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括理论和实践课, 都在学校教室以及学校

所属的实验室、实习工场等实施的办学模式。

这一模式由于学校和企业的联系比较松散,

所以, 大部分的实践训练在学校里进行, 这

就要求学校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 以便能购

置所需的大量仪器设备, 否则就很难培养有

自己特色的应用型人才。“企业本位型”指大

部分的教学与实践训练都在企业内进行的办

学模式。这一模式与 “学校本位型” 相比较

而言, 学校的理论教学相对较薄弱, 而实践

环节的力量则很强。“产教合作型”指学校和

企业密切配合, 学校负责理论教学, 企业负

责实践课程。 这一环节吸收了前二类模式的

优点, 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虽然许多西方发

达国家办高等职业教育的模式不太相同, 但

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培养的人才也都

能受到社会的欢迎。为什么? 因为这三种不

同模式在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都意识到

在高等职业学校里, 实践比理论更重要, 而

理论只要达到 “必需、够用”的程度就行。这

样就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有自己的一技之

长, 能够做到一经企业录用就能马上派上用

场。

当今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趋势是朝着愈

加完善的 “产教合作型” 的方向发展, 其本

质特征是 “以培养能力为中心” (简称 CBE ),

并按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来设计教学计划和

课程。 在这一趋势的发展过程中, 尤以加拿

大的 “课程开发” (简称 DA CUM )最为著名,

也最为成功。实践证明, 通过 CBE /DA CUM

模式培养的人才将更加符合企业的要求, 在

人才市场上更具竞争力。面对这一趋势, 我

们应当审时度势, 顺应世界潮流, 对我们国

家众多质量欠佳的高等职业学校加以改革,

以构建一个 符合中国国 情的以 CBE /

DA CUM 为核心的最优 “产教合作型” 办学

模式。 为了构建好这一模式, 就要求我们同

时做好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的工作。 就宏观

方面而言,政府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增加投入, 改善

高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 完善高等职业教

育体系, 建立从专科、 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的

完整序列 (如英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 ), 从

而调动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积

极利用社会资源, 鼓励多形式、 多途径举办

高等职业教育。 微观方面, 学校要做好的工

作有以下几点: 建立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色

的教学计划, 把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

模块, 即公共课、 基础课、 专业课构成的三

段式体系改为基础课与专业课可前可后、 课

程教学与工业训练分段交错进行的 “三明

治” 形式;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大力培养

“双师型” 教师; 加强校际之间、 校企之间、

校所之间以及与国际间的联系和合作; 扩大

招生渠道, 提高生源质量, 避免高等职业学

校成为 “学业失败者的收容所”; 除了培养学

生的职业能力外, 还要注意培养他们的创业

能力, 力争使他们从就业型向创业型人才转

变。

职业技术教育的变革与超越

王　岚 

　　职业技术教育作为给予人们从事生产劳

动或职业活动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一开始就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直接联系

在一起, 它的目标十分明确, 即培养直接进

入生产领域的生产者。 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职

业要求的变化, 决定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历程

必定贯穿着两个主题——变革与超越。

在生产十分落后的人类社会早期, 职业

之分即行业之分, 与手工业和专门化技艺相

适应,职业技术教育的最初形式是学徒制,其

培养目标是学徒, 培养模式以观察、模仿、边

干边学为主。工业革命后, 以机器生产为特

征的新的生产力对生产者的智力素质提出了

新的要求, 技术学校应运而生, 职业技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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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模式从现场训练变为学校训练, 内容从

手工艺的传授转变为工艺原理的教学和操作

技能的训练。 此时职业技术教育在较大程度

上带有职工培训的色彩, 培养的是适应社会

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二战后社会生产进

入了高速发展期, 职业岗位的变化是: 高新

技术发展并进入生产一线, 劳动力密集型企

业逐渐让位于技术和智力密集型, 产生了许

多与高新技术有关的职业岗位; 产业队伍的

结构层次和种类增多, 职业岗位既快速分化

同时也呈现交叉复合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崛

起创造了新的职业群, “白领”阶层日益扩大

且地位不断提高。要适应这样的职业要求, 职

业技术教育呈现了层次上移化、 类型多样化

的必然, 世界各国兴起了多种多样的高等职

业技术院校, 如美国的社区学院, 英国的多

科技术学院, 日本的短期大学、 高等专科学

校和技术科学大学, 法国的短期技术学院和

大学职业学院等等,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高

等教育中的地位在整个世界范围得到了确

认。适合本国国情、 各具特色的职教体系对

促进各国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表现为: 一是

知识对生产的贡献率超过其他生产因素, 发

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来源不再以消耗物质资源

和人的体力为主, 而转为以非物质资源——

信息和人的智力为主,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意

味着知识产业将占社会就业结构的最高比

例, 从业人员是掌握较高知识和技术的知识

劳动者; 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 世

界各地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甚至 “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 既使全球经济更具活力, 又

加剧了经济的动荡不定, 社会就业结构呈现

高度不稳定状态; 三是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

社会生产过程冲破国界不断向国际延伸, 一

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日趋成熟, 社会经济的

诸因素如资本、 商品、 技术、 服务和劳动力

实现了全球性流动。适应社会的职业要求就

业者必须具有:

第一, 适应能力。 首先, 知识在生产中

的高附加值提高了对生产者专业深度和广度

的要求, 生产者必须具有适应社会生产中越

来越复杂和精细的职业分工的能力; 其次,经

济结构转型和不断调整导致日益频繁的职业

流动, 国际分工和企业的高度竞争性也使就

业市场波动不定, 终身固守一种职业几乎没

有可能, 人们必须具有不断选择和适应的能

力; 再次, 适应市场进一步细分所产生的新

兴职业, 必须具有尽快获取新知识、 掌握新

知识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

第二, 创新能力。 创新意味着不断追求

卓越、 追求进步、 追求发展, 未来社会经济

的生命力将取决于不断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

新。美国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认为人类将

两级分化为两大就业范畴: 独立、 流动的知

识工人和不流动、 不独立的服务工人。未来

社会将是知识工人时代, 因为人的知识是明

日社会中稀有商品和劳动中的关键因素, 创

新知识就意味着创造财富。 技术创新, 按美

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 是把一

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

生产体系, 包括引入新产品; 引入新技术; 开

辟新市场,获得一种原材料新的供给来源;实

现工业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第三, 创业能力。据 1998年国际劳工组

织统计,全世界 30亿劳动力中未完全就业的

占 25% ～ 30%, 人口压力、 经济波动和产业

结构调整可能使失业大军不断扩大。 提高创

业能力, 激发个人在各种工作领域的创造性

无论对其就业还是自我谋职都同等重要。 根

据预测, 未来 50%的毕业生不可能获得工资

就业的岗位,这要求毕业生不仅是就业者,还

应是职业的创造者。80年代美国涌现的“ SO -

HO”阶层 ( sm a ll o f fice, hom e o ff ice), 已占

其就业人口的 13% , 并在世界各地日益普

遍。国际劳工组织在归纳提高就业能力所需
要的核心知识、 技术和态度时, 其中一项就

是创业和自我谋职的技术, 包括形成积极的

工作态度, 良好的工作习惯, 激发创造性、革

新能力以及把握、 创造机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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