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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因其直面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而备受关注, 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

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决定着其自身功能发挥程度和价值体现高度。 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 准确把握现代职业教育体现在自由和理性两个层面上融合统一的现代

属性本质, 科学认识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尊重现代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追求, 坚守职业教

育的育人本色, 遵循恰当的工具理性决策取向, 进而达成职业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有

利于积极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有利于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独特的类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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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其高质量发展是保障职业教育独

特类型特征充分发挥的必然要求,而“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②则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先决条件。就实质而言,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是其现代性特征的外化,现代性是职业教育自工

业革命以来所体现出来的显著特性,而这也正是现代职业教育不同于传统职业教育的根本表现。现代

性是现代社会的共有属性,是一种时代特征。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事情都浸染着现代性这一共同属性,
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表现程度上存在差异。现代职业教育的现代性既具有现代社会的共有属性,又

具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准确认识和把握现代职业教育的现代性,遵循其内在规定性和固有规律举办

职业教育,将会形成正确的决策、合理的办学机制和科学的办学过程,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

和办学水平,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独特功能。

一、 职业教育的现代性意涵

现代性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显著特征。尤其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

日益深入和丰富。一方面,人们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时间概念上所具备的客观属性,是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进程的标志,是当下社会生活的样态和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人们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特性或品

质,是当下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甚或进步意义的思想观念、文化特征、社会秩序、价值追求等等。
在今天,我们可以对现代性作多学科、多领域的认识和解读,把现代性看作是适应当下这个时代的共

性价值追求,以及这种价值追求在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行为体现和存在形式。这种

价值追求主要体现为自由和理性两大特征:理性是自由基础上的理性,自由是理性观照下的自由。自

由的内涵更多地体现为人文价值的追求,而理性则更加强调对科学和规律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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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现代性是现代职业教育自身特征的集中反映,它体现了职业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

出来的一些新特点和新性质,如人道性、民主性、理性等,是现代职业教育区别于传统职业教育的本

质属性,是职业教育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融合。价值理性是指“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

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定有价值的纯粹

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①;工具理性则是指“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

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

作为成果的目的”②。
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是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追求,是职业教育内在规定性和固有规律的集中体现。

尽管职业教育最初是在为机器大生产培养技术工人的背景下产生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工具性和应景

性,但其更宏大的社会背景则是普通民众强烈要求接受教育、追求教育机会平等的自主意识和主体价

值的觉醒。因此,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以追求技术技能的培养为惟一目的,还深切关注人的

主体价值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与实现,追求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人们追求自由和发展的时代表征。
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是职业教育行为的外在表征,是人们对职业教育外在结果的追求,是通过开展职

业教育实践来追求职业教育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最大功效,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

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职业教育工具理性的有效运行,是以人们对职业教育内在规定性和固有规律

的正确反映为基础的。然而,人们对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却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职业教育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准确把握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

理性的内涵和逻辑关系,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现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和本质;只有实现职业教育价值理

性和工具理性融合与统一,才能真正发挥职业教育的功能与作用。这正是职业教育现代性的根本之

所在。

二、 职业教育现代性的时空演进

历史上任何一种教育制度甚至教育方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都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和社会关系相联系。职业教育的产生也同样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并随

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而持续演进。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工业革命

是催生现代职业教育的原初动力,底层民众强烈要求接受教育的意识觉醒推动着职业教育的普及和扩

展,工业化进程的迭代升级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壮大,后发工业国家的学习借鉴促进了职业教育

的全球化传播。
(一)工业革命:现代职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

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开启了人类社会生

活、生产和生存方式的新时代。机器大生产代表着技术革新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同时也对人的

生产技术和技能、生产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学徒制已无法满足生产的需求,直接导致技术

技能教育培训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举办集中的全日制培训形式的职业技术学校成为发达国家的共

同举措,现代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为机器大生产提供了大批技术工人。
工业革命不仅推动着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推动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尤其在第二次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工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竞争,而这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工人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德国

1806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即大力兴办系统的工业学校教育网,规定每个区要建立一所以上的工业学校,
带动了德国正规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为德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98年凯兴斯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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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创办了职业学校,使50种以上不同行业和职业的从业人员受到教育,推动了德国职业教育的

