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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

前言

　　2005年1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
定》，提出职业教育“十一五”期间的“四大工程”、“四项改革”和“四个计划”的发展战略目标
和重要任务。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决定在2007年全面实现“两基”
的基础上，从2008年起，用三年时间打一场职业教育攻坚战，并将其列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
之一，逐步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充分发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促进广西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2007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区职业教育攻坚
工作动员大会，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职业教育攻坚的决定》，制定了职业教育攻坚的主要目标和任
务。　　为推进攻坚工作，广西出台了多项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一是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
体制改革；二是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三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四是
落实国家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五是将职业院校新建扩建项目列为自治区重大项目等等
。　　在此背景下，广西工学院的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为打好职教攻坚战积极作贡献
，承担了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委托课题——“广西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体系研究（重
点委托27号）”，完成了《职业教育教学法》、《职业教育学》、《职业教育心理学》三本教材的撰
写工作，为顺利进行职业教师资格认定岗前培训工作奠定了基础。　　《职业教育教学法》一书，是
适应当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需要。近年来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法方面的研究正在引
起重视，职业学校迫切需要科学、实用、有效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以指导教师开展教学工作。众所周
知，职业学校教学对象是具有特殊性的群体，职业教育工作者面临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提
高教学效率、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等等这些课题。广西工学院的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
在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乃至全国中职学校骨干教师的培训与教学过程中，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
验。国内目前尚缺少“职业教育教学法”方面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教材，已出版的一些也是“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论”之类、侧重于某专业或领域且理论性较强的教材，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在应用上还是需要
靠教师结合自身的专业实际情况来应用、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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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

内容概要

《职业教育学》适应当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需要。近年来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法方
面的研究正在引起重视，职业学校迫切需要科学、实用、有效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以指导教师开展教
学工作。众所周知，职业学校教学对象是具有特殊性的群体，职业教育工作者面临如何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等等这些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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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　第一节　职业及职业的变迁　　一、职业概述　　二、职业的起源
　　三、职业的演变和发展　　四、职业分类大典　第二节　教育及教育的变迁与发展　　一、什么
是教育　　二、我国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
的产生和发展　　二、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四节　职业教育的作用、地位及特点　　一、
职业教育的作用　　二、职业教育的地位　　三、职业教育的特点　第五节　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重
要意义及趋势　　一、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二、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第六节　国
外职业教育发展概述　　一、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职业教育　　二、中世纪时期(476
～1640年)的职业教育　　三、近现代的职业教育第二章　职业教育学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职业教育
学　　一、职业教育学的定义和学科内涵　　二、职业教育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第二节　职业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　　一、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三、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意义　第三节　职业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职业教育学与教育学的
关系　　二、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三、职业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四、职业教育学与
管理学的关系第三章　职业教育目标　第一节　教育目的概述　　一、教育目的与教育目标辨析　　
二、教育目的结构　　三、教育方针　第二节　职业教育目标及其历史演变　　一、什么是职业教育
目标　　二、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职业教育目标　第三节　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　　一、确定职业教
育目标的基本理论　　二、确定职业教育目标的现实依据第四章　职业教育制度　第一节　教育制度
概述　　一、教育制度的定义及特点　　二、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三、学校教育制度　第
二节　我国的职业教育制度　　一、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制度　　二、晚清时期的职业教育制度　　
三、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制度　　四、新中国的职业教育制度　　五、我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制度
　第三节　世界职业教育制度简介　　一、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　　二、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　　三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制度　　四、日本的职业教育制度　　五、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制度　第四节　
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　　一、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职业教育制
度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五章　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　第一节　专业设置的概念　　一、专业与专业设置
　　二、专业设置的意义　第二节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原则与要求　　一、影响专业设置的因素　
　二、专业设置的基本原则　　三、专业设置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程序和方法
　　一、专业设置程序　　二、专业审批程序　　三、专业设置的方法　　四、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设
置的现状第六章　职业教育课程　第一节　课程概述　　一、课程本质　　二、课程的基本问题　　
三、课程的其他理解　　四、课程的分类　　五、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第二节　职业教育课程　　一
、职业教育课程的特点　　二、当代职业教育主要课程模式　　三、当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趋势　第
三节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　　一、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内涵　　二、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基本原则　
　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基本流程　　四、职业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第七章　职业教育的教学　第一节
　教学概述　　一、教学的含义　　二、“职业教育教学”的含义　　三、职业教育教学与普通教育
教学的异同　第二节　职业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　　一、实践性原则　　二、发展性原则　　三、过
程性原则　　四、直观性原则　　五、差异性原则　第三节　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与过程　　一、理论
课的教学环节与过程　　二、专业实训课的教学环节与过程　第四节　职业教育常用的教学模式与方
法　　一、职业教育常用的教学模式　　二、职业教育常用的教学方法第八章　职业教育的师生　第
一节　教师　　一、教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　　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劳动特点　　三、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的素质　　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　第二节　学生　　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知识
结构特征　　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能力结构特征　　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　　
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教育要求　第三节　师生关系　　一、师生关系的概念　　二、良好师
生关系的作用　　三、良好师生关系的特征　　四、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第九章　职业学校的管
理第十章　职业学校的德育第十一章　职业教育科研第十二章　现代教育思想及流派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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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

