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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
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在高等教育应用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技术本科教育理念及其办
学实践正日益受到各方关注。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对技术本科教育的办学逻辑、办学价值、理念困局及深
化拓新进行了探讨，期望能给技术本科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进一步探索提供思考。

论技术本科教育的办学逻辑、问题及价值
□陈 涛

摘 要：“技术本科教育”概念的提出是一批专注于技术性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大学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
摸索形成的。 从实践、理论两个维度出发，旨在剖析技术本科教育的产生背景、问题境域以及办学价值，在
提高技术本科教育办学认识的同时，也为其他新建本科院校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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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本科教育”概念的提出是一批专注于技
术性人才培养的应用型大学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
摸索形成的，可以说办学实践的经验积累促进了办
学理论的建构， 办学理论促生了办学理念的形成，
而办学理念则进一步规范了新一轮的办学实践。本
文从实践、理论两个维度出发，旨在剖析技术本科
教育的产生背景、问题境域以及办学价值，以提高
人们对技术本科教育的认识、不断丰富技术本科教
育的理论。 然而，技术本科教育只是我国众多地方
新建本科院校办学理念中较为典型的案例， 因此，
在借鉴其办学模式的同时，关键是要建立符合院校
自身发展特色的办学实践、理论及理念，这样才能
创造出更多的正面价值。

一、技术本科教育的办学逻辑
技术本科教育的产生是在一定的社会大背景

下形成的，特别是技术创新的驱动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而其直接诱因便是新建本科院校错位发展的一
种理性选择。 然而，教育实践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支
撑和引导，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新知识生产模式的
转变都为技术本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依据。
（一）技术本科教育的实践逻辑
1.技术创新的驱动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全

球范围来看，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也成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差距的重要体
现，特别是核心技术能力、自主知识产权将是当
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心。根据世界经济
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竞争力
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中近五
年的排名数据显示， 我国的综合排名基本上在
29 名， 处于世界经济发展阶段的第二阶段———
“效率驱动型 ” (Efficiency-driven)阶段 ，距离第三
阶段 “创新驱动型”(Innovation-driven) 阶段仍有
相当大的差距。通过对“高等教育与培训”、“技术
准备度”(Technological readiness)和“创新”三个维
度及其相关指标的排名考察，发现前两项排名基
本位于整体排名的中下位置 ，就 “创新 ”维度而
言，也未能进入世界排名的前二十名。 （详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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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五年我国在有关技术人才和技术创新
方面的世界排名

数据来源 :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全球竞争力报告》

(2009-2014)[1]

再将目光转向国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
深化改革以及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产业结构也发
生了悄然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
密集型的转变、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
以及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 长期以来，由
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
售价的 20%、计算机售价的 30%、数控机床售价的
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2]相较发达国家
的产业结构， 我国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而
这恰是由于缺乏先进的制造技术能力而造成的。
“十二五” 时期是我国从工业化中期迈向后期的过
渡期，也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关键期，增强人力
资本培育、提升劳动力要素禀赋将是产业结构升级
和经济方式发生转变的基本前提。 [3]从上述分析中
可以看出，我国技术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都取
决于充足的高层次技术人才，发展技术本科教育迫
在眉睫。

2.新建本科院校错位发展的理性抉择。 通常来
说， 新建本科院校是指 1999 年及以后新建的本科
院校，而这些院校多为高职高专院校升格或有多所
高职高专院校合并而成。截止到 2010年，全国已经
新建了 260 所独立设置普通本科院校(未包括独立
学院)[4]，占全国本科院校 23.38%。 新建本科院校是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
下产生的，而它们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在传统本科
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夹缝中生存的问题。 因此，
“应用型大学(本科)”概念的提出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出现的，与传统本科相比，它更注重应用和技
能；与高职高专相较，它更强调基础和综合。 “技术
本科教育”就归在其类，如上海电机学院便是其中
的典型， 它正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升格前自身的办

学传统， 实现与传统本科院校的错位发展而产生
的。 [5]

（二）技术本科教育的理论逻辑
1.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视阈中的技术本科教育。

