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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资源论》

前言

　　唐山是河北的工业重镇，有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称。这里曾经诞生过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
第一条标准轨铁路、第一座现代化矿井、第一桶水泥、第一件卫生瓷⋯⋯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是
在这样一座城市中诞生、成长、壮大起来的。由于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缘故，对于这所学校的办学经
历和办学特色早有耳闻，也曾受河北省教育行政部门的邀请对该校进行过实地考察。该校宽阔的厂房
、轰鸣的机器、繁忙的车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田秀萍教授作为一名长期在职业教育第一线
辛勤耕耘的基层校长，能够撰写出这样一部视角独特的职业教育专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　　职业教育固有的开放性，客观上要求对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发挥教育作
用。职业教育要提高质量，就必须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就必须融入产业、行业
、企业、职业和实践要素，也就是进行社会资源和学校资源的整合。当前，一些职业院校的特色不够
鲜明，突出表现在与行业企业联系不够紧密，为了办学而办学，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脱节，教学内容
与工作内容脱节，学生学习与生产劳动脱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两张皮”现象。因此，当前职业教
育改革的重点就是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的融合，包括办学、运行、教学和环境等方面的融合。换言之
，职业教育资源的系统整合，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者——黄炎培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性特征。他认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
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
能发达职业教育。”他曾多次强调办职业教育必须沟通与整个教育界和职业界的联系，参与全社会的
活动，不能就教育而论教育，就办学而谈办学。尽管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理念在当前职业教育改革
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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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资源论》

内容概要

《职业教育资源论》立足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挖掘资源潜力、改善资源效
益为目的，总结职业教育资源规划与配置、开发与利用、整合与评价的基本规律，对职业教育师资、
实训基地、信息系统、文化系统等各种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试图探索在现有条件下职业教育资
源整合的路径和操作方法。
《职业教育资源论》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突出特点，以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
的多个视角审视职业教育资源问题，将教育资源与生产资源系统整合作为重点，力求通俗易懂，朴实
无华，使读者能够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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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资源论》

章节摘录

　　④效率原则。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资源相对不足时，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就是效率
优先。对具有特色的优势专业、教学效果优秀的精品课程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优秀教学团队，需要
优先配置资源，这样才能实现优胜劣汰的目的。一些院校从保持人员情绪稳定的角度出发，常常采用
“撒芝麻盐”的方式，均衡分配资源，这种方式潜藏着巨大的危害，严重影响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将设备等物质资源投向人力资源较弱的部门，以一种资源的非均衡
配置保持总体的均衡。这种方式更为有害，既造成资源的浪费，又阻碍整体效率的提高。在整个工业
化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该是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国家确定的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
，都是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的学校。　　⑤动态原则。组织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源结构也需要不
断调整。首先，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资源总量需要不断增加。这种增加不是简单地按照算术级数递
增，而是以几何级数增加。举例来说，一个过万人的职业学院，就不是按比例扩充几个系，而是层次
结构的改变和管理组织的改变，需要按照大类设置二级学院，职能管理部门也需要细分，原来由院长
办公室行使的规划、外事、档案等综合职能，需要由专职部门来完成。其次，随着技术发展，资源的
种类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算机设备及其耗材的增加，与之相关的人员也不断增加
。第三，改革不断进行，技术不断发展，资源也需要更新和补充。一般来说，越是接近技术层面，资
源更新的速度就越快。教师和管理人员在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时，一般来说知识老化非常严重，与新
生力量在思想观念、操作方法以及工作节奏上发生冲突，这时退休就成为最基本、最有效的资源结构
调整措施。特别是在一些原有基础较为薄弱的学校，由于学校的快速发展，一些曾经是骨干的教师和
管理人员，在退休时尚不能达到一般教师的水平。　　⑥环保原则。环保问题解决的是人与环境的协
调问题。职业院校在配置资源时，不仅要考虑到内部的需要，还要考虑环境的需要。首先，职业院校
在配置一些稀缺资源时，不能与企业、社会发生严重冲突，必要时可采用一些替代资源。其次，资源
的使用不能给环境带来危害，一些带有噪音、废气、废水的车间，应注意远离居民区和其他教学场所
。第三，应注意通过管理的改进减少资源占用，厉行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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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资源论》

编辑推荐

　　《职业教育资源论》是《高校社科文库》之一。《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
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
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
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
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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