗透到各种职业领域
、

各种生产生活的情况下
,

确

定
“

高职
”

与
“

中职
”

的边界都很困难
。

实际上
,

操作能力与认识能力是难以分开的
,

越复杂
、

越现

代的操作
,

需要更多的认知素材和更强 的认识能

力
。

许多现代高新科技产品的设计者
,

既属于学术

型人才
,

也属于工程 型人才
,

两者难以绝对分离 ;

“

动脑
”

与
“

动手
”

的有机结合
,

也能够使实践能

力与认识能力互动发展
,

两者相得益彰
。

可见
,

对
“

高职
”

的定位
,

如果同界定
“

中职
”

一样
,

把认

识能力与操作能力作为
“

高职
”

与
“

普高
”

的分野

依据
,

显然既不切合实际
,

也不科学
。

当前出现的
“

普通教育职业化
”

与
“

职业教育普通化
”

的发展

趋势
,

其直接动因是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变化
,

而其

内在的深刻根源则是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相通

性
。

那么
,

到底何谓
“

高职
”
? 职业技术教育学专

家石伟平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

据他介

绍
,

在国外
,

却从未听到或见到这样的称谓
。

在西

方
,

与普通教育体系相对应 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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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着由低到高的三种形式
,

分别为
“

职业教育
”

(voc
a ti o n al ed u e a tio n

)
、 “

技术教育
”

(te ehn ieal e du e a -

tion )和
“

专业教育
”

(p ro fe s s io n 欲 。d u e a 巨o n
)
。

这三种

形式分别代表了
“

职业人才培养中的三个层次
,

分

别对应于我国的
‘

工人
’ 、 ‘

技术员
’

与
‘

工程师
’ ,

对应于日本
、

台湾等地某一 职业领域中的
‘

工
’ 、

‘

士
’

与
‘

师 ”
’。

川 如果遵循西方的这种划分方法
,

那么我国的
“

高职
”

就相当于西方的
“

专业教育
”

以及部分
“

技术教育
” ,

培养工程师以及部分技术

员的一种职业教育形式
。

这样看来
,

我国以培养工

程型
、

应用型人才为 目的专科
、

绝大部分本科和研

究生层次的教育
,

如工科
、

社会科学类等等都可以

纳人
“

高职
”

系列
。

通过西方大学来理解何谓
‘

普 通高等教育
” ,

也为我们理解我国独创的所谓
“

高职
”

提供了许多

思路
。

普通高等教育实质上也就是较高层次的普通

教育
,

与我们现在所普遍理解 和接受的意思不一

样 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
,

同样也施行普通教育

(ge ne l.al
e d uca ti二)

,

只不过常被译 为通识教育
。

在

美国
,

实施通识教育的途径有多种
,

诸如通过分类

必修课来实施
、

通过核心课程来实施
、

通过经典名

著课程来实施等等
。

无论哪种途径
,

都表明了通识

教育 (普通教育 ) 是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一种教育

形式
,

是为了让学生对 自然
、

社会和人文有一个更

全面和深入了解的教育
。

在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里
,

一般设有以文理学院为核心的若干高级 专门学院
,

这更表明了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在大学里的共存与

相融 专业学院不只是培养工程型
、

应用型人 才
,

也培养学术型人才 ; 不 只是侧重实践能 力的培养
,

同样也重视认识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如果从西

方的专业教育来理解我 国的
“

高职
” ,

从西方 的通

识教育来理解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
,

或许我们就会

认识到
“

高职
”

与普通高等教育各自代表一种教育

内容
,

前者侧重指向应用的知识
,

后者侧重指向基

础的知识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

基础性知识有一

般性知识和深奥的代表学术前沿性的知识
,

应用性

知识也有简单的与高深的应用性知识
,

两者都可 以

直通至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
。

至于实践指向性
,

它

可以作为
“

高职
”

的一个最重要特征
,

但不能把高

职仅仅定位于
“

依样葫芦
”

式的实践
,

而应是从事

现代科技活动的甚至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这样看来
, “

高职
”

作为一 个历 史性的概念
,

在我国的大学里早已有之
,

当把高等教育纳人到经

济建设轨道之后
,

大学教育的
“

高职
”

性质 (也就

是专业化取向) 更为明显
。 “

高职
”

不专指某一种

学校
,

而是从教育内容角度来划分的一种教育类

型
,

它相当于西方的专业教育
,

与西方的通识教育

或者普通教育(ge ne 耐
edu c

ati on )相对应
,

与我国大

学传统的普通教育相对应
。

它也不代表一种低层次

的教育
,

不只是局限于
“

高专
”

层次
,

不只是囿于

操作型
、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

在大学中各种应用性

的本科
、

硕士以及博士教育都可以纳人到
“

高职
”

范畴
。

这样
,

也就 自然形成了职业教育体系 ; 并

且
, “

职教
”

与
“

普教
”

不仅可以共存
,

而且也是

相融相通的
。

二
、

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动因

按照上面的理解
, “

高职
”

在我国早 已有之
。

那么
,

为何当前再而三地提倡要大力发展
“

高职 ,’?

