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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职业教育史专题研究

编者按：作为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职业教育经由最初父授子承的原始形式，到相对规范的学徒制的出现与发展，及至

制度化的学校职业教育的形成、变革与完善，走过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时至今日，职 业 教 育 在 教 育 领 域 和 社 会 发 展 中

的地位及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重视和发展职业教育也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 同 选 择。职 业 教 育 节 节 进 步 的

发展史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不仅照亮了职业教育继续前行的路径，亦为我国职业教育今后的发展提供

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本组笔谈以“外国职业教育史：经验、趋势与启示”为主题，旨在归纳 外 国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基本经验，分析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针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 出 相 关 建 议，以 期 对 我 国 构 建

更为合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所助益。

外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贺国庆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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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 的 发 展 历 程 中，职 业 教 育 自 身 经 过

了持续不断 的 变 革 与 淬 炼，世 界 各 国 也 在 职 业 教

育发展 进 程 中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富 有 成 效 的 推 动 措

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终于铸就今日职业教育

的宏伟大厦，其 间 所 形 成 的 可 贵 经 验 值 得 我 们 认

真总结与思考。

一、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与经济社会

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

作为人类 生 产 活 动 与 经 济 生 活 的 产 物，职 业

教育自产生之后便始终扮演着推动生产发展和经

济社会进步的重要角色。美国学者罗伊·Ｗ 罗伯

茨曾说：“职业教育的历史就是人类努力学习如何

劳动的历史。”［１］借 助 职 业 教 育，人 类 的 生 产 经 验

和劳动技巧 得 以 代 代 相 传，并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不 断

发展与完善。从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以及中世

纪时期的学 徒 训 练，到 近 代 以 来 培 养 各 类 实 用 人

才的学校职 业 教 育，无 不 清 晰 地 表 明 职 业 教 育 在

人类生产实践中的传承价值，也无可辩驳地显示出

职业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工业革

命之后，各级 各 类 职 业 学 校 在 西 方 各 国 普 遍 出 现

并得到 蓬 勃 发 展，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逐 步 建 立。
在这一过程 中，职 业 教 育 的 伟 力 进 一 步 凸 显，德、
法、日、美等国的工业经济均从职业教育的发展中

获益良多，成为以职业教育促动经济发展的典范。
以德国为例，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之所以能

够在战后迅 速 医 疗 战 争 创 伤，进 而 成 为 世 界 经 济

强国，其重要 的“秘 密 武 器”就 是 拥 有 久 已 发 达 的

职业教育。德 国 前 总 理 科 尔 就 曾 指 出，德 国 人 民

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和发达的职业教育是促成德国

强盛的关键所在。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实例

不独为发达国家 所 有，２０世 纪 中 后 期，韩 国、新 加

坡、巴西等众 多 新 兴 工 业 国 也 积 极 借 鉴 西 方 国 家

的经验，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现了本国工业

经济的腾 飞。可 以 说，作 为 教 育 领 域 中 与 经 济 关

系最密切、最直接的部分，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

展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历史的反复验证。
在认识到职业教育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作用的同时，人们还应看到，职业教育自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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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支撑。在人类的生

产劳动实践 和 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社 会 分 工 的 出 现

及由此带来的职业的细化使职业教育的产生成为

了可能，学徒 制 即 是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和 发 展 起 来

的。近代以 来，各 国 经 济 的 壮 大 成 为 推 动 职 业 教

育的最直接 动 力，现 代 科 技 在 工 业 中 应 用 的 普 及

也日益要求职业教育培养各门类的实用人才。正

是在经济需 求 的 驱 动 和 支 持 下，职 业 教 育 方 得 以

成为现代学 校 教 育 制 度 的 内 在 组 成 部 分，并 进 而

衍生出门类 齐 全 的 规 范 化 的 学 校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当今社会，职业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
实际上，愈是经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所获得

的助推力和所依托的物质基础就愈是强大。从这

个角度 来 看，欧 美 等 发 达 国 家 完 备 的 职 业 教 育 体

系，正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最具说服力的注解与诠释。
历史呈现出的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