章节摘录

　　二、职业的起源　　远古时期，原始人类靠采摘和狩猎生活。大约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采摘活
动发展成原始的农业，狩猎活动则发展成原始畜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从母系氏族时期进化到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
分离出来，畜牧业成为独立的劳动部门，产生了游牧部落。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
出来。到原始社会末期，社会上私有制已产生，社会分工也区分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到奴隶制
社会时期，阶级产生了，国家产生了。而且随着生产的进步，手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商业也出现了
。统治者为管理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形成了负责管理和维护国家体系的各个层级，
即各种职责的官员层级。为管理奴隶，将奴隶分为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商品交易奴
隶，手工业奴隶又按工种细分。各个行业的奴隶世代相袭，不得随意改变，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职官
对各个行业的奴隶进行管理，于是产生了职业。最初职和业是分开的。职，指执掌，职主、职事之意
。《书·周官》中说：“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说文》中将“业”解释为：“业，大板
也。”一种意思是指古代的一种装饰；另一种意思是指一种记事方式。“刻板捷业如锯齿，故日业。
”古人将每天要做的事刻在木板上，成锯齿状，每一齿代表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就削去一锯齿，故有
一个词叫“修业”，修就是削的意思。这里的“业”是指所做的“事”，因此后来有“事业”一词。
“官有职而民有业”是当时社会的写照。职和业两字合成一词，最早见于《国语·鲁语》：“昔武王
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勿忘职业。”到奴隶制社会的晚期——西周，社会分
工更加细致，尤其是手工业更加发达，出现了所谓的“百工”，即从事各种职业的手工业奴隶。据《
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的手工业有30个工种。总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进而产生了
职业。　　三、职业的演变和发展　　奴隶社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随后又经历
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水平都取得了一定的进
步，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产生了不少职业。但总的来说，发展的速度是缓慢的，职业产生的速度
也不是很快。职业演变比较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力开展，我国建立起初步的经
济、科技、卫生及国防体系，尤其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职业大量涌现，职业演变也比较快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三十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现代的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及科教文卫事业、国防事业已初步建立。传
统农业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科技的快速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使社会职业也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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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

编辑推荐

　　教师专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学习和掌握教育学科的理论是完成从帅范生纠专家教师的转变和
实现教师专业化不可缺少的环节。《职业教育学》是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委托课题——
“广西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体系研究（重点委托27号）”的重要成果。　　为顺利进行职业教师资
格认定岗前培训工作奠定了基础　　相信这套教材一定会对我国职教师资的培养和培训工作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为实现教师专业化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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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

精彩短评

1、内容丰富，全面，适合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用
2、条理清楚，梳理了职教理论，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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