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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主体性教学体系论》

前言

　　职业院校实施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一样，有“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共同属性。
但两者又有区别，职业院校的“服务”，既要体现于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又要体现于为学生
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职业院校的“就业”，既应该让学生“上岗有特色”，又应该让学生“
转岗有可能，晋升有潜力，学习有基础”。而“学习有基础”，主要指学生应该具有更新知识、技能
的基础，即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让学生能主动适应科技进步引发的职业演变对从业者素质不
断提升的新要求。数以亿计的一线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石，是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终身教育体系中，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要发挥各自“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的优势，职业教育才能成为有吸引力的教育，才能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　　属于职
业学校教育的职业院校，不能混同于职业培训，其教学不能只满足于单纯为毕业生的首次就业服务。
职业院校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最终落实于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
存、学会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生涯，获得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主动权。这既是职业
学校教育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应有的基本特征，也是“以人为本”的职业学校教育必须完成的任
务。　　教与学是教学的基本活动，教师、学生是课堂教学的基本主体。但教学的主体是多元的，强
调实践教学，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业教育尤为如此。教是为学服务的，教学中的其他主体必
须为学生的学服务。无论是何方神圣，只要成为多元教学主体中的一元，都必须为学生的学服务，作
为基本主体之一的教师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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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教育主体性教学体系论》内容简介：职业院校实施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一样，有“以服务
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共同属性。但两者又有区别，职业院校的“服务”，既要体现于为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又要体现于为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职业院校的“就业”，既应该让
学生“上岗有特色”，又应该让学生“转岗有可能，晋升有潜力，学习有基础”。而“学习有基础”
，主要指学生应该具有更新知识、技能的基础，即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让学生能主动适应科
技进步引发的职业演变对从业者素质不断提升的新要求。数以亿计的一线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可持续发
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石，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终身教育体系中，职业学校教育和职
业培训，要发挥各自“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优势，职业教育才能成为有吸引力的教育，
才能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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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职业教育主体性教学体系的实践基础　　职业教育主体性教学体系的提出，是以基础教育
的主体性教育实验为其实践基础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基础教育界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
于教育实验”。这些实验大多以主体性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培育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为主旨。根据实
验主导类型的不同，主体性教育实验在近30年的发展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主体性教育
实验的萌发；二是主体性教育实验的成型与发展。　　1.主体性教育实验的萌发（1978-1991年）　
　1981年，顾明远先生提出“学生主体”的概念，通过对教学中师生关系、“教育与人”等问题的探
讨②，逐渐演变成“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这一理论命题。这一命题作为一种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的
主体性教育理论，开启了逐渐遍及全国的主体教育实验的大门。这一阶段主体性教育实验的特征表现
为：　　（1）主体性教育实验以单科单因素实验为主要特征。由于指导教育实验的主体性教育理论
尚未形成体系，实验大多从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单个因素人手。这些实验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许
多成功的经验，但是由于它们只是注重学生主体性发展的个别方面和个别变量，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
较大的局限性。　　（2）主体性教育实验尚处于科学化规范的探索时期。这一阶段的主体性教育实
验大多停留在经验总结的水平上，在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方法的运用、实验过程的控制以及实验结
果的评价等方面都存在着不严密、不规范的问题。这是由于教育实验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人们对教
育实验知之甚少，导致在实验构想、实验过程、实验总结等方面尚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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