性互动关系，为 人 们 正 确 理 解 职 业 教 育 和 推 动 职

业教育健 康 发 展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视 角。一 方 面，职

业教育 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推 动 作 用 是 毋 庸 置 疑

的，它理 应 成 为 国 家 优 先 发 展 战 略 的 重 要 目 标。
另一方面，在强调职业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必须认

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职业教育的支撑与制约

作用。经济 发 展 和 科 技 进 步 是 职 业 教 育 的 依 托，
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既不能脱离也不能超越经济

发展的现实需求，换言之，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建

立在对现实经济条件及其内在需求的客观认识和

正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科学探索职业教育发展路

径的必要前 提，既 包 括 对 职 业 教 育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展职能的 肯 定，也 包 括 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 规

约教育作用的认可。片面强调职业教育对经济发

展的推动作 用，或 片 面 强 调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对 职 业

教育的支撑 和 制 约，都 将 无 助 于 职 业 教 育 的 健 康

稳步发展，还 可 能 破 坏 职 业 教 育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良性互动关系。

二、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传统与变革交互作用、
不断追求自身完善的过程

职业教育 的 发 展 史，是 一 部 继 承 传 统 与 创 新

变革交互 作 用、走 向 辩 证 统 一 的 历 史。作 为 以 培

养社会所需 的 实 用 人 才 为 最 终 目 的 的 教 育 形 式，
职业教育自产生之初便确立了紧密贴近生产劳动

实践的基本 特 征，积 极 满 足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求 成

为职业教 育 赖 以 生 存、发 展 和 壮 大 的 生 命 线。以

此为指针，职业教育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

坚持了依托职业、面向职业、服务职业的基本价值

取向，这一价 值 取 向 并 未 随 着 时 代 的 变 迁 和 职 业

教育自身形式的变化而被削弱。无论是作为职业

教育最初形 态 的 学 徒 制，还 是 自 近 代 以 来 出 现 的

学校职业教 育，其 面 向 生 产 劳 动 实 践 一 线 的 基 本

特征和目标归依始终是坚定如一的。即便学徒制

本身，尽管在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曾一度衰落，但至

现代以来仍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职业教育的舞

台之上，二战后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对

现代学徒制（或“新学徒制”）的推广就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那 些 经 过 历 史 洗 礼 的 传 统，在 职 业 教 育

的代代延续中，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
当然，对传统的坚持与延续并不意 味 着 职 业

教育的固步 不 前，事 实 上，与 其 他 教 育 领 域 一 样，
职业教育的精神内核和传统价值在一次次变革中

得到了继 承、延 续 和 不 断 的 丰 富。从 改 革 的 角 度

来看，职业教 育 自 产 生 之 后 就 从 未 停 止 过 通 过 创

新以适应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求 的 脚 步，尽 管 这 一 进

程或快或慢，且时常伴随着曲折与反复，但改革始

终是职业教 育 发 展 的 主 题，并 且 内 化 为 职 业 教 育

传统的一部分。
应该认识 到，改 革 的 目 的 是 使 职 业 教 育 更 好

地实现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与内在价

值。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外部环境和

社会需求的 不 断 变 化，职 业 教 育 的 改 革 也 持 续 不

断地推进，改革内容涉及到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
这一次次的 改 革，成 为 促 进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的 强 大

动力。
在职业教 育 发 展 史 上，正 确 处 理 职 业 教 育 与

普通教育的关系始终是世界各国需要认真面对的

重要议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

育类 型，两 者 之 间 既 有 显 著 区 别，也 存 在 密 切 联

系。在历史上，受传统的“重学术、轻职业”观念的

影响，很多国 家 都 出 现 过 割 裂 职 业 教 育 与 普 通 教

育的现象，近 代 欧 洲 各 国 教 育 中 的“双 轨 制”即 是

这一现象的反 映。实 际 上，“双 轨 制”既 与 教 育 民

主化的趋势相悖，也无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般而言，普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基础，职业教育

无法脱离 普 通 教 育 而 单 独 存 在。进 入２０世 纪 之

后，随着职业教育层次和水平的提高，它对普通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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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依存和 依 赖 程 度 不 断 加 深，职 业 教 育 与 普 通

