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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法 与 学 法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

一、职业教育“能育”的溯源与价值

我国职业教育“能育”源远流长。当人类始

祖有巢氏和燧人氏学会了造房、取火，以及捕猎、

采集等，就开始了传承和递交的“能育”。一代一

代的人将从祖辈那里学到的生存技能不断地延

传、发展，就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我国在商周

时期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关于手工业的专门著作

《考工记》。《考工记》全书7100字，记述了木工、

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6大类、30个工

种的内容，可见当时手工业的繁兴。而这些具有一

定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被统称为“百工”。《考工

记》认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

工。”如木匠的始祖鲁班，相传他在木工工具、技

艺和土木建筑方面造诣非凡，发明了锯子、墨斗、

刨子、钻子、凿子等工具[1]。这就是“智者创物”。

但仅有“创物”还不行，还要有人学习、掌握、

践行、传承，这就是“巧者述之、守之”。巧者之

“巧”何来？当然是源于对大师巨匠的学习承袭，

而“述之、守之”，更是内在地蕴含了“能育”传承

发展的逻辑。可见，正是由于“智者”的发明创造

和“巧者”的坚守发扬，才引领人类走上了技艺之

路、文明之旅。

职业教育是能力本位教育，按照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的提法，我们亦可将其简称为“能

育”。能育的“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广义的能

育包括各种能力的培养，在职业教育视域下，能育

主要是指培养学生技术技能的赋能或致能教育，

它是狭义的能育，是指“手上做得来”“身上行得

出”的实践本位教育，是“谋生之准备”、为人的

作者简介
张健（1955-  ），男，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滁州，239000）；陈清
（1974-  ），女，北京
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
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基金项目
北 京 市 教 育 科 学
“十三五”规划2018年
度重点课题“基于中职
生全面发展需求的六维
一体教学目标建构与应
用”（CADA18075），
主持人：陈清

职业教育的“能育”本质及其
施教策略

张健 陈清

摘 要 职业教育“能育”主要是指培育学生技术技能的赋能或致能教育。人类远祖时代，学会了取火、狩猎、

捕鱼、采集等，就有了能育的授受和传承。从能育的价值看，能育是经济发展的能源和杠杆；能育是另一类型的

教育；能育是职校生实现自我的教育。能育的本质追问，可以从事物外延逻辑划分角度审思其本质；从事物的属

性规定探求其本质；从目标层面的规定追问其本质；从事物独特性的视角寻绎其本质。职业教育“能育”的施

教策略：按照类型教育的定位确定施教策略；按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践行育人策略；按“做—学—教”的逻辑结

构创新施教策略。

关键词 职业教育；能育；本质追问；施教策略；做学教合一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4-0044-04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45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2020 年第 14 期    第 41 卷    总 972 期
No.14, 2020    Vol.41    General No.972

技术生存奠基的教育。它是现实关怀取向的，是职业教育根

本的价值皈依。

职业教育能育的价值在于：第一，能育为经济发展奠

基，是经济发展的能源和杠杆。能育是培养生产力、造就劳

动者的教育，是直接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教育。第二，从教育

本身看，能育是另一类型的教育。它是国民教育体系，同时

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培养的技术技能

创新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三，从学生主体来看，职业院

校的学生出于对自己能力、水平、智能特点等综合因素的考

虑，会有一种更强的实用定向，技能教育能够满足他们对教

育的多样化需求。再就技能的特点看，技能是涉身的、属人

的东西，是知识内化、活化的产物，是属于“学校知识全部

忘光后仍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爱因斯坦语）。如果职业

院校的学生在校学习3年，没有学到技能，只获得一张与自

己真实本领相背离的证书或符号，这样的职业教育是值得

反思的。

二、职业教育“能育”的本质追问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一事物的各种必不可

少的要素的内在联系，是事物外部表现形态的根据，它是由

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构成的。追究职业教育“能育”的本

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审思求证。

（一）教育类型

这是从事物外延逻辑划分角度审思其本质。何谓类型，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2]。

它是由各种特殊的事物或现象抽取出来的共同点构成的类

别。教育类型指的是基于相同教育特征形成的教育种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推出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将高等

教育阶段面向“理论基础、研究准备、进入需要高技术要求

专门化”的普通高等教育，称之为5A教育，与之相应的是基

于知识储备的课程；将面向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即“定

向于某个特定职业的”的高等职业教育，称之为5B教育，与

之相应的是基于知识应用的课程。这里，高等职业教育被

明确定位为“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基于知识应用的”