究其原因
,

应该说主要有两个
。

第一
,

社会发 展的需 要
。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

天
,

科技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

对生产劳动者的素

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

以培养操作型
、

技能型人才为

主要 目标的
“

中职
”

难 以适应现代科技发展 的需

要
,

迫切要求既具有实践能力
、

又具有创新思维的

高素质的劳动者
,

因而提高职业人才培养的层次就

顺理成章
。

然而
,

传统的高层次的专业教育
,

依然

遵循赫尔 巴特 的
‘

课堂 中心
、

教师 中心
、

教材中

心
”

的三中心教学模式
,

培养的是知识型
、

学科型

人才
,

而不是能力型
、

实践型人才
,

不能满足科技

进步和社会生产对大量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

要革新

传统的专业 教育模式
,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

的
,

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

因而当前大力提倡另行

发展
‘

高职
”

也就具有很大的市场
。

实际上
,

许多

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

只有经常走出书斋或实验室
,

多参与社会实践
,

在实践中认知并不断提升
,

或许

才能使他们的科研成果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
,

这对

于 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
。

第二
,

教育发展的需要
。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子

系统
,

也有 自身发展的需要
。

一方面
,

我国民众接

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以及许多发达国家较高的高

等教育毛人学率
,

促成 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

育目标
,

而仅依靠传统的普通高等教育难以实现这

种目标
,

因而大力发展
“

高职
”

便成为实现大众化

目标的重要通道
。

另一方面
,

一般来说
,

教育传统

上分为职教轨与普教轨
,

普教轨有初等
、

中等与高

等三个层次
,

职教轨通常也有
“

初职
”

与
“

中职
”

两个层次
,

在说法上我国就自然提出了
“

高职
” ,

以便形成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

实现职业教育

系统内部的衔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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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教育的分类也把世界各国的教育分为三类
,

即普通教育
、

职业教育与培训
。

可见
,

在重新理顺
“

高职
”

的内涵与外延 的前提下
,

大力提倡发展
“

高职
”

也是构建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
。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
,

也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原

因
,

诸如
:
拉动内需

,

促进经济发展 ; 实现分流
,

缓解
“

普高
”

压力 ; 推迟就业
,

维护社会稳定等

等
。

但是
,

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以上两个
,

而且最

根本的原因应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

因为发展
“

高

职
” ,

不能为
“

高职
”

而发展
“

高职
” ,

必须从有利

于提高劳动者素质
、

有利于促进科技发展与社会进

步的角度来发展
“

高职
” ,

所以
,

应该科学规划
,

统筹兼顾
,

实现
“

高职
”

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同时
,

我们也不能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来发展
“

高

职
” , “

高职
”

的最基本职能依然是培养人才
,

间接

地服务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
,

而不是获取直接的

经济回报
,

否则
,

这种发展观便成为急功近利的
、

舍本逐末的发展观
,

不能实现
“

高职
”

的可持续发

展
。

三
、

按照
“

普教
”

与
“

职教
”
的相互关

系规律来推进
‘乓
高职

”

在宏观和微观上
,

人们针对
“

高职
”

的发展策

略提出了许多意见
。

诸如
:
树立特色化

、

品牌化办

学意识 ; 坚持多元化
、

多样化办学理念 ; 坚持产业

化
、

社会化办学方向 ; 推进国际化
、

合作化办学进

程
。

[3j 又如
:
确立明确的培养目标 ; 强化实践教学 ;

重视
“

双师型
”

教师队伍的建设 ; 加强职业道德修

养 ; 改革传统的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 ; 实现
“

双

证
”

沟通等等
。

应该说
,

这些意见对我国职业教育

的发展有较大的指导与促进作用
。

但是
,

这主要是

针对
“

高专
”

层次的
“

高职
” 。

按 照上述新型 的
“

高职
”

观
,

笔者就发展
“

高职
”

的整体思路提几

点意见
。

(一 ) 所有的
“

高专
”

向
“

高职
”

过渡
。

20 世

纪末期
,

国家要求所有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

校都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一样
,

培养
“

高级技术应

用性人才
” ,

从而把这些院 校实施 的教育统称为
“

高职高专教育
” 。

这样
,

人 们容易把
“

高职
”

与
“

高专
”

等同起来
。

实质上
,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概念
。 “

高专
”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
,

既可以

属于
“

普高
”

类型
,

也可以属于
“

职高
”

类型
。

我

国传统的
“

高专
”

是普通本科压缩型的专科
,

属于
“

普高
”

系列
。 “

在专科教育中
,

包含了相当比例的

偏重科学
、

基础的学科
,

说明专科教育不等于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
。”
闭而实际上

,

几乎任何一所高校所

施行的专科教育
,

都定位于培养生产
、

管理与服务

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
。

既然高等专科教育的培养目

标与
“

高职
”

相同
,

我们就应该逐步将
“

高专
”