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①。20世纪初,美国马萨诸塞州颁布法案,鼓励发展

地方公共产业学校,出现了大批正规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类学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学生在学校里

学习的一般文化知识、科学原理和生产技术应用于实际的生产劳动,增强了教育与产业的融合与联系,
尤以德国的“双元制”最为著名。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继新大

陆发现之后的全球化2.0版本。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除了通过战争和掠夺手段聚拢全球资源

和资本外,还通过技术垄断和高端机械设备贸易聚拢财富,从而实现国家的快速现代化发展。在这

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其强大的科学技术研发能力的支撑,依靠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技能

高超的技术工人队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教育权利主张:现代职业教育的普及扩展机制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

模的对外贸易活动,直接刺激了欧洲羊毛出口业和毛纺织业的发展,并引发了后来被莫尔称之为的“羊
吃人”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导致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镇或郊区,一方面促进了城镇的快速发展和

人们对手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客观上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前奏和铺垫;另一方面也直接逼迫大量失地

农民加入城镇手工业者谋生行列,迫使他们学习和接受城镇生产和生活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为职业教

育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如果说工业革命是现代职业教育产生的客观基础,那么广大基层社会民众对自

身接受知识和技能教育权利的主张,则是现代职业教育得以普及和推广的主观推动力量。在此社会背

景下,欧洲传统的教育体系开始转变为文法学校和实科学校并存的双轨制,大量实科学校的出现为贫

民百姓子女接受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实科学校教育提供了机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初等教育和职

业教育的普及。
职业教育的产生与推广,在客观上也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它不仅打破了欧洲传统的贵族教

育和上流社会垄断教育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格局,而且对社会阶层变化、社会结构乃至社会运行机制的

改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欧美诸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相继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不仅促进了初等教育的

普及,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国家支持。以职业教育为主体的平民教育的扩展,一方面将城市贫

民转变为劳动工人,推动了教育权利的下移;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推广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变

为产业工人,促成了他们的身份转变和阶层跃升,推动着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壮大,改变了资本主

义社会固有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结构,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1846年英国颁布

《工厂法》规定:14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接受初等教育,否则不能进入工厂做工。类似这种法律规定,在

当时欧洲其他国家也有表现。这表明近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壮大跟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
职业教育的发展推进了欧洲的教育民主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三)工业文明迭代升级:现代职业教育的壮大发展机制

现代职业教育不断适应工业文明的进程而发展壮大。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就是特色鲜明的工业现

代化过程,期间经历了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嬗变,其内驱力自然是技术和科学的

不断进步。而职业教育和培训则是将技术和科学应用于生产实践的重要转换力量,并因被誉为缔造德

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而声名远播,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着力点。
以蒸汽机的产生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人类

社会的工业化进程随之开启。工厂制的产生,致使传统的学徒制逐渐衰退,学校模式的职业教育快速

发展起来,各主要国家在19世纪中期先后建立了大量的职业学校,至19世纪末期,现代学校职业教

育已大规模发展起来。以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科学与技术紧密结

合的新时代,促进了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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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壮大。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数字化、智能化的智能工厂生产模式为典型代表,具有制

造数字化、大规模订制化、生产社会化的特征。它在客观上催生了一大批新的产业群体和经济增长点

的同时,也改变了过去的传统职业结构和对人才规格的要求。工作组织的扁平化、岗位职责的模糊化

等生产特征的变化,要求人们的职业能力更具有个性化和创新性。这致使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在办学

思想、专业设置、办学模式、培养规格、课程教学模式等诸多方面作出切实回应和改变,许多国家不

约而同从国家技能供给的角度思考职业教育改革的有效路径,引入市场机制,政府逐渐退出职业教育

办学,让学校更加灵活自主地应对职业教育市场的竞争等等。这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探索,
极大地激发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完善。

随着2013年德国“工业4.0”概念的提出和一系列举措的推行,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

了帷幕。以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以及三者的有机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显