教育的融合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１９５６
年英国 政 府 发 表 的《技 术 教 育》白 皮 书 就 明 确 提

出，职业教育应以数学和科学为基础，因为如果学

生掌握了基 本 原 理，就 更 容 易 接 受 新 思 想 和 新 技

能。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也积极致力于推动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目前，综合中学已成为美

国中等职业 教 育 的 主 要 实 施 者，其 所 开 设 的 职 业

课程约占全美中学职业课程总量的８９．２％［２］。而

作为美国高 等 职 业 教 育 主 要 载 体 的 社 区 学 院，本

身就是兼具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多重职能的机

构，借助社区学院这一载体，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实现了有 机 结 合。西 方 各 国 的 经 验 均 充 分 说 明，
职业教育与 普 通 教 育 并 非 截 然 对 立 的，两 者 同 为

构成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同样是一部借助改革实现

职业教育 形 态 自 我 更 新 的 历 史。近 代 以 来，有 着

漫长历史的师徒授受式的学徒制模式已难以适应

工业时代的生产需求和职业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职业教育顺 应 近 代 教 育 发 展 趋 势，积 极 推 动 自 身

的改革。一方面，传统的学徒制开始发生变化，并

最终以“现代学徒制”的形式再现生机；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职 业 教 育 游 离 于 正 规 学 校 教 育 之 外

的状态被打 破，以 学 校 为 主 要 载 体 的 现 代 职 业 教

育开始初现端倪。学校职业教育的出现是职业教

育史上的一 大 飞 跃，意 味 着 职 业 教 育 由 此 逐 步 进

入到正规 教 育 的 轨 道。自 此 以 后，职 业 教 育 的 层

次日益 拓 展，门 类 逐 渐 丰 富，初 等、中 等 和 高 等 职

业学校陆续 发 展 壮 大，形 成 了 服 务 于 社 会 各 个 行

业领域的完备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
以学校 为 载 体 的 新 型 职 业 教 育 的 出 现 和 发

展，必然要求对人才培养模式及与之相关的课程、
教学、教师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一般来说，学徒

制时期的职业人才培养带有很大的分散性和随意

性，尽 管 在 中 世 纪 中 后 期，随 着 行 会 的 兴 盛，学 徒

制也曾形成 了 较 为 规 范 的 管 理 体 制，并 为 近 代 职

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相对而言，其在

招生、课程、修业年限以及教师队伍的专业程度等

方面与近代 学 校 有 着 明 显 差 距，无 法 满 足 近 代 工

业社会的职业需求。学校职业教育体系自建立之

后，围绕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进行了长期的改革

探索。在这 一 过 程 中，不 同 层 次 职 业 学 校 的 招 生

标准逐渐明确，培养目标更为清晰和细化，课程体

系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完善，同时，为适应学校职业

教育的发展，各国普遍建立起满足现代职业教育需

求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面向实

践的价值传统，极大推动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是推动

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

近代以来，随 着 职 业 教 育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功能的日益 彰 显，各 国 政 府 对 职 业 教 育 的 重 视 程

度不断提升。来自政府的多方面支持成为职业教

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工业 时 代 的 到 来，学 校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渐

趋成型。在 这 一 阶 段，来 自 政 府 的 支 持 对 职 业 教

育发展起到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１７世 纪，受 重 商

主义影响，法 国 政 府 将 培 养 制 造 业 工 人 视 为 当 务

之急，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国家的军事和航海

力量，提高其 生 产 的 质 量 和 产 量 以 占 领 国 内 外 市

场，成为了政治家们不变的目标”［３］。由此一批专

业技术学校 得 以 建 立，为 近 代 法 国 职 业 教 育 的 发

展奠定了 实 践 基 础。德 国 于１８世 纪 初 就 通 过 法

令的形式主 动 强 化 政 府 对 职 业 教 育 的 监 督 职 责，
积极推动传统学徒制与学校教育的结合，可以说，
德国职业教 育 之 所 以 能 走 在 各 国 前 列，与 政 府 的