办

成
“

高职
” ,

以便更好地在课程设置
、

师资训练以

及教学模式等具体环节上与培养目标相一致
。

(二 ) 对于本科
、

研究生层 次的专业教育
,

不

仅应加强普通高等教育 (通识教育)
,

而且更应加

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

针对基础教育中的

应试教育现象
,

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
,

主要是加强

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 ;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
,

也引用了素质教育的说法
,

但它主要是针对专业教

育的片面性
,

因而提倡人文素质教育
。

而事实上
,

我国大学中的专业教育不仅缺少
“

文理交叉
” 、 “

文

理渗透
”

的通识教育
,

更缺少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

的培养
。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

主要是因为我国的

专业教育依然定位于普通高等教育范畴
,

依然贯彻

传统的
“

学科中心
”

教学模式
,

再加上陈旧的教学

内容以及灌输式的教学方法
,

使得培养出来的高级

专门人才不仅动手能力欠佳
,

而且不善于从社会现

实中发现问题以及形成理性的价值判断
。

因而
,

许

多大学生步人社会之后
,

发现的问题主要不是人文

素质的缺乏
,

而是大学四年或多年的学习在社会上

难以收到实效
。

(三) 在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上 实施高等职业

技术教育
。

20 世纪 60 年代
,

福斯特教授在
“

职业

学校谬误
”

中提出的许多观点
,

不仅在当时的职教

理论界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

而且在今天仍具有较大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他指出
,

基于简单预测的
“

人力规划
”

不能成为职教发展的依据
,

职教必须

以劳动力就业市场需求为出发点 ; 他还认为
,

职教

与普教的关系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

职业教育

的重点是非正规的在职培训
。

受福斯特思想的影

响
,

世界银行改变了过去支持学校职业教育的做

法
,

认为
“

从长远来看
,

普通高中的职业受益率比

职业高中要高
” ,

继而提出了关于 20 20 年我国中等

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应该降为零的说法
。

川在此不评

论他们观点的正误
,

主要是从中可以发现一个问

题
,

那就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互补与融通的关

系
。

虽然他们针对 的是
“

中职
” ,

但对于
“

高职
” ,

普通教育的意义更为显著
。

普通教育与高职教育不

是互不相干的双轨
,

而是基础与应用
、

手段与 目的

的关系
。

普通教育的科学思想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感

性认识与体验
,

现在的普通教育不是绅士教育
,

也

不是未来社 会的闲暇教育
,

是 为了现代化建设服



付八军
:

理顷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及发展策略

的传统不无关 系
。

对于我 国的
“

高职
”

在学校内

部
,

不仅要提高普通教育的效率
,

加强普教的基础

作用
,

而且要对教学内容
、

方法以及师资等多方面

进行改革
,

增强专业教育的适应用 ; 在学校外部
,

可以通过建立实训基地
、

与企业合作等多种途径来

实现
。

飞..J�esese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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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实质上以职业教育为依归
。

同时
,

职业教育如

果缺乏普通教育的支持
,

也就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

形势
,

更谈不上创新
。

越是高层次的
、

复杂的职业

教育
,

需要更宽厚的普通教育
。 “

如果
‘

虚
’

的含

义是指某种
‘

道理
’

或
‘

理论
’ ,

那么
‘

实
’

是指

道理或理论的实际应用
, ‘

实
’

离不开
‘

虚
’ ,

应该

强调的是
‘

虚实结合
’ 。 ”困所以

,

对于我国的各种

层次的
“

高职
” ,

虽然要 以加强实践能力与创新精

神为重点
,

但一定要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进行宽口

径
、

厚基础的普通教育
,

让许多学生既可 以从事学

术研究工作
,

也可以从事实践活动工作

(四 ) 创造条件
,

努力提 高
“

高职
”

的 买践活

动能力
。

如何在有限 的学校教 育时间里
,

既加强
“

高职
”

学生的普通教育
,

又提高他们的实践活动

能力
,

这是摆在许多高校面前的一个难题
。

从传统

普通高等教育转换过来的
“

高职
” ,

最大的困难还

是在于提高学生的实践活动能力
。

而要解决这个难

题
,

出路主要不在学校 内部
,

而是在学校外部
。

例

如
,

日本的
“

产学合作
”

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以及

企业内的职业技术教育关系密切 ; 德国职业教育的
“

双元制
”

与德 国政府扶持以 及企业提供培训 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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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可以采用模糊数学 和灰色系统分析方法进行处

理
:

大学质量竟争力就是这些作用不 等
、

方 向不

一
、

角度不同
、

性质各异的要素共同作用
,

相互增

进和藕合而形成的
。

这些要素虽然作用不等
,

但都

不可或缺
,

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及组合直接影响

大学质量竞争力状况
。

由此
,

可以将大学质量竞争
一

力的模型表述为
:

u Q(二二 f[ H ( t )
,

S ( t、
,

K 、t) 〕

这是一组由一个主方程和诸多个子方程组成的

微分方程
,

用以描述大学质量竞争力
:

通过趋势预

测等力
一

法对此数学模型进行运算和演变
,

可以 客观

评价大学的质量竞争能力
,

找出大学在质量方
一

面的

不足和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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