教育类型。本质上就是为着未来职业需要培养人的技术技

能的“能育”。

（二）教育本质

这是从事物的属性规定探求其本质。本质是事物深

刻、稳定的内在机制，是相对于现象而言的一种规定性；这

种规定性跨越时空，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这种规定性是间

接的、抽象的、深刻的、内在的，它决定一事物与他事物的

区别[3]。职业教育的本质，按照姜大源先生的观点是——跨

界。跨教育与产业之界，跨学校和企业之界，跨工作和学习

之界。跨界观从事物的联系构成上探求事物的本质，从事物

的交叉融合上审视事物的特性，无疑是正确的和深刻的。

笔者的观点是，职业教育是整合教育。整合是职业教育的

本质，是职业教育的理论之根、特色之魂、存在之本、方法

之宗、学科之基、哲学之道，是职业教育的形上理论和哲学

标高[4]。无论是整合还是跨界，为的都是要跨越普通教育或

学科教育定界的“围城”，将职业教育职业的、技能的、实

践的特殊要素整合进来，彰显职业教育“能育”的特性和本

质，助益“能育”目标的实现。

（三）培育规格

这是从目标层面的规定追问其本质。规格，原本指产品

的质量标准，这里引申为人才培育的质量和成色。培育规格

是一个关涉人才培育目标定位的问题。职业教育人才培育目

标定位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提法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审视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动态演进历程，可以发现不管这一目

标如何表达，始终是锁定在实用人才、技术技能性人才这一

框架体系中的，彰显了其变化中不变的“能育”本质。

（四）育人特色

这是从事物独特性的视角追寻其本质。特色是事物的

特性和本色之意。它是事物的特殊性和个性的彰显。事物

的本质就寓于这种特殊性之中。所以当我们寻求具体事物

的本质时，必须锁定和审视事物的特殊性、特色性。职业教

育的育人特色，是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认同和共

识。即许多政策文本中表述和认定的“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这16个字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的核心特色、根本特色。它分为“产企工行”和“教校学知”

两大块。前者是职场的，后者是学场的。职业教育是这二者

的融合，它不同于普通教育和学科教育，只需“学场”单纯的

四要素就能完成育人的使命，职业教育则必须引入“职场”

的四要素加持和援手，才能完成“另一类型”教育的育人使

命。这就是它的特色。而“职场”要素的融入，为的就是服

务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本质——“能育”目标的实现。

所以，“能育”是职业教育的灵魂。这种教育性质和地

位的确证，不是外在强加的结果，而是职业教育本身诸多内

在规定性使然。这一规定也使它成为能将可能的生产力转

为现实生产力的教育类型，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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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选择和逻辑路径。

三、职业教育“能育”的施教策略

职业教育“能育”的本质，要求采用相应的施教策略。

宋代程颐将孔子的因材施教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

材”。差异教学理论也认为，要依据学生的天赋潜能，充分

发挥学生个人的才能，帮助学生实现其独特的自我价值[5]。

这样的理论放大到“类”上，同样要求我们“因类施教”，才

能实现最佳育人效果。

（一）按照类型教育的定位确定施教策略

教育类型是对教育的外延进行逻辑划分得到的类别认

知和确认。《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句是“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从教育性质看，普通教育或学科教育是致知性教育，它是知

识本位的，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精英人才；职业教育是

致能性教育，是“能育”，它是能力本位的，是培养技术技能

人才的教育。从学习方式看，普通教育、学科教育是去情境

化的“做中学”。它是一种基于知识传递和记忆的学习，所

学知识多为静态存储的“惰性知识”，不利于应用于实践。

职业教育是情境化的“做中学”，是一种基于能力培养和习

得的教育。所学知识是服务于能育的活性知识、应用型知

识。从学习特点看，普通教育或学科教育是一种用脑用心而

基本不用手的内向性学习方式。它致力于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追求认知的高质量。“传统教育是一种内向性教育，教学