积极干预 和 大 力 扶 持 是 分 不 开 的。此 外，１７－１８
世纪美、俄等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背后，也都可以明

显地看到政府的身影。

１９世纪，借助立法手段，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

的干预程度 进 一 步 加 深，职 业 教 育 发 展 由 此 具 有

了明确的方向引导和制度保障。１８８０年法国政府

颁布《徒工 训 练 学 校 法》，规 定 徒 工 训 练 学 校 属 于

国立初等学 校，职 业 学 校 由 此 在 法 律 上 具 有 了 与

普通学 校 同 等 的 地 位。１８８９年 德 国 政 府 颁 布 的

《工作法典》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企业学徒培训与学

校职业教育 相 结 合 的 发 展 方 向，极 大 推 动 了 职 业

教育双 元 体 制 的 形 成。１８８９年 英 国 政 府 颁 布 的

《技术教育法》确 立 了 职 业 教 育 的 法 律 地 位，正 式

将职业教育 纳 入 到 学 校 教 育 体 系 之 中，英 国 职 业

教育由此 开 始 走 上 正 轨。明 治 时 期，日 本 通 过 一

系列法令授权成立的大批职业学校毫无疑问也都

是政府积极推动的产物。

２０世纪以来，以 立 法 等 形 式 鼓 励 和 支 持 职 业

教育发展成 为 各 国 政 府 的 共 识，一 系 列 在 历 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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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 要 影 响 的 职 业 教 育 法 案 不 断 涌 现。１９１３
年，英国颁布《技术学校条例》，首次以官方名义明

确了技术学 校 的 宗 旨，对 技 术 学 校 的 办 学 起 到 了

规范作用。美国联邦政府于１９１７年颁布的《史密

斯－休斯法 案》通 过 由 联 邦 政 府 提 供 经 费 资 助 的

形式极大刺激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１９１９
年，法国颁布《阿 斯 蒂 埃 法》，这 部 被 誉 为 法 国“技

术教育宪章”的法案对法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
机构 设 置、办 学 目 的、教 育 内 容 等 做 出 了 全 面 规

定，确立了法国职业教育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国家

在职业教育 发 展 中 的 责 任，提 出 了 职 业 教 育 的 免

费和义务性 原 则，使 职 业 教 育 成 为 公 共 教 育 的 一

部分，奠 定 了 法 国 初 等、中 等、高 等 三 级 职 业 教 育

体系的制 度 基 础。二 战 以 后，各 国 的 职 业 教 育 立

法活动进 入 新 的 高 潮 期。英 国 的《产 业 训 练 法》
（１９６４年）、《就业与训练法》（１９７３年），法国的《继

续职业教育法》（１９７１年），联邦德 国 的《手 工 业 条

例》（１９５３年）、《联邦职业教育法》（１９６９年），美国

的《职 业 教 育 法》（１９６３年）、《生 计 教 育 法》（１９７４
年）、《卡尔·帕金斯职业教育法》（１９８４年），日 本

的《产业 教 育 振 兴 法》（１９５１年）、《职 业 训 练 法》
（１９５８年）、《职 业 能 力 开 发 促 进 法》（１９８５年），等

等，这些法案 均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对 战 后 各 国 职 业 教

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与一系列 立 法 活 动 相 伴 而 行 的，是 各 国 政 府

在经费方面为职业教育提供的切实保障。在历史

上，英国职业 教 育 的 发 展 长 期 落 后 于 其 他 欧 洲 国

家，其原因之 一 就 在 于 职 业 教 育 缺 乏 政 府 的 经 费

支持，如１８８０年 时 英 国 职 业 教 育 经 费 仅 占 ＧＤＰ
的约０．０１％。为解决资金问题，英国政府在１８８９
年《技术教育 法》和１８９０年《地 方 税 收 法》中 先 后

做出了以税 收 支 持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的 规 定，有 效 拓

展了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美国是西方各国中为

职业教育提 供 经 费 措 施 最 为 得 力、效 果 也 最 为 显

著的国家之一。１９１７年《史密斯－休斯法案》颁布

之后，联邦政 府 对 职 业 教 育 拨 付 的 经 费 从 当 年 的

１７０万美元骤增至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 的４２０万 美 元，
到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 又 增 加 到９８０万 美 元。１９６３年

