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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校生规模与普通高中教育相

当，说明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的教育体系中重要的

构成部分。师资队伍在保证教育质量中起着关键的

作用，也是促进教育过程公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将

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师资队伍进行数

量与质量的比较，进而分析形成这两种类型的师资

队伍数量与结构差异的历史与政策原因，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一、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在促进教育公

平中的作用

中等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在我国教育公平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主要有以下的三个原因，一是职

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比重日益扩大，职业教

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

在中等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也

是促进教育过程公平的主要因素；三是目前在我国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更多来自于社会的中下

层和处境不利群体 [1]，受教育者较少得到来自家庭

的教育，相比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更依赖于学校

教师的教育。

（一）中等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有两次主要的教育分流，

这两次教育分流，形成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

教育体系[2]。第一次分流是初中后分流，分流后的学

生分别进入了普通高中或者是中等职业学校；第二

次的分流是高中后分流，分流后的学生分别进入了

普通高等学校或者高等职业学校。据中国教育统计

年鉴的数据,从 2000 年到 2008 年,普通教育的高中

在校生与职业教育的中职学校在校生相比,普职比

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年

的数据，2009 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已经达

到 2195 万，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为 2446 万[1]，
普职比例接近, 说明第一次教育分流有将近 1/2 的

学生进入中等职业教育领域。 因此，职业教育在整

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非常大，职业教育是整个国家

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之间的公平是教育公平领域里一个十分重要但

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二）师资是促进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

按照教育活动的阶段划分， 瑞典学者托尔斯

顿·胡森认为，教育公平有三层含义，第一是起点公

平，指入学机会均等；第二是过程公平，指教育条件

均等；第三是结果公平，指学业成功机会均等。对于

教育的过程公平，教师是关键因素，教师是教育过

程公平的实施者。
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上，不同的学生在学

校教育的过程中将接收和掌握不同层次的知识，这

教育公平视野下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思考
———以广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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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知识将形成不同的身份文化，影响他（她）们职业

与社会地位的获得[3]。 目前在我国的职业教育尤其

是中等职业教育与社会中的下层和处境不利群体

有着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

多数来自于社会下层 [4]，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实证研

究显示我国目前职业教育领域尤其是中等职业教

育中集中了大量来自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子女,这类

受教育者较少得到来自家庭的教育，相比接受普通

教育的学生，更依赖于职业学校的教师。 如果同一

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在教师的数量、质量、教师教

育政策以及保障体系上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那就

会造成整个教育的不公平。因此中等职业学校师资

队伍建设对于保证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实现

教育过程公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师资

队伍的比较分析

选取广东省的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

师资队伍进行比较， 一是因为广东是职业教育大

省，2009 年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占全国的 8%；二

是“十一五”期间是我国也是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

发展最快的时期，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

师资队伍中所反映的问题在全国各个省份中具有

普遍性。
义务教育后的第一次教育分流是初中后的分

流，分流后的学生分别进入普通高中或者是中等职

业学校与技工学校，这是两个类型的教育，但是这

一阶段的教育统称为高中阶段教育，其中中等职业

学校与技工学校又都属于中等职业教育。“十一五”

以来，广东省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中教

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人数、教师人数分别都

有很大的增长,但是高中阶段的这两个类型的教育

的增长比例并不均衡，以下从生师比、教师学历结

构等几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高中阶段教育中各类学校学生与教师规

模的非均衡增长

表 1 广东省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变化情况表

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信息统计网 [2]

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2005 年到 2009 年的 4 年

间，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在校生

人数都在持续增长，其中技工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

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 24%，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

人数年均增长率达到 17%，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人

数年均增长率只有 7%。

表 2 广东省高中阶段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变化情况表

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信息统计网 [2]

从表 2 可以看出，从 2005 年到 2009 年的 4 年

间，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专任教

师人数虽然也在逐年增长，但是增长比例与同期的

学生人数的增长比例是不匹配的。例如，从 2005 年

到 2009 年，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

达 到 17%， 而 同 期 专 任 教 师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只 有

5.5%， 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只有

7%，但是专任教师的增长率却达到了 9%。 从以上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专任教师

