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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

什么是职业教育思潮?

   所谓的思潮,《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某一

时期内在某一阶段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
影响的思想潮流. 二是指接二连三的思想活动.在这里,职业
教育思想取第一种含义,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针对某些职业
教育热点问题所集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社会意识,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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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

u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
也”。

u1918年《年会词》

    “ 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
预备”。

u“职业教育之旨”

    职业教育目的（民国六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年公订）

    1.谋个性之发展；

    2.为个人谋生之准备；                                                  

    3.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

    4.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1923年“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终极目标）



Page  4

（二）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

“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在他看来就是 “办理职业教育，并需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
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
社会需要。”

 1926年，“大职业教育主义”

 社会化为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 

“科学化”
“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

职业教育的工作分类：      

（1）物质方面：

（2）人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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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手脑并用”原则

   “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
并重。如果只重书本知识，而不去实际地参加工作，
是知而不是行，不是真知。职业教育的同时，乃在养
成实际、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须手脑并
用”。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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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思潮

现代职业教育终身化思潮

活到老,学到老

“ 教育，不能停止在儿童期和青年期，只要人
还活着，就应该是继续的。”
                                                    —— 保尔· 朗格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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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思潮

主 要 内 容

一、终身教育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二、终身教育了教育思潮的主要思想

       （一）终身教育的内涵

       （二）终身教育的目标

       （三）关于成人教育

       （四）终身教育系统图

三、讨论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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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思潮
 （一）产生的时代背景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
和科技文化发展时期。从世界政治格局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建
立，殖民国家走上独立民主的发展道路，他们面临着一系列亟待
解决的问题：经济振兴、人口剧增、殖民化和封建观念的更新、
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扫盲问题、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缺
乏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国家建立起具有本国特色的面向
社会各阶层的教育体制。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面临着问题，生产劳动的智力要
素日益凸显，新产业、新工种纷纷诞生，民主化运动不断高涨，
社会变革带来了新的教育问题和教育需求，要求打破传统教育选
择制度，使教育面向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所有人开放，提供真
正民主、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一、终身教育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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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思潮
  2、传统教育只限于学校教育阶段，它把人的一生人为的分割成

了两大部分，前半生用于受教育，后半生用于工作。这种划分与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不适应，生活在现
代社会的人试图通过一次性的学校教育而一劳永逸是不现实的。
      传统教育还意味着文凭的获得，然而学业成绩并不等于智

力水平和工作能力，这种追求文凭的教育不仅导致了教育机会的
不均等，而且还抑制了人们接受教育的内在动机。
      另外，传统学校教育从制度、内容、方法到形式过于僵化，

使得学习与行为、理论与实践想脱离。

一、终身教育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Page  10

职业教育思潮
1、人口增长—— 给教育规模、结构、形态带来挑战；
2、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
又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很多职位的更替和消失；
3、信息积聚及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
方式，教育信息化成为教育新课题；
4生活模式改变，闲暇时间增多，为教育提供了时间以及对象扩展
的可能性，加重教育任务；
5、生活质量发生变化，和谐的教育、整体素质的教育提上议事日
程等等。

一、终身教育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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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身教育理念的引入

   1965年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三届成人教育国际委
员会”， 保罗·朗格朗在会上首次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

(二）终身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化”
在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下， 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终身教育理念在我国得
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Ø1993 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该文件提出：“成人教育是
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
Ø1995 年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首次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终身
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该法案指出：“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Ø2002 年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构建终身教育
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Ø2003 年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对我国终身教育推进目标、实施重点内容具体途径等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
是对终身教育理念的的完美表达， 并成为推动我国终身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
指南。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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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身教育了教育思潮的主要思想

（一）终身教育的内涵

       在朗格朗看来，终身教育包括教育的所有方面和各项

内容以及教育发展阶段的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即从

个体出生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

      终身教育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

它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

和各种方式，是指人从生到死所受的连续的有系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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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身教育的目标

1、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是要适应个人作为一种物质

的、理智的、有感情的、有性别的、社会的精神的存在

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范围。这些成分都不能也不应当孤立

起来，他们之间是互相依靠的。

2、实现教育民主化。教育民主化的核心是实现教育机会

均等，使社会对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提供终身保障；

3、建立学习化社会。整个社会要从“学校化社会”变为学习

化社会，构成社会的所有部门都要提供学习资源，参与教

育活动，所有社会成员都要充分发挥学校以外的制度和机

构的教育能力，去自觉地进行学习。

“终身教育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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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身教育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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