美国颁布《职业教育法》，规定１９６４年联邦政府应

为职 业 教 育 拨 付 年 度 经 费６　０００万 美 元，到１９６７
年这一数额应增至２．２５亿美元［４］。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颁布的系列帕金斯法案要求联邦政府进一

步提高职业教育经费拨付力度，如１９８４年首部帕

金斯法案就规定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９年政府每年应

为各州职业教育提供８亿多美元的资助。来自政

府财政的大 力 支 持 极 大 刺 激 了 职 业 教 育 的 发 展，
反之职业教育的繁荣又推动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

强。借助切 实 的 经 费 保 证，职 业 教 育 与 国 家 经 济

社会发展实现了共赢。

四、职业教育理论的成熟为职业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伴随着职 业 教 育 的 产 生 和 发 展，有 关 职 业 教

育的理论探索也日益加深并渐成体系。职业教育

理论的丰富，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类对职业教育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

时期，在 古 埃 及、古 希 腊 和 古 罗 马，就 已 经 有 学 者

关注各行 业 的 学 徒 培 养 现 象。及 至 中 世 纪 以 后，
随着行会学 徒 制 的 兴 盛，人 们 对 职 业 教 育 的 认 识

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
众多教育家开始逐步认同职业教育对人的成长所

具有的重要 意 义，这 种 认 同 为 扭 转 社 会 上 鄙 弃 职

业教育的传统观念提供了依据。例如西班牙人文

主义者维夫斯就曾明确提出“学生应不以到商店、
工厂去向 受 益 人 请 教 为 耻”［５］。英 国 学 者 莫 尔 也

主张每个人都应至少学习一种手工艺，并呼吁“大

家都从小学习农业，部分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

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６］。类似的理论主张不

仅有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同时也为职业教育

在近代被纳入到正规教育的轨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代以来，有 关 建 立 与 完 善 学 校 职 业 教 育 体

系的理论探 讨 更 为 充 分，各 国 学 者 在 推 动 本 国 职

业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英国学者拉塞

尔在上呈维 多 利 亚 女 王 的 题 为《要 对 英 国 人 进 行

系统的技术教育》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学校职业

教育逐步取 代 旧 的 学 徒 制、建 立 国 家 职 业 教 育 体

系的构想；普雷法尔也积极呼吁英国应借鉴德国、
法国的经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塞缪尔森更是将

其对职业教育 的 思 考 付 诸 实 践，最 终 促 成 了１８８９
年《技术教育 法》的 颁 布。在 这 些 学 者 的 努 力 下，
英国职业教 育 冲 破 了 重 重 障 碍，其 长 期 落 后 于 其

他欧洲国家的局面得以改观。日本近代职业教育

的勃兴与井上毅、手岛精一、菊池大麓等教育家的

推动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仅为日本引入了欧美先进

的职业教育理念，还围绕职业学校如何有效开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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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系列合理主张，这些主张为日本迅速建立起

较为完备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近现代 职 业 教 育 史 上，一 大 批 教 育 家 的 职

业教育思想 为 职 业 教 育 的 健 康 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裴斯泰洛齐 的 教 育 与 生 产 劳 动 相 结 合 思 想、凯 兴

斯泰纳的劳作 学 校 思 想、杜 威 的“做 中 学”思 想 等

使学校职业 教 育 具 备 了 科 学 的 理 论 基 础，并 且 在

课程设置、教 学 方 法 等 方 面 充 分 体 现 出 了 职 业 教

育的自身特征。在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

合方面，美国 手 工 教 育 的 先 行 者 伍 德 沃 德 充 分 肯

定手工教育 本 身 所 具 备 的 普 通 文 化 教 育 价 值，强

调手工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逻辑、勤奋和经

济观念［７］。受伍德沃德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

影响，美国普 通 高 中 的 手 工 教 育 活 动 得 到 蓬 勃 发

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重要

组成部分的 生 计 教 育 理 念 在 美 国 一 度 盛 行，有 效

推动了普通 学 校 中 职 业 教 育 的 发 展，促 使 职 业 教

育与普通教育、终身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职业教 育 的 理 论 内 涵 也 由 此 进 一 步 拓 展。可 以