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学生人数的年增长率。

（二）高中阶段教育中各类学校生师比变化的

趋势比较

生师比是指学校教育中学生人数与教师人数

的比率。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教育，因

其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方法的不同，其生师比

应是各不相同的。其中专业教育的生师比应该比非

专业教育的生师比要低一些（即教师人数要更多一

些）， 技术技能类教育的生师比应比非技术技能类

教育的生师比低一些。 与普通高中相比，在中等职

业教育中，门类繁多的专业课与技术技能的训练课

程对教师量的要求理应更大[5]。

表 3 广东省高中阶段各类学校生师比变化情况表

此表数据是根据表 1 与表 2 的数据计算得来

从表 3 可以看出，从 2005 年到 2009 年的 4 年

间，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的平均生师比逐年升高，平

高中阶段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年度 中等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 普通高中

2005 21：1 32：1 17：1
2007 25：1 31：1 17：1
2008 26：1 34：1 16：1
2009 29：1 35：1 16：1

平均生师比 25：1 33：1 17：1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年度 中等职业学校（人数）技工学校（人数）普通高中（人数）

2005 33734 10300 86079
2007 36764 14750 103445
2008 38193 15784 110689
2009 41178 18600 118549

年均增长率 5.5% 20% 9%

高中阶段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年度 中等职业学校（人数）技工学校（人数）普通高中（人数）
2005 710162 328052 1489863
2007 907581 458000 1724319
2008 1000771 535144 1817646
2009 1204622 650000 1924412

年均增长率 17% 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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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了 25：1，技工学校达到了 33：1，而同期，普通

高中的生师比逐年下降， 平均生师比只有 17：1，广

东 省 的 这 项 指 标 与 全 国 的 数 据 基 本 吻 合。 我 国

2000 年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保持在 15：1， 与当时

的普通高中基本持平 [5]，从 2000 年到 2009 年的是

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 经过 10 年的

发展，广东省普通高中教育的生师比基本维持在原

来的水平，但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师比却大幅度变

大了， 从 2000 年的 15：1 增大到 2009 年的 29.:1，
说明现在广东省的中等职业教育中师资总量严重

不足。

（三）高中阶段教育中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学历

结构的比较

表 4 广东省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教育厅中职与高中教育处的统计信息

由表 4 可见， 从 2005 年到 2009 的 4 年间，广

东省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教师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

在逐年增长，但是普通高中师资本科以上学历的平

均比例为 88.47%， 中等职业学校师资本科以上学

历的平均比例只有 80.60%，平均比例高出 7.87%。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广东中等职业

教育的师资队伍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师资队伍相比，
无论是生师比的“量”还是学历结构的“质”，两方面

都有不小的差距。
三、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及实施

分析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得

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

培训方面，党中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劳动部门都

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我国职业教

育师资培养培训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与普通师范

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培养培训体系在科学性与规范

性方面、健全程度、覆盖面等方面的差距还很大，在

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欠缺公平性等问题。

（一）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成果

1985 年 5 月出台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等职业教

育的师资培养政策的起点。 纵观近 30 年来我国职

业教育师资培养的相关政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

劳动部门都分别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夏金

星、王秋、曹晔等学者曾从政策的出台时序、分类等

方面进行过仔细的梳理。在此笔者从政策的着力侧

重点进行分析，将政策归类为构建职教师资培养体

系的政策、构建职教师资培训体系与改善职教师资

结构的政策。
我国构建职教师资培养体系的标志性政策是

原国家教委于 1986 年 6 月 26 日颁发的《关于加强

职业技术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与劳动部

于 1989 年颁发的 《关于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师资队

伍建设的意见》，文件中指出了“各地区、各部门要

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师资培训基地，单独办或联合

办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专科学校、进修院校或培训

中心，也可以委托普通高等院校开办师资班，培养

职业技术后备师资”。在这两个政策文件中，明确了

要建立我国职业技术师资培养机构，以及培养的对

象等内容。 这两个政策颁布之后，陆续在全国设置

了一批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与普通高等

院校内设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6]。 至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我国职教师资培养体系初见端倪，初步形

