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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困难,从教育情怀方面分析,提出职业教育情怀的内涵及意义,从职业教育观、职校学生观、职业教师观、职业

学习观角度剖析当前的职教认知、职教理念、职教情怀现状,分析其成因。经过一系列的思考和比对,指出当前职业教育应告别三个误区,推进

职教认知精准化、职教理念科学化、职教情怀独有化。致力于从中职教师入手,带动学生、家长、企业,致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观念

和职业发展情怀。 

[关键词] 中职教师；职业教育；现状及成因 

 

引言 

对于职业教育,黄炎培先生曾说：“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

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当前我国职业

教育陷入发展困境,职教社会认知扭曲,职教办学理念滞后,教师职教情怀

缺失等问题日渐突显,甚至还波及到整个教育体系、蓝领市场、国民经济

等多个方面。导致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包括中职教师在内的整个社

会群体在职业教育观、职校学生观、职业教师观、职业学习观方面的扭曲

和误解。据统计,截至2018年我国全国范围内共有职业院校约1.23万所,

其中中职学校数量超过1万所,故要改变职业教育现状,实现人才兴国、职

教强国的目标,当以中职学校为主要阵地,以中职教师为重点对象,从思想

观念入手,以职教情怀为重,从中职教师开始塑造职业教育情怀,带动学

生、家长,进而联动企业及整个社会形成中职教育新观点、职教情怀新风

尚。 

1 职业教育情怀的内涵及意义 

1.1教育情怀 

教育情怀是指教师对于教育及其相应的社会范畴(如学生、学校、办

学理念、社会等)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和观念的总和,它包括教育观、学生

观、教师观、学习观等。 

1.2职业教育情怀 

职业教育情怀是指职业教师对于职业教育及其相应的社会范畴(如职

校学生、职业学校、职教办学理念、社会等)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和观念

的总和,它包括职业教育观、职校学生观、职业教师观、职业学习观等。

以上四观相互影响、交融合一,以职业教育观为核心,以职校学生观为导向,

以职业教师观为重点,以职业学习观为目标。 

1.3职业教育情怀的意义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及职业教育,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

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

师重教。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生源质量较差、教师素质偏低,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等流于形式,我们迫切需要以“四观”为指导,探索科学先进的办学

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等职业教育。而教师的职教情怀影响其学生、

家长,由增长极拉出增长轴来,网状延伸至整个社会,对于传播科学的、正

确的、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有重要意义,是我们职教情怀培养

的重要对象。 

2 职业教育情怀的现状及成因 

2.1职教社会认知扭曲：传统文化背景下,重知识、轻技能的历史遗留 

当前,人民大众的职业教育观、职校学生观存在明显问题。中国人民

大学前校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会会长纪宝成说：“目前来看广

大的人民群众非常不愿意去职业学校学习,对于职业学校的看法还处在旧

观念中,认为这是差生才去的地方。”学生自身素质以及就业质量都处于低

水平,所以中职教育往往成为多数家长的无奈选择,中等职业学校的被动

末位选择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职业教育的发展
[1]
。2011年至2016年,

全国地级市中等职业学校数从9801所减少至8164所,减少1637所,降幅达

16.7%,在校生数降幅26.3%
[2]
。同时,“进口”不良导致“出口”不端,招

生困难导致就业困境。截至2018年底,蓝领工人的处境已到了“青黄不接”

的地步,蓝领职业已成为市场上最边缘化的职业产品。新中国成立以来出

现的第一次劳动年龄人口环比下降是在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

“用工荒”的实质是“技工荒”
[4]
。制定《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就

是为了应对这一系列变化带来的深刻影响,瞄准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

化基础、绿色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
[3]
。 

2.2职教办学理念滞后：普教正统色彩下,重学术、轻实操的办学定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

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当

前我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不协调,其突出问题在高中阶

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教育经费配置存在差异。通过对已公开

的2007—2016年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同级教育中......职业教育的经费

投入明显低于普通教育
[5]
。中职教育经费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政府财政性投

入,从60.13%增长到87.67%......其他收入比例都较低且呈下降趋势
[6]
。(2)

多头管理的体制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要管理中职技工学校,教育厅

主要管理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髙等学校的中专
[7]
。 

关于职业学习观,邓小平曾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75年,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