著特点是深度网络化、生态化、智能化和生产组织分布化,它预示着技能社会的到来。这必然会引起

劳动力市场的裂变和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智能制造和数字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要求职业教育培养

大批掌握最新科技和信息技术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必将要从体系结构、人才规格、培养流程、功

能发挥等全方位做出根本性改变和应对。为此,中国职业教育也随之开始了新一轮深层次改革,国家

层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定位,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路径,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制造业强国培育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他国家,如美

国2012年发布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英国实施的《工业2050战略》,法国的“工业新法国”计
划等,不仅把再工业化作为重振经济的重要抓手,而且都提高了再工业化的层次和水平,并为此颁布

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政策,致力于培养现代制造业、智能制造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四)学习借鉴:现代职业教育的认同与传播机制

世界上许多后发工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都起于殖民地时期,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被动现代

化”之后,逐渐体认现代化的价值,进而主动寻求改变,积极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现代职

业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同样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学习和借鉴过程。
中国的职业教育概念最早源自西方话语体系,可追溯至清朝末期开始的洋务运动。正是洋务派认

识到封建中国在军事、经济、教育诸方面的落后和被动挨打,力主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实业教育,创办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学技术学堂,用“西艺”来代替传统

的封建教育内容①,为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和物质条件。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
开设法文、英文、代数、平面几何和画法几何、制图以及一门讲解轮机的课程,三年学基础理论,两

年以船政局为实习工地实际操作训练②,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造船和设计人才、海军人才。其后的

维新运动力主改革传统教育,发展技术和实业教育,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民

国时期开始的职业教育本土化探索,一方面承袭着自近代以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历史传统,不断引进

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探索适于本土的现代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尤以黄炎培、
陶行知等具有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改革者为代表,强调知识与技能并重,体力与脑力结合,培养现代

新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加快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

验和做法,尤其是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在学习和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本土的传统学徒制已广泛存在。在殖民地时期,职业教育一直是西方殖

民者教育工作的重心,被认为是最能“适应”殖民地环境的一种教育方式。非洲的现代教育体制也是先

从发展职业教育开始,尔后才是普通教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非洲独立运动初期,国际社会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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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援助中,职业教育也占比较大的比重。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职业教育一度被认为是撬动非洲走向

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持,是解决非洲青少年失业的一把“金钥匙”。此后,“学校本位”的职业

教育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得到了快速发展。时至今日,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自然包括职业教育

体系)仍是沿袭英、法或葡萄牙等殖民宗主国的教育体系,或稍加改变,具有明显的学习和借鉴痕迹。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学习和借鉴色彩,如东南亚一些国家职

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南非、印度等国近些年对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建设的推进等,都具有明显的学习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印记。

三、 职业教育现代性的功能表征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又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而职业教育现代化的

标志就是职业教育的现代性。
(一)职业教育的现代性促进现代人的主体性发展与完善

人的主体性是人在其特有的生存实践活动中所激发表现出的积极、主动、自主以及创造等能动特

性。人的主体性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同样,职业教育的现代

性也首先表现为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生产力

发展的第一要素,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发

展是其典型特征。而人的主体性则集中表现为人的自主、自由、理性和创造。现代教育,包括现代职

业教育只有不断帮助和完善人的主体性发展,才能体现其现代性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
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

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

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

自由。”①

在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遮蔽愈发明显,马尔库塞用“单向度的人”来描

述人类主体性的缺失,认为“技术发展”造成了人的“思想的单向度性”,致使人们在创造力、对自由的

渴求度和对幸福感的追求上都有所减退甚至丧失②。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社会以其所谓的“合理性”
对人类主体性施加了“隐形”的影响③。这种影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进而

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发展,并致使人们迫于应对职业压力而身陷“职业囚徒”的窘境。职业教育强调技术

技能的培养,但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技能的培养,还要充分顾及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性发展,尤其是

在青少年时期,更应当为其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知识和技能基础,而这种知识和技能更多

的是通用知识和技能,而不是过于单一的、浅显的操作知识和技能。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职业教

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这标志着我国对于职业教育内涵认识的深化,体现了职业教育对人的主体性发展

的根本观照。职业教育最终是要促进人的发展,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为职业而学:职业教育与培