现代技术哲学诞生于 19世纪末的德国，与马克思、
恩格斯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 (Ernst
Kapp)及其代表作《技术哲学纲要》(1877)被公认为
是技术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作。 [6]从技术哲学的发
展史来看， 人们对技术哲学的态度主要有三类：技
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控制主义。 [7]其中，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技术哲学思
想与其实用主义的结合就是一种乐观的实用主义
技术哲学。当然，作为一名审慎的技术乐观主义者，
杜威将技术取作功能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即技术是
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本质。 [8]在杜威实用主义技术
哲学的语境中，“技术知识” 不能在课堂上讲授，而
应该在职业生活中探究，技术知识与自我经验要融
为一体，“现代师徒制”也自然成为了技术哲学“经
验转向”的复古与回归。 这恰是技术本科教育的理
论基础，学生不能离开技术实践，也不能对学生实
施单一的技术训练，而是要为学生创设一种求知的
实践情境，进而在此情境中进行“内在性控制”，以
减少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断增强其稳定性。

2.新知识生产模式视野下的技术本科教育。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
业时期，高等教育景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革。 在
此背景下， 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 (Michael Gib-
bons)等通过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考察，提出了
新知识生产模式，即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分化成模式
Ⅰ和模式Ⅱ，并逐步走向模式Ⅱ。 二者的特征主要
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见表 2），从中不难发现，模
式Ⅱ的知识生产特点表现在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
践的不断交互，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活动特征
都可以归入此模式的知识生产之中。 [9]从某种程度
而言，知识生产的演进与分化导致了劳动分工和人
才培养的变化，技术本科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才
培养模式，正是“理论”视阈中的“实践”产物。 一方
面， 它特别注重知识传授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实
践课程及其环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占相当大的比
重；另一方面，比起传统研究型大学，更加注重“学
科互涉”（如学科群的建设），淡化学科边界、强化专

2013-2014 29(148) 62 48 105 71 78 30 33 44
2012-2013 29(139) 55 45 107 71 77 23 35 46
2011-2012 26(142) 42 45 100 61 80 23 2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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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 从这个角度而言，知识生产模式分化理论
为技术本科教育的产生奠定了合法化地位。

表 2 知识生产模式特征

二、技术本科教育的办学困扰
技术本科教育的发展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除

了为其自身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外，同时也带来了一
些办学困扰，主要表现在办学错位发展引起的办学
目标问题以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引起的人才培养
目标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当前技术本科教育发展的
现实命题，也是一个“两难选择”的教育话题，唯有
辩证认识方可化解。

（一）实践逻辑之问：“升格办学”还是“多元办
学”？

不论是从国际形势———技术创新、 职教发展，
还是从国内态势———产业调整、高校扩招，都有力
地说明了举办高等技术教育、培养高等技术人才已
经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多个发展领域达成了共识，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特别是《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将
“创新型国家” 建设正式确定为我国科学技术和社
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以来，发展高等技术教育更是刻
不容缓。然而，自“技术本科教育”概念提出以来，其
命运就面临着生存考验和多方质疑———从高职高
专演变而生的技术本科教育是否是一种传统本科
办学导向的“变种”，或说是盲目追求升格的产物？
前有实力雄厚的“老大学”，后有示范性高职院校，
如何谋求发展定位、实施战略转型将是技术本科院
校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包括技术本科院校在内，
潘懋元教授将其统称为“中间类型高校”。 [10]

由于自身发展需要，技术本科院校多是从专科
学校升格而来， 但是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地
方化、教学型和行业性。 如：上海电机学院、黑龙江
工程学院等。 然而，这类院校如果将“专升本”不止
于作为适应市场的应景策略，而是将其继续作为长
期发展的追求目标，以学术性研究型为发展方向的
多学科综合大学势必会违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
即“过度教育”、“学非所用”。 [11]从一元到多元———

不仅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国际潮流，而且也符
合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实际需要。从此种意
义而言，技术本科教育是一种层次高移后的多元办
学———对外丰富了办学形式，为分类办学提供了参
考；对内挖掘了自身潜力，延续了行业服务传统。只
有以“本科”为平台、以“技术”为方向才能有效实现
升格办学和多元办学的融合，然而如果一味追求升
格，也只能盲目跟从、失去特色。