说，伟大的教育实践必然催生出丰富的教育理论，
而教育理论的充实反过来也必然推动教育实践的

科学发展，在此方面，职业教育与教育其他领域有

着共同的特征。

五、民主化理念为职业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近代以来，职 业 教 育 快 速 发 展 的 另 一 个 成 功

经验在于职业教育对教育民主化理念的充分认识

和准确把 握。借 助 民 主 化 理 念 的 深 入，职 业 教 育

为自身发展赢得了广阔空间。
在历史上，正 规 的 学 校 教 育 长 期 以 特 权 形 式

存在，社会中 下 层 民 众 的 受 教 育 权 受 到 了 重 重 阻

碍和限制，而 学 徒 制 的 出 现 和 发 展 却 为 贫 寒 子 弟

开启了一扇 教 育 之 门，由 此 职 业 教 育 在 其 源 头 便

深深打上 了 面 向 大 众 的 烙 印。近 代 以 来，在 各 国

接受教育民 主 化 理 念、推 动 教 育 下 移 和 普 及 的 过

程中，职业教育更是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众所周知，近 代 欧 洲 各 国 普 遍 形 成 了 教 育 的 双 轨

学制，其中面 向 普 通 民 众 的 一 轨 即 是 由 小 学 和 初

等职业学校及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组成的。学校

职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为民众接受教育提供了较

之以往更为 广 泛 的 机 会，历 史 上 各 国 出 现 的 一 系

列带有明显职业教育色彩的学校均主要是以社会

中下层民众为招生对象，如英国的工读学校、慈善

学校、乞儿 学 校、技 工 讲 习 所、工 厂 学 校、劳 作 学

校，法 国 的 徒 工 训 练 学 校、专 门 高 级 初 等 学 徒 学

校、工 商 实 科 学 校，德 国 的 实 科 学 校、普 通 劳 动 学

校（工业学校）、专 门 学 校，俄 国 的 技 术 学 校（技 工

学校）、实 科 中 学，等 等。各 类 职 业 学 校 的 建 立 在

很大程 度 上 改 变 了 教 育 仅 服 务 于 贵 族 阶 层 的 传

统，极大推 动 了 近 代 以 来 教 育 的 民 主 化 进 程。直

至今日，职业 教 育 仍 在 确 保 广 大 民 众 的 受 教 育 权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主要发达国家，绝大部分

学生在结束学校教育时都有过接受职业教育的经

历，如 德 国、奥 地 利、比 利 时 等 国 职 业 教 育 的 比 例

达到７０％，美国几乎所有的高中生（９６．６％）在 毕

业前都选修 过 职 业 课 程，约 四 分 之 一 的 成 年 人 参

加过各类 短 期 职 业 培 训［８］。当 然，也 正 是 由 于 充

分发挥 了 推 进 教 育 民 主 化 和 教 育 权 利 平 等 的 作

用，职业教育 方 得 到 了 各 国 政 府 和 社 会 民 众 的 广

泛支持，为自身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２０世纪以来，各 国 先 后 启 动 了 高 等 教 育 的 大

众化进程，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

育的作用得以凸显。借助宽松入学、面向实用、收

费低廉、学制灵活等办学优势，高等职业类院校快

速崛起，成为 各 国 吸 纳 高 等 教 育 新 增 入 学 人 口 的

生力军，在满足急剧增长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顺

利推进高等 教 育 大 众 化 的 同 时，也 为 其 自 身 的 长

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美国和加拿大的社区

学院，日本的高等专科学校、短期大学、专修学校、
技术科学大学，法国的短期技术学院（或大学技术

学院）、高级 技 术 员 文 凭 训 练 班，英 国 的 多 科 技 术

学院，德国和俄罗斯的高等专科学校，诸如此类主

要以职业教 育 为 基 础 性 职 能 的 高 等 院 校，均 在 各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以