训》报告也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不但要以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为培养内容,学生可迁移的能力与

终身发展能力更为关键。惟有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协调起来,让技能训练、经验积累与人的本

性和自由发展走向统一而不是相互背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也才能体现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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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存在价值。
(二)职业教育的现代性推动现代社会职业伦理发展与职业社会塑造

工业革命初期的职业教育更多地倾向于培养和训练熟练的技术工人,突出技术技能的要求,这是

由当时的机器大生产和技术工人短缺的客观现实决定的。随着工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社会全面进步,
人们的工作生活样态、内涵和价值追求等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特别是职业的专门化和专业化,日益

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结构要素,不断促进人与职业的结合和融合,“职业人”成为现代社会人的

重要标志。现代职业教育不仅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方面表现出突出优势,而且在职业人培养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职业的分工和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在涂尔

干看来,劳动分工促使从事同一类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感和信任感。这种

由从事同一种工作的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之为职业团体。职业团体的维系不仅要靠团体中职业人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既定规则,同时也离不开职业人对相关职业的共同认识和价值趋同,即职业伦理和道德规

范。涂尔干认为职业伦理是促进社会团结的关键,“经济生活必须得到规定,必须提出它自己的道德标

准,只有这样,扰乱经济生活的冲突才能得到遏制,个体才不至于生活在道德真空之中。”①韦伯的“天
职观”揭示了世俗社会职业的客观存在与价值,以及人们应当具备的职业精神———兢兢业业、态度认

真、无怨无悔、积极进取等等,正是这种职业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它们也是现代社会人

们应该具备的素养。
职业伦理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客观要求。

纵观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的嬗变,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从专注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逐渐转变为“专业技能+核心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培养,不仅强调技术技能的培养,
而且更加重视通用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养,人才聘用更加看重的是员工的伦理道德品质和职业精神。
这恰恰是以职业划分为显著特征的现代社会对人们的基本要求。尽管三次工业革命在不同国家产生影

响的进度不尽相同,但其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却基本遵循着从简单的机械操作、低层次技术服务等到

日益复杂、精密、综合性技术服务这一路径转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职业教育的依赖度越高,但

在科技和信息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职业技能并不完全等同于职业能力,除了技能以外,从业者具备

的知识素养会对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职业伦理态度和职业精神

也会对从业者职业表现及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单纯训练人的机械性技艺的职业教育不能提

高受教育者的职业素养和能力的开发。职业教育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应当与时俱进,充分体现

和切实推进职业人才的培养。这不仅有利于受教育者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于促进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职业社会的形成,真正体现职业教育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而不断提升职业教育

的社会认同,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三)职业教育的现代性推进社会公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综观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一直伴随其中。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

展,不同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教育与经济诉求,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功能取向也在作

着不断的选择和调适。工业革命之初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既缘于机器大生产对追求生产效率的

强大推动,又受到底层大众对于追求自身教育权利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在当时工业革命的社会大背

景下,职业教育所表现出的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更为明显。这种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功能的追求是一种

主动的经济发展诉求,而顾及底层民众教育权利的诉求则是迫于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由于职

业教育产生之初这种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的不同,导致其后的职业教育发展明显地突出了对职业教

育经济价值的追求,并一直影响至今。职业教育在实现其培养“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等目标的过程

中,不断强化和突出其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方面展现了职业教育存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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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低视甚至歧视,认为职业教育只是培养为

了“工作”或“做工”的人,而不是作为“完整的人”所接受的教育,致使“人的全面发展”在职业教育中

难以得到体现和落实。
然而,在现代社会,职业教育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教育事件,它不仅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效率,也密切联系着大众权利和国家政治,体现着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正如在

18世纪的瑞士,裴斯泰洛齐就因不满苏黎世政府否认农民公民权的不平等制度而前往农村,举办启蒙

大众的职业学校,为底层民众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在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技术技能

的掌握和应用日益成为人们应对工作和生活的必需,接受技术技能教育和培训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生

命运动的常态,尤其对于那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而言,获得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掌握一技之长,
便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改善生存状况,摆脱贫困。工业社会为底层民众获得职业教育

