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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

内容概要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是一部视野独特、思
辨犀利、论述缜密的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的专著，是“十一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
课题-的成果。与大多数国际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有所不同，《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
课题: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没有罗列世界各国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近年来关于职业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经验和教训，而是借助于对案例或现象的陈述，从中发现且归纳出规律性的趋势
，并在对这些基于规律的新趋势把握的基础上，去寻求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求顺应趋势、助
推趋势。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于现象分析-规律梳理的解读；第二部分为基于国别地区-
国际组织的案例；第三部分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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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改革需求：鉴于世界经合组织不久前对世界部分国家15岁年龄组青少年文化知识测试（PISA
）中德国位置偏后的结果，联邦议会政治家指出，一个成功的职业教育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文化
技术，即阅读、书写和计算能力的基础之上。对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的PISA测试的
倡议，一部分政治家认为没有必要；另一部分政治家则对经合组织采取的测试方法没有涉及社会能力
和关键能力的评价以及没有在相对长的时间内进行观察提出了批评，但认为进行世界职业教育体系的
比较很有必要，这将有利于对目前广泛实施的“欧洲职业教育通行证”的实用性与有效性将更为有利
。　　联邦议会政治家们对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具有的强烈兴趣、要求与支持，表现为这样一个话题：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改善必须通过修订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以实现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与差异性
。1969年颁布的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虽进行过一些小的修订，但为适应21世纪知识社会新的发展
需求，联邦议会对联邦《职业教育法》修订的中心内容提出如下八条建议：①要考虑欧洲范围与国际
范围实施的可能性；②要考虑排除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的区域机会的非均等性；③要考虑职业学
校学习成绩在行业协会举办的毕业考试中的比重，并制定职业学校学习时间在整个培训时间换算比例
的规则；④要考虑在职业性方案框架下不以获得部分资格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条例》模块化方案的扩
展；⑤要考虑在采取企业外培训措施以及职业准备手段前提下，按照全德统一的法规将联邦《职业教
育法》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全日制职业学校（包括健康领域如护理培训的职业学校）的途径；⑥要考虑
取消中期考试并修正毕业考试的目标进而实施学习过程伴随的“隐性形式”的考试改革；⑦要考虑对
社会不利群体的职业教育采取进一步的促进措施；⑧要考虑职业教育经费的分摊及基金机制的建立等
。　　2.“职教攻势行动”：强调“双元制”是一个开发就业能力、人格个性和职业后备力量的有效
教育平台　　针对当前由于经济不景气引起的培训位置减少的现象，德国政府、经济联合会和工会一
致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于2003年4月29日启动了名为“2003职教攻势”行动。“2003职教攻势”行动的
内容有三个重点：一是在全德范围内特别是在相关行业领域有目的地开展职业教育宣传活动；二是为
进行结构改革要对现有的职业教育方案实施新的定位并开发新的方案；三是放宽企业参加职业教育的
相关规定。在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这种不同利益间的社会群体实施高度协调一致的合作还不多见
。　　在“2003职教攻势的联合声明”郑重签字的重要人物有：联邦政府代表有时任教育与研究部部
长布尔曼和联邦经济与劳动部部长克雷门特；德国经济联合会的代表有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联邦统一
协会主席洪特博士，德国联邦工业协会主席罗果夫斯基博士，德国工商行业协会大会主席布劳恩，德
国手工业中央协会主席施雷尔；德国各工会代表有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苏梅尔，德国运输工会理事会
主席汉森，德国VER.DI工会主席副代表韦尔耐克，德国矿山、化学与能源工会理事会成员佛雷塞，德
国DGB联邦理事会成员瑟尔布洛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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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以国别地区为一翼，以国际组织为另一翼，即对单个国家或
地区多“点”的职业教育现象和多个国家或地区组织多“面”的职业教育现象，展开关于当代世界职
业教育发展的趋势的研究。研究视野独特，方法与观点均有所创新。第一步，要解决认识趋势的问题
，也就是说“趋势是什么”？其研究路径是从个案到共性：研究基于现象一本质的规律性趋势。这是
基于哲学一主体层面的归纳。第二步，要解决顺应趋势的问题，也就是“趋势怎么做”？其研究路径
是从个案到共识：研究基于现象一主流的写实性趋势。 这是基于教育一实施层面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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