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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与技能:中国职业教育60年》内容简介：1949年，中国历史揭开了灿烂的新篇章。60年来，共和
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从一个贫穷、闭塞和落后的国家逐步走向富裕、开放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每一步前进的足迹都留下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在这60年的发展进程中，教育事业也
在艰难之中不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教育体系业已初步建立，教育事业为提高我国国民素质，为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家经济极度落后，教育基础极其薄弱。当时只有20％的学龄儿童能够入学。为了
解决世界上最多的学龄儿童入学，普及义务教育成为政府的长期发展国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的方针。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
动普及教育。至1957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就达67．7 ％。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实施义务
教育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1980年12月，政府下达《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1982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中国开始步入依法推进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轨道。1985年5
月《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民族素质提
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1986年4月1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并于7月1日
施行。《教育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从此开始正式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2000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1 ％，初中阶段毛入学
率达85．6％左右，我国政府提出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顺利实现，用15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
达国家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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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1章 中国职业教育缘起　第一节 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渊源　　一、古代中国：以生存、生产为
目的劳动技术教育　　二、走入官学的职业教育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主导下的职业教育
　　四、科举制、经书教育下职业教育的萎缩　第二节 近代职业教育的起步——清末实业教育的产生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思想主导下的实业教育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思想
主导下的实业教育　　三、近代第一个学制背景下的实业教育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的创
立与发展　　一、北洋政府时期：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型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职业教
育制度的丰富与调整　小结第2章 共和国诞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职业教育　第一节 新中国
职业教育的重建　　一、革命根据地职业教育先行探索　　二、接管旧中国职业教育　　三、借鉴苏
联教育模式建立职业教育新体制　第二节 技术本位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　　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
期：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主导推行改革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职业教育的曲折发展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和职业教育浩劫　　一、批判“两种教育制度　　二、职业教育蒙受浩劫　
　三、“文化大革命”后期职业教育艰难恢复　小结第3章 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下的职业教育发展　第
一节 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一、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背景　　二、发展中等职业教
育的若干举措　第二节 中等职业教育制度改革　　一、技工学校管理权的转移及配套改革　　二、改
革中等专业学校　第三节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一、创办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二、规范整顿职工大
学　　三、兴办城市职业大学　　四、试办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五、管理干部学院的起步与发展
　第四节 发展农村技术教育　　一、鼓励县办农民技术学校　　二、组织编写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教材
　　三、探索县办农民中等专业学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　小结第4章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职业
教育政策的调整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驱动下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一、经济体制改革对职业技
术教育的推动　　二、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不断深化　第二节 职业教育市场化运行机制的萌芽　　一、
改革传统教育模式　　二、改革传统办学模式　　三、改革传统招生、就业体制　第三节 职业教育法
制化办学与市场化办学体制改革　　一、职业技术教育走向规范发展的快车道　　二、职业教育结构
进一步调整　　三、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小结第5章 世纪之交职业教育的调整与变革　第一节 世纪之
交职业教育发展概述　　一、世纪之交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　　二、世纪之交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政
策导向　　三、世纪之交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世纪之交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调整　　一
、中等职业学校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　　二、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行为　　三、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第三节 世纪之交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跨越式发展　　一、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的外延扩张　　二、探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第四节 世纪之交农村职业技术教
育的发展　　一、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具体措施　第
五节 世纪之交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　　一、世纪之交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基本情况　　二、中
澳职教合作项目　小结第6章 职业教育的世纪选择：国家发展战略　第一节 新世纪职业教育的战略选
择　　一、新世纪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提出　　二、新世纪职业教育发展定位　　三、发展职业教育
的重要举措　第二节 新世纪中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背景：规模扩张　　三、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四、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
革　　五、中等职业教育贫困生助学制度　　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第三节 新世纪高等职
业教育的内涵提升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和办学水平
评估　　三、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　第四节 新世纪农村职业教育转型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　　三、农村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小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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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相关知识的积累和传播，生产能力不断得以提升。以氏族为基本生产和生活
组织形式的格局逐步发生变化，国家开始成为社会主体。职业教育便逐渐趋向稳定，成为一种更加独
立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走入官学的职业教育　　奴隶社会以前的职业教育在传授方式上基本采
取父传子和学徒制等形式，随着国家的形成，统治阶级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开始干预和控制教育活动
。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全盛时期，在文化教育上推行“以吏为师、学在官府”的制度。从周朝开
始，统治者对职业教育的干预和控制不断强化，“官学”逐渐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①
当时的统治者以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六艺”成为学校的教育内容。以“六艺”等为
具体内容的教育可视为现代教育中知识、技能技巧教育，是与“德”相对应的教育范畴，因此，“六
艺”成为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最早的规范性内容。除了职业教育内容不断丰富、不断规范外，有效的
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也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外部保障条件。周朝大政治家姬旦为了让后代致
力于耕作，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以督促学生们学习有关的知识。西周统治阶级比较重
视职业技术教育，其较为完善、较为规范的教育方式方法成为“以吏为师、学在官府”时期职业教育
的一个显著特点。②　　春秋战国是中国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轨的变革阶段。周平王的东迁标志着
中国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开始。铁器应用于农耕使得农业生产力明显提升，社
会经济发展迅速，开垦私田已蔚然成风，统治阶级掌控公田的局面受到冲击，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
逐渐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封建生产关系形成。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使“学在官府”的
教育形式走向衰落，与新经济、新政治需要相适应的新教育组织形式——私学开始兴起。春秋时期的
“养士”之风促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士”成为是介于官与民之间的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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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研究职业教育的书很少，研究新中国职业教育六十年的书就更少了，虽然本书还有待更多史料的
丰富，但也算是填补空白之作，而且论述的切入点很好，很有启发。
2、不错的书，简单明晰的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浅显易懂，适合初学者学习。
3、中国职业教育史的一个简单汇总,研究职业教育史的研究者有用
4、在图书馆看到，书里有一些比较难得的信息，对写论文有参考意义
5、正在读，叙述条理清晰，对了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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