权利提供了土壤,但职业教育则推动了社会公平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为底层民众提供接受教育

的机会和权利,为个人谋生和发展提供帮助,而且也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不断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这恰恰是现代职业教育现代性的客观表现。

结　语

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基于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土壤,另一方面是迫于社会底层大众

强烈要求教育权利的压力,同时也离不开国家制度进行法律确认,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因此,国家对

于职业教育的决策和治理就会深刻地影响着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综观各国职业教育治理的成功经

验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决策一方面要体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必须

体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属性,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职业教育的现代属性对于现代职业教育决策和

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恰当的工具理性决策取向有助于职业教育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和决策取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致使人们习惯地认

为职业教育就是培养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并进而导致职业教育社会地位较低。而对于职业教育价值

理性的忽视,则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人们对于职业教育不需要知识和学术、只追求操作能力培养的偏

见。这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长期隔离甚或对立,造成了职业教育更加注重训练一双手而非培育

一个人的办学格局。这在工业现代化和制造业水平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其弊端日益显现。现代职业

和现代生产过程的去分工化趋势要求从业人员的素质日趋综合化,以及更高阶的职业能力和创新创造

能力储备。这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需要系统化的实践知识作为支撑,而职业教育价值理性的式微无

法帮助学生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学生难以养成现代职业所要求的各种能力素养。因此,现代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决策应当遵循有限度的工具理性原则,改变职业教育过分强调动手能力培养而忽视理论、
实践知识在质和量上的储备,改革碎片化的知识教学现状,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和

技能准备,这也有助于职业教育更好地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二)价值理性的坚守确保职业教育的育人本色

职业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教育类型,自然具有教育的一切属性,而培养人、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

是现代社会教育的重要价值体现,职业教育虽然具有与经济和生产领域的天然联系,但它仍需经历

一个对人的培养和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知识的学习,还是技能的训练,都不应该成为最

终的目的,只能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或路径;而学生人格的完善、个性自由而充分地发展、综合职业

素养的准备等,则是现代职业教育存在的价值体现。因此,对教育的价值理性的坚守和追求,应当成

为现代职业教育决策的重要依据。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助力职业教育发挥独特的类型作用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职业教育的特

56

李兴洲 | 论职业教育的现代属性和功能



殊性主要表现为它与生产领域的紧密结合和直接关联,因此,它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等等,都充分体现着生产领域和工作过程的具体要求。也正因如此,工作过程导向、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等逐渐成为职业教育的代名词,并直接导致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工具理性的片面追求,
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误解与偏见。然而,从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追求来

看,单一的专业技术技能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关键能力(亦称通用能力)日益成

为现代社会人才的标配,而关键能力所强调的却是那些专业能力之外的具有广泛适用性和不可或缺性

的能力,如团队合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等。这就需要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
一定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促进职业教育从“以就业为向导”向“以生涯发展为导向”转变。只有

将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生涯发展能力,
才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独特类型作用。

职业教育的现代性彰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潮流和价值取向,人的解放

和自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至高境界,也是每个人自身发展和完善的理想追求;只有不断促进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才能不断提升人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和谐发展水平,充分体现现代教育(自然包括职业教

育)存在的价值和作用。而职业教育价值和作用的发挥,应当充分尊重职业教育的规律和本质属性,按

照职业教育的客观规律办职业教育,才能不被人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喜好左右,才能确保职业教育的

良性发展和有效治理。

(责任编辑 刘 伟 责任校对 刘 伟 武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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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it
 

directly
 

faces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termines
 

the
 

extent
 

of
 

its
 

own
 

function
 

and
 

the
 

height
 

of
 

its
 

value.

In
 

the
 

new
 

era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accurately
 

grasping
 

the
 

modern
 

nature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of
 

freedom
 

and
 

rationality,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respecting
 

the
 

pursuit
 

of
 

humanistic
 

value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adhering
 

to
 

the
 

educating
 

qualit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following
 

the
 

appropriate
 

decision-making
 

orient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and
 

then
 

achiev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This
 

is
 

conducive
 

to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unique
 

type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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