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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 财政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成果：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是教育部、财政部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中“校长培训（高级研修）开发项目（LBZD080）”的成果之一
，是校长培训的核心教材。
　　《教育部 财政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成果：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系统阐述中国职业
教育从古到今的发展线索、主要政策、制度措施和思想观念。
全书由古代教育中的职业教育、近代早期的工艺技术教育、实业教育体系在近代学制中的确立、从实
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型、国民政府执政时期的职业教育、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专业技术教育、职业教
育的兴起及再遭摧残、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等九章组成
。
　　《教育部 财政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成果：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资料翔实、数据准
确、案例典型、脉络清楚，对于提高职业学校校长及其他职业教育工作者认识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借
鉴历史经验和展望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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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古代教育中的职业教育第一节 职业教育的起源一、关于教育的起源二、关于职业教育的
起源第二节 古代农业生产中的劝农教育一、古代农书中记载的农业教育二、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传承中
的农谚三、古代推进农业生产的社会教化第三节 古代工商业中的艺徒制教育一、古代工艺生产的发展
二、工艺传授的教本三、艺徒制的基本传授方式第四节 古代学校教育制度中的专科教育一、教育制度
中专科教育的形成二、技术专科学校的发展第五节 古代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一、“六府”、“三事
”的科技教育思想二、墨子的科技教育思想三、颜之推的技艺教育思想四、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第二
章 近代早期的工艺技术教育第一节 新型工艺技术教育产生的思想背景一、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基本
特征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更新第二节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工艺技术教育的兴办一、新式工
艺专业技术学堂的兴办二、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师夷”的争论三、新式工艺技术学堂的意义和局限
性第三节 维新运动时期新式工艺技术教育的拓展一、变法改革在教育领域的开展二、戊戌变法期间的
教育改革三、维新运动时期的倡导工艺技术教育的思想观点四、郑观应提倡工艺技术教育的主张五、
张之洞兴办农工商学堂的举措第三章 实业教育体系在近代学制中的确立第一节 壬寅癸卯学制中的实
业教育一、“壬寅学制”的制订二、“癸卯学制”的制订及基本结构三、各级各类实业教育机构四、
实业学堂的课程教学五、实业学堂的教职员六、癸卯学制奠定的实业教育特点及局限性第二节 清末实
业学堂的建立与发展一、实业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二、清末实业学堂的建立与发展第三节 张謇兴
办实业教育的活动一、兴办实业形成的“南通模式”二、兴办实业教育的成就三、兴办实业教育的特
点第四节 民国初期的实业教育一、民国教育宗旨中的实利主义教育二、壬子癸丑学制中的实业教育三
、实业教育的行政管理四、民国初实业教育的发展困境第四章 从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型第一节 
职业教育的兴起背景一、职业教育观念的产生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三、劳工地位的提升和
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先导五、民国职业教育思潮的先驱——陆费逵第二节 新
文化运动期间对职业教育的倡导一、注重教育与职业的关系二、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的区别之辨三、
新的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四、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五、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进职业教育
的实践活动六、兴办职业教育的高潮第三节 职业教育体制在1922年学制中确立一、新学制的基本内容
二、新学制中的职业教育体制三、新学制颁布后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存在问题第五章 国民政府执政时期
的职业教育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学制建设和职业教育法规的制定一、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二、学制的调
整三、职业教育法规的制定第二节 职业学校制度一、职业学校的任务二、职业学校的设置三、职业学
校的经费四、职业学校的设施五、职业学校的科目设置六、职业学校的教学和实习七、职业学校的学
费八、职业学校的学生就业服务九、职业学校的教员十、职业学校的校长十一、职业学校的职员十二
、职业学校的管理机制十三、职业补习学校制度第三节 职业教育的发展一、职业学校的举办二、职业
补习教育的推进三、普通学校中的职业教育内容四、沦陷区的职业教育第四节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
职业教育一、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二、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三、漕河泾农学团四、诸家桥乡村试验
小学中的职业教育五、中华新农具推行所第五节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一、论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二、大职业教育主义三、论职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职业教育
一、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体制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职业教育三、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职业教育四、解放战争期间老解放区的职业教育第六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专业技术教育第一
