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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

前言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中的“中国近代”主要是指从晚清实业教育的兴起到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1937年抗战前，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及基本模式调整大致完备，职业
教育制度化已基本完成，职业教育制度基本确定，并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阻碍了教育的正常发展进程，抗战时期及其之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动荡的复杂形势制定了一些职业
教育法规，对学制内容也有一些补充，但从职业教育专业领域视野看，并无实质性变化。　　还需要
说明的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虽然都是专业教育，但两者总的培养目标不同，后者重点在实施基础
理论科学、培养高级研究人员、技术专家，是较高层次的精英教育；而职业教育重在培养普通劳动者
，偏重实用知识、技能、动手操作能力的传授训练，是大众化的普及性教育，层次相对较低。中国近
代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中等教育段及以下，故对职业教育制度化的研究也主要是在中等教育段及以下
，各种专门学堂或专科技术学校虽有职业教育的一些特点，但是属于高等教育，故《中国近代职业教
育制度史研究》不将之视为重点讨论对象。由于时间与篇幅所限，加上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日本在华沦陷区、租借地实施的殖民奴化职业教育制度不在晚清封建政府、北洋
军阀政府以及各阶段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因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对此暂不作论述。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化自身的复杂性、曲折性决定了本研究不可能对各具体领域都细加探讨。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侧重从动态的角度，力求从整体上厘清此时期职业教育制度化的基
本脉络，勾勒出它变化发展的轨迹。关于职业教育制度的要素构成及相互关系，将在文章讨论部分论
述。《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着力点在于：（1）职业教育制度建立前的实业教育理论、观
念和实践活动，即职业教育制度的酝酿及拉开序幕中理论和实践如何推动制度的建立；（2）职业教
育制度本身及其内涵、进步性；（3）职业教育制度的推行情况以及国民政府对制度的调整和丰富；
（4）对职业教育制度化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意义分析。　　上述设想及目标是一种方向和企盼，虽志
存高远，但限于各种现实条件，也只能勉力为之。该项课题成果的出版问世，如果在学术及现实中能
为时下的职业教育潮流提供理性思考的资源，并对教育改革实践有所启迪或借鉴，我们将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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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内容简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试从
制度角度入手，以职业教育制度自身的历史演化为主轴，在制度与思想、尤其是制度与实践的互动关
系中把握职业教育制度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并突出每次变动、调整的促进因素，彰显社会变动尤其
是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和推动，透视职业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揭示职业教育制度化过程
中思想、实践和制度三者的关系，并依据史料给予客观、合理的评价，提升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水平
，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使近代职业教育史研究更加完整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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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洪成：1963年5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81年8月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学校教育专业学习，1985年7月获
教育学学士学位。后师从当代著名教育史学家浙江大学陈学恂教授，于1988年、1991年分别获教育学
硕士学位、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科所所长、教育史专业及中国近现代史
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中国地方教育史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
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副会长。
迄今为止，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合作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外教育比较史纲》（教育部重点项目）、《先秦教育论著选》（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项目）、《中国小学常识教学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分别获国家人文社科奖、国
家图书奖、北京市、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等。
代表著作有《中国小学教育史》、《不朽的革命人生，辉煌的教育成就——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
的教育与实践》、《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教育与思想》、《血与火的民族抗争——日本侵华时
期沦陷区奴化教育史纲》、《重庆教育史——从巴国到清代研究书系》、《杨贤江教育学》、《河北
书院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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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现代职业教育的前奏——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
第一节　　洋务运动时期实业教育的兴起
一、洋务学堂中的技艺教育
二、洋务派从事实业教育的动因和办学特点
三、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
第二节　维新运动时期实业教育的发展
一、实业救国思潮与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
二、维新派的实业教育思想
三、实业教育制度的构建
四、早期的实业学堂举要——杭州蚕学馆
第三节　实业教育先驱者的思想及活动
一、孙诒让与温州蚕学馆
二、张謇对实业教育的探求
三、张森楷与四川蚕桑公社
第四节　实业教育思潮及其影响
一、实业教育思潮的形成
二、实业教育思潮对教育实践的影响
三、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
第二章　职业教育的产生与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
第一节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与出路
一、教育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成就与流弊，困惑与探索
三、从文字书本教育走向职业教育
第二节　民国初期职业教育的兴起
一、民国初期社会对技术与人才的新需求
二、“新教育方针”引起的争论
三、实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教育
四、陆费逵、陈独秀的职业教育思想
五、蔡元培、蒋梦麟的职业教育思想
第三节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一、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
二、职业教育的地位与目标
三、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原则
四、职业道德教育
五、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特色
第四节　职业教育机构的建立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活动
二、职业教育机构的拓展
三、1922年“新学制”对职业教育的设计
第三章　职业教育运动
第一节　职业教育思潮的发展——兼论邹韬奋、蒋梦麟等的职业教育观
一、什么是职业教育
二、职业教育的目的与内容
三、职业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四、适合中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
第二节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思想
一、生活教育与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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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理论的核心
第三节　杨贤江的职业教育思想