（二）理论逻辑之忧：“专才培养”还是“通才教
育”？

提及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谁能更胜一筹，人们
争论了上千年，似乎至今也没有定论。 尽管人们都
认为通才教育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将其视作
人才培养的最优方案。然而，纵观教育发展史，通才
教育似乎从未战胜过专才教育。 就连通识教育、核
心课程改革的倡导者哈佛大学也多遭质疑，被称之
为“灾祸性区域”。 [12]尽管如此，专才教育的弊端还
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容易导致人的片面甚至极端发
展。 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教育活动中的重大问题，
技术本科教育自然也涉猎其中，甚至从某种程度上
而言表现得更加突出。 在技术哲学的关照下，技术
本科教育必须回答：作为一种新的办学类型，究竟
培养什么样的人？ 正如前文所述，当技术本科院校
将“技术性人才”作为其培养目标时，我们不得不考
虑技术的负面效应和异化问题，或许“通才教育”培
养模式的引入有助于消解困扰、排除隐忧。

事实上，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具有内在的统一
性，从教育学自身的规律性来说，通才教育和专才
教育的理论根基，即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两者是不
可割裂的。

没有专业教育的普通教育只会培养缺乏专精
特长的庸才，而没有普通教育的专业教育只会培养
缺乏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工匠”。 [13]同理，技术本科
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也须遵循人才培养的规律，在
向学生传授技能知识的同时， 必须注重通识教育
(主要是人文教育)的培养，如开设通识课程、跨学科
课程、第二课堂等，特别是学校的人文关怀和校园
文化。 从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视角出发，技术本科
教育务必要谨慎对待自身的“乐观主义”情怀和“技
术之上”情结。从此种意义而言，技术本科教育亟需
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 (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内
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以此为基础，不但有助于解决
上述问题，而且还可以形成办学理念。

维度划分 模式Ⅱ 模式Ⅰ
设置和解决问题的

情境 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 由一个特定共同体
的学术兴趣所主导

知识生产方式 跨学科 学科

组织形式 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 同质性和等级制度

行为方式 更多的社会问责与反思
性 相对较少

质量控制方式 研究团队评估 同行评议、学术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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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本科教育的办学价值
沿着技术本科教育发展逻辑的思路，不难发现其

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在实践层面，促进了高等教育体
系的多样化；二是在理论层面，丰富了技术哲学“经验
转向”理论。因此，“技术本科教育”的提出不仅是自身
办学错位发展的应景策略，也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
应用本科教育理论的发展创造了价值、作出了贡献。

（一）实践价值———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化
高等教育体系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

然结果，其实质和根本目的就在于推进高等教育功
能的多样化。 [14]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高
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做过相关阐述：一是基于办学
层次的“纵向多样化”，二是基于办学形式的“横向
多样化”。 [15]“技术本科教育”的提出与实践恰好综
合了上述两种多样化，即办学层次的本科高移与办
学形式的技术特色。 然而，这一多样化并非只是流
于形式，关键在于其功能的创新与增强。具体而言：
在人才培养方面，技术本科教育紧密联系相关行业
市场，重点培养适应一线工作岗位的高级技术应用
型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技术本科院校主动和对口
行业单位开展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具有针对性的产学
研合作项目；在直接为社会服务方面，技术本科教育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直接的智力供给和技术支
持，尤其是地方行业用人单位。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技
术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多样化的一种表现，已
经呈现出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导的发展趋势，从而凸
显了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实践价值。

（二）理论价值———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劳动分

工日益异化， 致使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脱离与割
裂。在此背景下，回归经验学习的现代学徒制业已形
成一种社会潮流。事实上，从古代学徒制的整体性到
学校职业教育的专业化再到现代学徒制的综合化的
发展过程，经验始终都是职业教育学习的价值原点。
[16]作为一种办学实践，技术本科教育一方面需要强
调人才培养的技术情境化， 即学校为学生创设一种
技术学习的情境， 使他们能有机会深入到具体的技
术性实践活动中； 另一方面则需要注重教学文化的
技术切身化，学生总是以“技术—身体”的方式参与
实践，包括切身体验、符号、文本的阅读与意义的建
构等， 教师应该将其教学活动建立在 “切身化方法
论”[17]的基础上，力求培育富有技术本科教育特色的
教学文化。就此意义而言，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为
技术本科教育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技术本科教

育实践也进一步丰富了技术哲学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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