美国的 社 区 学 院 为 例，早 在２０世 纪 上 半 期，职 业

教育就已经 逐 步 发 展 成 为 社 区 学 院（当 时 称 作 初

级学院）的 核 心 职 能 之 一，从１９１７年 到１９４０年，
开设终结性或职业性课程的社区学院比例由１４％
骤增至７０％［９］１４２，社 区 学 院 的 职 业 教 育 功 能 基 本

确立。二战 之 后，伴 随 着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规 模 的 爆

炸性增长，社区学院的在校生数量也迅速攀升，从

１９４５年的不足３０万增至１９５６年的８７万，１９７５年

则超过了４００万，１９８５年达到４４２万，其占高等教

育在学人 口 的 比 例 超 过３５％［９］２２６。目 前，全 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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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半的 大 学 生 选 择 在 社 区 学 院 就 读，其 中 超

过三分之二 的 学 生 修 读 的 是 各 类 职 业 教 育 项 目。
由此可以明 显 看 出，正 是 在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的 进

程中，高等职 业 教 育 方 得 以 顺 利 实 现 了 自 身 的 飞

跃，并且有效 促 成 了 大 众 化 时 代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多

元格局的 形 成。可 以 说，充 分 借 助 和 准 确 把 握 高

等教育的大 众 化 发 展 方 向，是 现 代 各 国 职 业 教 育

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作为一个 复 杂 的 教 育 领 域，职 业 教 育 在 发 展

过程中往往受到社会传统观念、政府支持力度、经

济和科技发 展 水 平 等 诸 多 外 部 因 素 的 影 响，在 与

上述外部力 量 的 博 弈 中，职 业 教 育 借 助 持 续 的 变

革为自身发展赢得了愈加广阔的生存空间。上述

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不仅充实和丰富了职业

教育的理论 宝 库，也 将 为 职 业 教 育 的 未 来 发 展 提

供重要参照。
历经数千年发展的职业教育业已逐渐走向教

育舞台的中 心，并 以 其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和 广 阔 的 发

展前景得 到 了 世 人 的 高 度 认 同。回 溯 历 史，可 以

发现职业教育在反复展示自身价值功效的过程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理论体系也日渐根深叶茂。
整部外国职业教育史就似一座蕴藏丰富的矿藏留

待世人探索。职业教育发展的洪流似江河之水奔

腾不息，人们对职业教育历史宝藏的发掘也永无止

境。通过一代代人的持续求索，职业教育的伟力将

得到不断凸显，职业教育的大厦也必将巍然矗立！

［参　考　文　献］

［１］罗伊·Ｗ．罗伯茨．职业教育的起源［Ｊ］．毛祖桓，译．
教育研究通讯，１９８３（１７）．

［２］ＭＡＲＳＨＡ　ＳＩＬＶＥＲＢＥＲＧ，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ＡＲＮ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ＯＤＷ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ｇｏｖ／ｒｓｃｈｓｔａｔ／

ｅｖａｌ／ｓｅｃｔｅｃｈ／ｎａｖ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７－０３－０５．
［３］安迪·格林．教 育 与 国 家 的 形 成：英、法、美 教 育 体 系

起源之比较［Ｍ］．王春华，等，译．朱旭东，校．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４７．
［４］ＪＡＭＥＳ　Ｗ　ＨＩＬＬＥＳＨＥＩＭ，ＧＥＯＲＧＥ　Ｄ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　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ｃ．，１９８０：３９８．
［５］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Ｍ］．任 宝 祥，吴 元 训，主 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８１．
［６］托马斯·莫尔．乌托邦［Ｍ］．戴镏玲，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６：６６．
［７］ＭＡＲＶＩＮ　ＬＡＺＥＲＳＯＮ，ＮＯＲＴＯＮ　ＧＲＵＢＢ．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８７０－１９７０［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Ｐｒｅｓ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４：５．

［８］翟海魂．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演进［Ｍ］．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４５－２４６．
［９］ＡＲＴＨＥＲ　Ｍ　ＣＯＨＥ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
ｌｅｇｅ［Ｍ］．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ｏｓｓｓｙ－Ｂ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

【责任编辑　侯翠环】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