一、倡导职业教育
二、着重职业指导
第四节　职业教育思潮对职业教育运动的推进
第四章　职业教育的分化与整合
第一节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演化概述
一、20世纪20～30年代的职业教育（1937年以前）
二、20世纪30～40年代的职业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第二节　教育思潮与教育实验中的职业教育（一）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实验与职业教育
二、陶行知乡村生活教育实验
三、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第三节　教育思潮与教育实验中的职业教育（二）
一、梁漱溟的乡农教育实验
二、卢作孚的乡村教育城镇化实验
第四节　教会教育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
一、西方传教士举办职业教育的目的
二、教会职业教育组织形式及发展情况
三、教会职业教育的课程、教材及教法
第五章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制度化研究（上）
第一节　民国初期职业教育兴起的动因
一、职业教育产生的理论渊源
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三、旧教育的弊端和职业教育的生利性、实用性
四、欧美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第二节　职业教育制度的酝酿——“新学制”前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职业教育制度形成的理论准备
二、职业教育制度形成的实践基础
第三节　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一、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
二、职业教育制度的实施——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广泛推行
第四节　职业教育制度的调整、丰富和实践
一、国民政府调整、丰富职业教育制度
二、职业教育制度调整、丰富过程中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第六章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制度化研究（下）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教育的变革
一、职业教育变革的历史背景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因
三、职业教育调整的过程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管理
一、职业教育管理的指导思想
二、职业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三、规范职业教育管理内容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措施
一、法律保障体系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兴办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
三、增加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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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学校
二、职业补习学校和短期职业训练班
三、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实践
第七章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制度化的历史反思及其现实启示
一、观念更新、国家重视程度与职业教育制度化
二、职业教育制度化与本土化问题
三、职业教育制度化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产业发展的关系
四、职业教育思潮与职业教育制度化
五、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制度化是基本制度化
六、其他
重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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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对西方的冲击和国内的矛盾，为了挽救危难，洋务派在稳定清政府政治统治的手法上有所改变
。他们不再视西学、西艺为奇技淫巧，有了变器的思想，希冀自强、求富以自救。所谓“自强”，就
是主张仿效西方列强练兵制器，增强军事力量，以便对内“剿贼”，对外“御侮”。如何才能达到自
强？曾国藩的认识颇为深刻，他说，自强之要有三：制器、学校、操兵。1862年6月，他又在其日记中
写道：“欲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炸炮、学造轮舟具下手功夫。”李鸿章认为
建学堂，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1863年在筹设上海广方言馆时，从有裨自强出发，他曾提
出向西方学习西学和制造工艺的主张。“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
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
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其后，奕？也认为有必要学习“西艺”，他
在1866年12月奏请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指出：“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
，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
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臣等共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
能洞澈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1867年，他又说：“今中国议欲讲
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籍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
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
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至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夫中国之宜谋
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派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百
工之人，君子不齿”的思想观念，讲求实用及其科技人才的培养。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左宗棠认为：
“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
。彼此格式其是，两不相逾，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因此
，他指出：“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而“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
远之利”。“艺局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之设”，实为“造就人才之地”，这些人才必
须“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要“制造者能放手制作新式船机及应
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加之历练，应可不籍洋人。”为了对学习者起鼓励与激
发的作用，应给予必要的物质待遇及社会地位，这样便能调整士人价值观念，转移社会风气，此所谓
“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尤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同。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才
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制造者，准授水师官职；⋯⋯以昭奖劝，庶进广而人才自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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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自近代开始，其后在政治的洪流中曲折前进。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史中曾经碰到的若干问题，清末明初志士仁人曾经奋发图强希冀解决的教育问题，现在依然还有再深
入讨论、进一步改进的必要。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这是个常谈常新的话
题，温故知新，我们读一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对当前的职业教育亦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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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论文用的，别人的，所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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