成了 8 个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多个普

通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系）为主体的职业教

育师资培养体系[6]。
与此同时，这两个政策文件也明确了要大力开

展对中等职业学校在职教师的培训。自 1986 年起，
原国家教委陆续在部委直属的高校中建立了职教

师资培训基地，后陆续放宽至地方高校；在 1999 年

国务院《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发布后，
又分多批共建立了 62 个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

资培养培训基地[7]。至此，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的

主体已经初步形成。
改善职教师资结构方面。 2005 年国务院在《关

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要实施职业院

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教育部、财政部在 2006 年联

合下发《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的意见》， 内容有培训职业教育的骨干教师与支持

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和全国职教

师资专业技能培训示范单位开发师资培养培训方

案等。 2000 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工

作的通知》， 提出在部分全国重点建设的职教师资

培训基地学校，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

士学位工作，旨在提升中职教师的学历层次。 目前

参加培养工作的学校有 35 家， 每年的招生量在 1
千人左右，截止 2011 年已经招收 10 届。

年度
中等职业学校师资本科以上

学历比例

普通高中师资本科以上学历

比例

2005 76.81 83.62

2007 79.95 88.85

2009 85.03 92.93

平均 80.60 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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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政策回顾说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

时，目前仍还存在一些不可回避且尚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体系不完善

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职

教师资的培养培训体系，但是无论是从满足现实需

要的角度还是从与普通师范教育培养培训机制的

角度分析，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体系还是很不完善

的，主要表现为以下的两点：

一是作为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主体的培养

单位少，不能满足职教师资的需求。 支撑普通教育

师资培养体系的师范院校共有 142 所，其中普通师

范院校 136 所，重点师范大学 6 所。 教育部在 1999
年《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中开

始鼓励一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培养中小学教

师，普通师范教育由原来特定的师范院校的培养转

变为师范院校及各种综合院校共同参与培养，很多

综合性大学都开展了普通师范教育 [8]。 而全国职业

技术师范院校仅有 8 所， 占全国师范院校总数的

5.6%，按照目前在高中阶段教育中普通高中教育与

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况，尽管剔除

小学、 初中与幼儿园对师资需求的因素，8 所独立

设置的技术师范院校与多个普通高等院校内设立

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也远远不能满足中等职业教

育对合格教师的需求。

二是职教师资的培养培训机制不完善。我国普

通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

等学校共同参与、有开放性特点的教师教育体系[8]。
而职教师资的培养培训的机制不完善， 培养主体

少，培训常常以项目的形式进行，例如教育部与财

政部于 2006 年联合下发了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

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 支持

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开发 80 个重

点专业培训项目。 近年来，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牵头进行的职教师资的培训多以项目的形式进行，

虽然促进了培训工作，但是没有形成制度化的长效

机制。 因为我国目前的职教师资培养体系不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合格的职教师资供给不够，这

是造成中等职业教育中生师比居高不下的部分原

因；职教师资培训体系不完善，导致了从事职业教

育的教师在职后接受再教育不够，这也是造成师资

结构不好的主要因素。

（三）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经费政策落实

不到位

与普通师范教育相比，职业教育领域的师范教

育在经费政策中缺乏公平性。 新中国成立至 1996
年，我国师范教育实行的是免费教育政策，这一政

策从 1996 年开始随着教育成本分担等政策而逐步

终止。 2007 年 3 月 5 日，在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

上通过了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

教育，恢复师范生的免费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

策导向与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中小学师资

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这一政策

并没有惠及到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中。

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师范教育 中，1997 年原国

家教委《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指出：职业技术师范生在校期间，原则上免交学

费，并享受专业奖（助）学金。 毕业后实行五年任教

服务期制度。 但实际上，无论是增加对职业技术师

范院校的投资， 还是职教免费师范生教育制度，在

现实中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6]。

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培训机构与

制度的回顾分析， 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 30 多年的

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职教师资的培养培训体

系，但是在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缺乏公平性等问题，因而对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公平问题，仍然需要国家

教育部门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更多地加以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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