节 建国初期的专业技术教育体制一、建国初期中等技术教育取代旧职业教育二、1951年学制中的专业
技术教育三、中等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形成第二节 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一、中等专业学校的公
立化和专业集中化二、统一教学计划和课程要求，规范办学行为三、《中等专业学校章程》的颁布第
三节 技工学校及职工教育的发展一、技工教育的产生和形成体制二、《技工学校暂行办法》的颁布和
技工教育的发展三、职工教育的开展第七章 职业教育的兴起及再遭摧残第一节 职业教育的提倡和农
业中学的兴办一、农业中学兴起的背景二、群众自办的农业中学兴起三、农业中学的办学特点第二节 
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办学体制和教学改革二、倡导
半工半读教育，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三、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对职业教育的摧残
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革命”的基本方针和措施二、“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荡和教育的荒
废三、“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恢复和改造第八章 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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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重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一、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二、职业高中的兴办三
、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正式纳入职业教育系统四、新的培训就业机制的探索五、重点发展职业技
术教育方针的确定第二节 短期职业大学的兴办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构建一、短期职业大学的兴办二、高
等职业教育的构建酝酿三、高等职业教育体制的确立四、五年制中高职的试办第三节 职业教育的发展
高潮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职业教育政策和管理制度的演进二、20世纪90年代前期职业教育发展的规
划和相关政策三、农村职业教育的大力推进四、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五、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第四节 
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一、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二、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的推进三、中等职
业学校招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四、中等职业学校评估制度的建立五、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国外职教模式
和资金六、课程和教学改革七、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第九章 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第一
节 新世纪职业教育的机遇和挑战一、高等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二、中等职业教育的一度滑坡三、关于
职业教育“高移化”的论辩四、中等职业教育的回升发展五、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农民培训的深化第
二节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发展战略重点地位的确立一、确立职业教育的战略重点发展地位二、职业教育
的持续改革和发展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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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普通学校中的职业教育内容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问题，历来是教育体系建设的重
要考虑因素，既关系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涉及普通教育的定位。
　　1904年《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普通中学堂“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各项
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抵为宗旨”。
是包括升学和就业双重任务的，且从业放在深造的前面，强调“以实业日多，国力增长，即不习专门
者亦不至黯陋偏谬为成效”。
1913年《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
”则只是完成普通教育的任务，完全不提从业了。
1922年学制的突出特点就是将职业教育融会到中小学教育之中，尽管实际运作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
题。
　　国民政府执政后，继续提倡普通教育中设置职业教育内容。
193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倡各级教育均应重视实验，培养生产能力与职业技能。
1931年教育部规定：自本年度起，原普通中学应一律添设职业科目或增设职业科，是要继承办理综合
中学的意向。
1932年颁布《中学法》，规定中学“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
职业之准备为宗旨。
”明确了普通中学有为继续深造和准备就业两方面的目的。
　　《教育与职业》在1931年1月和6月编辑发行了两期《中学革命专号》，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
国教育问题的焦点是中学，因此革新教育必须从中学革命开始。
认为办教育一定要根据中国社会情况，中国化的教育，这就是要推行平民主义和生产主义的教育，无
论何种教育都是职业的预备，因此，职业教育值得提倡，它既是训练平民谋生的又是可以发展国家产
业的。
在中学融入职业教育成为当时通行的看法。
但是普职融通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职业课程的设置也是几起几落。
1929年的中学暂行课程标准在初中二年级设置职业课目，1932年的正式课程标准又将其取消，改工艺
科为劳作科，劳作科分工艺（大略相当于工业技术）、农业、家事3种，供学生选修。
1936年的修正课程标准又增设职业课程，1940年的修正标准规定职业课仅在部分学生中开设，至1948
年职业课又不列入正式课程。
特别是中学的毕业会考也只是考几门主干课，没有职业科的课程，为就业服务的目标也就形同虚设。
这说明，民国时期在对普通中学如何兼顾就业与升学的双重任务方面，尚未形成比较稳定、行之有效
的制度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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