者都向内用力，致力于内心的丰富和完善以及人格境界的提

升。”[6] 职业教育能育是以做为主、做学合一的外向性学习。

它是应用性的、职业性的、实操性的，追求能力的提升和

习得，知识的内化、活化和应用的实践智慧。职业教育“能

育”的实施，要遵循“不同类型教育”的定位，拉开与普通

教育的区隔，彰显自身的独特的教法、学法。一要根据职业

教育能育的性质特征，锁定能力培养的根本目标，不放松、

不动摇。二要与企业合作、协同育人。杜威认为：学与做相

比，学毕竟是有些间接和空洞的。而职校生的学习恰恰是场

依赖型的，依赖于教师的“指导场”、具体的“环境场”、合

作的“互动场”、材料的“结构场”等，这就要求学校和企业

要尽可能地创造真实的职业情境、岗位情境，让学生真刀真

枪地学，才能学到真本事、真技能。

（二）按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践行育人策略

知识的传授是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由简入繁、不

断深化，由具体到概括、不断抽象的认知规律进行的。职业

教育是培养能力的教育，应当遵循职业教育的人才成长规

律，即从新手到专家的过程予以培养。按照德雷福斯的观

点，分为“新手—高级新手—精通者—胜任者—专家”五个

阶段进行渐进式培养。湖南农业大学周明星教授将其描述

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旗手”五个职业人才培养

阶段[7]。这里换个视角，从现代职业教育纵向体系中职、高

职、本科高职（以下简称“中高本”）维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从技能培养角度看，“中高本”所培养的是不同性质的技

能：中职的经验技能；高职的策略技能；本科的智慧技能。

培养的人才定位：中职是操作技能型人才；高职是复合技

能型人才；本科是知识技能型人才。人才的价值属性：中职

是实用人才；高职是高端人才；本科是创新人才。它们所关

注和回答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经验技能回应的问题是“怎样

做”；策略技能回答的是“怎样做得好”；智慧技能回答的是

“怎样做得更好”。若从达及的境界来追问：经验技能追求

“熟”的境界；策略技能追求“巧”的境界；智慧技能追求

“道”的境界。此三者颇能对应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

牛寓言中不同厨师的境况。“族庖，月更刀，折也。”一般的

厨子解牛是用刀砍，所以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但他也会解

牛，这是经验技能。“良庖，岁更刀，割也。”好的厨子解牛

是用刀割，一年换一把刀，这是策略技能，已经做了改进，

有了“巧“的成分。“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若新发于硎。”

而这位姓丁的厨子一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还像刚从磨刀石

上磨出来的一样。因为他对牛的感知是“目无全牛”，解牛上

手时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顺应牛体结构的缝隙而运刀，所以他的技能已达到了“进乎

技也”的“道”的境界，是一种智慧技能[8]。

（三）按“做—学—教”的创新逻辑实施能育策略

人的能力按其本性来说是隐性的。“它是人在某种实

际行动和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可以实际观察和确认的

实际量能。人的能力发挥过程首要是‘人做事’的过程，是人

在‘做事’中充分发挥和确证其内在本质力量的。”[9]所以人

的能力的培养，必须通过“学中做、做中学”才能实现。而

实现的最佳途径是“做—学—教”。“做—学—教”是一种

职业教育的创新的施教结构和逻辑序列，是一条应然的教

学链。

第一，“先做”。一是打破了先抽象后具体、先理论后

实践、先基础后应用的学科式教学施教顺序，可以避免理

论灌输、知识轰炸的老“套路”，使学生找到职业教育学习

的体验、感觉，激发学习兴趣。二是“做而后知困”，使学生

感悟自身理论空白的缺陷与不足，意识到实践学习也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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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论支撑的，从而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和内在动力。三

是由于有了初步实践，学生获得了理解知识的实践背景，有

利于知识的建构和学习效率的提高。

第二，“后学”。以“先做”为逻辑起点引发的后续学

习。与“先学”大为不同。一是先学是盲从的学习，学生意识

不到理论学习与能力培养的关联和价值，学习热情低靡；而

后学使他们切身感受到理论学习与职业的相关度，体会到

学习的价值和必要性，学习时就会多一些理性和自觉。二是

“先学”与做没有交集，而“后学”学生可能是带着“先做”

过程中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而学习，就会主动地探求问题

产生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当他们发现知识欠缺是

构成解决问题的障碍时，就会完全改变学习上的被动、疲

沓、懒散的积习，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主动寻求知识

整合与建构。这时的学习已经不再是源于外在的“强迫”，

而是出于学生的内在需要。

第三，“再教”。后“学”虽然改变了学生学习的心向和

效率，但并不代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能

得到解决。这时施教的最佳时机就出现了。其次，后学而再

教，也是最能体现教师主导作用。这时教师是学生的点拨者

和引路人，是平等中的首席。他可以“于无向处指向——当

学生没有方向的时候，如‘卡壳’或‘跑题’的时候，教师应

该给予方向的引领；于无疑处生疑——当学生在浅表层次

上阅读、没有深度的时候，教师就应该提出新的有价值的问

题，激发学生思考；于无力处给力——当学生无法独立解决

问题的时候，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一把，给支架、给资源、给

线索”[10]。

总之，“做学教合一”模式，先“做”体现职业性，后

“学”体现主体性，再“教”体现主导性，形成了一种合乎逻

辑的完美组合与链接，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能育”的

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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