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8]
”就连德国驻华大使馆一等参赞在中德职业教

育合作论坛上都直言中国职教弊病：“在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

新旧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的形势下,中国必须改革目前的教学方式、体制,

只有职业教育取得成功,专业人才紧缺问题才可得到缓解。
[9]
” 

2.3教师职教情怀缺失：“学历至上”现状下,重升学、轻就业的培养

目标 

当前我国正大力发展以中职教育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一系列

利好政策。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

“要求到2020年中职在校生人数达到2350万人的目标。”在《中国中等职

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8)》中列举了多条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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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包括协调发展、全面发展、教改推进、产教融合、政府保障等。但

只闻政策叫好,不闻百姓叫座,当前我国民众的职业学习观严重缺失,包括

中职教师在内的人民大众不能意识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本质和

相异职能。 

中国知网中关于教育情怀的文章共有两百余篇,其中关于职业教育情

怀的甚少。当前我国的中职教师们只有教师观,没有职业教师观,在这样的

导向之下,包括中职教师在内的教师全体都倾向于引导学生走普通教育之

路,尤其是在对口高考制度尚未完善、职业教育衔接尚未稳固的今天。 

3 告别“三化”误区,塑造新三化 

3.1职教认知精准化 

当前许多普通院校为提高就业率,广设技术应用类专业,出现了普

通教育“蓝领化”现象。这是普通教育观的扭曲,意味着普通院校不再

专攻学术与理论,而分出精力来做职业院校一直在做的技能与实践。这

样无疑导致了两个不良后果：一是普通院校原本较好的“术业有专攻”

局面被打破；二是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更为偏离。因此,普通教育

应继续走“学术化”道路,培养理论研究的高端人才,将“蓝领化”的重

任交还给职业院校。 

当前人民群众畸形的职业教育观迫切需要改变,首先我们应着眼于职

业教师或潜在职业教师群体,发扬他们的职业教育情怀,形成教师主导、学

生乐意、企业满意、公众认可的职业教育氛围,形成正确的职业教育认知,

精准对应社会需求,解决“蓝领慌”的职场就业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平稳、

快速、协调发展。 

3.2职教理念科学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教育部从2014年开始启

动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当前,“订单培养”、“校企合作”、“按需

培养”、“产教融合”等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已经引进,需要我们执行

与发展：一是在教育资源分配时向职业教育倾斜,改善其办学条件,为其优

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保障；二是提高企业的参与度,引导其形成正确

的职业教育观,呼吁其担负起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为企业自身,同时也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另外,中职学校要紧密结合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

况,系统分析,适时调整,使二者有效对接,真正为企业和社会培养所需要

的人才。同时,在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上也应贯彻落实“3+

专业综合”对口高考制度、单招制度等,同时探索其他更适合职业教育发

展路径的衔接方式,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3.3职教情怀独有化 

普通教育重知识、重学术,而职业教育重技能、重实践,两者在职业学

习观、职业教师观上有本质差别。当前中职学校对教师有一定的学历要求,

中职教师们大多是从普通教育培养而来,致使所形成的中职教育班子其职

教情怀先天不足。可见笼统地讲教育情怀不利于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职

业教育情怀应该被单提出来,作为中职教师培养、中职教育建设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中职教师不仅要端正职业教育认知、树立职业教育理念,更要内化职

业教育情怀。首先应加强对中职教师及潜在中职教师的教育投入,转变其

教育观为职业教育观,教育情怀为职业教育情怀,强调学习观与职业学

习观的差别,推广黄炎培“一贯的、整个的、正统的”职业教育思想,教

育衔接就是一贯,职普融合就是整个,教育平等就是正统,为党国和人民

培养符合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以中职教师为主导,培养其良好的职

业教育情怀,由点及面地带动学生、家长和社会树立起正确的职业学习

观、职业教育观、职校学生观、职业教师观,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思想

和职业教育风气。 

4 结语 

习总书记说：“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梦之队’的筑梦人。”韩国经济的腾飞有赖

于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日本一向重视和发展职业教育,德国的“双元”制世

界领先,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赢得全社会的高度认可,美国和加拿大的CBE

是世界四大职教模式之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制造国,变制造大国为制

造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属职业教育,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情怀,摸索中国

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主要方向。我们应以职业教育观

为核心,以职校学生观为导向,以职业教师观为重点,以职业学习观目标,

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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