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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时间耦合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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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的文明史上，社会治理（国家层面在 2014 年前没有这个名词）和职业教育（1922 年以前没有这个名词）有关的

活动一直存在，基本上保持一致性。不管是远古时期的奴隶社会时代，还是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都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子

系统，在推动社会治理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治理制度的影响。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职业教育是教育

的一种类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必将走上高速、健康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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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ime coupling between social governanc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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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civilizati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social governance (there was no such term at the national level before 2014)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 was no such term before 1922) have always existed, basically keeping the same. Whether in the ancient era of slave society or 

in the current era of digital econom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subsystem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le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type of education, which has its own law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t will surely embark on the road of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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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并不是当前特有的社会现象，中国自古以

来一直都存在有关的活动，只是近些年来受到全社会重视的程度越

来越高，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梳

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在时间上具有高度一致

性。 

一、古代的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 

自近现代（史学界以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点）以来，我国的社会

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社会潮流，教育体系

和形式基本上完全模仿西方国家，与以前的以私塾（书院）和科举

为教育的主要形式完全不同。 

（一）奴隶社会时代 

史学界一般把春秋战国以前的社会称为奴隶社会，政权主要以

分封制（主要是宗室成员）为主的形式，奴隶主对封地拥有很大的

自主权，教育是贵族阶层的特权。然而，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奴

隶主也会重视农艺、制陶、织布、建筑、养蚕制丝等原始手工业的

发展，师徒传授的雏型已经出现。到了墨子所处的时代，师徒传授

已经突破了家族的边界。 

（二）封建社会时代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法家和儒家学说（汉

武帝之后，基本上是儒家独大）是朝廷进行全国统治（当时采用君

主专政制度，还没有社会管理一说）的主要理论，经济也远远没有

当前发达，特别是隋唐施行的科举选拔制度，社会主流教育以科举

考试为中心，主要通过私塾接受教育，通过六学二馆进行理论研究

和传播儒家学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

思想[1]。 

受“重举业轻经世”观念的影响，职业教育难登大雅之堂，往

往通过家传和师徒传授的形式进行。唐代设立的六学二馆以儒家学

说为主，同时也设立了以医学和农学为主的行业管理和培训的机

构，设置了相应的职业教育课程，官方组织的职业教育开始出现。

但是，由于这些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为皇家和有关行政机构服务，并

不对社会完全开放，对朝廷的社会管理活动也不会起到很大作用。

到了宋代，全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系统，对职业培训更

加规范化，教学形式以现场传授为主，师徒关系紧密，受到“言传

身教”这种教育模式的固有局限，整个职业教育的效率较低。明朝

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艺人不再完全依附于官营系统，职业

教育开始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 

尽管各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能工巧匠，我国主要存在师徒传授

的这种教育形式难以培养大量的技能人才，再加上没有相应的理论

作为支撑，不便于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简单来

说，纵观我国的古代史，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由于君主专政与人民当家做主本身就是对立的，统治阶层所有

的治国理政也不能上升到社会管理的高度。而且，由于全社会深受

“万事读书高”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治国理政的学

说，而广泛存在于普通老百姓的技能传承并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认

同，更加谈不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有组织的职业教育。 

二、近现代的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 

近现代时期（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是我国进行社会深刻变

革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半封建社会半

资本主义社会，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整个社会也动荡不

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治理根本无从谈起。 

我国规模化、有组织的职业教育可以追溯至洋务运动时期举办

的福建船政学堂（1866 年开办），其办学目的就是培养船舶设计与

制造、航海和海战的人才，所属的技工学校（1868 年设立）培养造

船工人、高级技工和监工。这种办学模式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具

有代表性的有以培养职业军人为主的黄埔军校等各类专门学校）。 

进入民国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受到社会各界以及中央政

府的重视，全社会也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受欧美等西方发达国

家的影响，1912 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把实业教育列入国民教育

系统；黄炎培等人在 1917 年发起并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

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提出用职业教育振兴民族工商业[2]；1918

年，中华职教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被公认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所真

正意义上的职业学校[2]；1921 年，中华职教社发起并主办了全国职

业学校联合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教育组织，由中华职教社

制订的《职业教育设施纲领》成为职教界共同遵循的标准；19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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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正式明确“职业教育”的名称，实业学校随之更名为职业

学校，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正式形成。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

范围内的职业学校近两千所，在校学生近五万人。  

由于国内局势所限，我国尝试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政治制

度和经济制度基本上照搬欧美国家，尽管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大发

展，但是广大的农村和大量的农业人口以及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并

存，我国仍然没有彻底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军

阀割据、混战，社会管理整体上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尽管当时对职业教育的探索顺应了全球工业革命的浪潮，对当

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个时期的职

业教育并没有从国情出发，照搬西方教学模式，主要以培养行业工

人为主，培养周期也不长，整体水平较低，学业与工作差距较大，

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被时人讥讽为“失业教育”。 

三、当代的社会治理与职业教育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至本世纪初期和

本世纪初期至今，我国的职业教育在这三个阶段也具有显著的时代

特征。 

（一）社会管理方式过于简单，职业教育具备雏形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国防科

技为代表的现代重工业体系，但轻工业体系不够完备，同时农业经

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高。这段时期，国民文化基础普遍薄弱，

工矿企业也多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培养产业工人，广大农村主要以

“文化扫盲”为主。从全国范围来看，进行职业教育主要通过识培

训班、夜校、厂矿内设的技工学校、行业举办的中等专门学校、高

等专门学校和各类干部管理（培训）学院（学校）等形式进行。这

些中专和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大多直接对口就业，学校承担着为企业

和行业输送一线劳动者的责任，为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主要模仿前苏联

模式，人才培养也不是完全面向市场。 

这段时期内，国内社会管理（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社会治理的

概念[3]，但是具体的社会管理活动一直存在）的方式过于简单，职

业教育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模仿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农业生产力相对

落后，整个经济社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对普通劳动者的要求并

不高。尽管存在多种职业教育形式，笔者认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职

业教育体系。 

（二）社会管理越来越受重视，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成型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教育本质全国性大讨论的结果表明教育本

身具有生产性，这个特性决定了教育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

职业技术教育应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3 年，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把“职业技术教育学”正式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4]，拉

开了全国范围内建设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帷幕。到上个世纪末期，

国家陆续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文件，

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也建立了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部分学者也尝试

着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学科自身的架构[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轻工业跨越式的发展，到本世纪

初期，我国基本建立了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

业化，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第一产业占比逐渐缩小，

第三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很快。随着

产业不断升级，整个社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沿海地区

尤其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南沿海地区兴办了一批以技术培

训为主的短期职业大学，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于 1991 年率先在全国

试办高中起点、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5]。世纪之交，在国家扩大高

等教育规模的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在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上都呈

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整体上来说，在改革开放后至本世纪初期，随着产业不断地升

级，我国逐步建立起以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含各类技工学校）

和高等专门学校、高等职业学院（三年制，简称高职高专，下文没

有特别说明的均指这类）组成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有

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升格为高等职业学校（学校名称一般用职业学

院、职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标识，以达到与普通高校区分的目

的），尽管中等职业学校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困境（国家的定位

是职业教育的基础，后来推出了 3+2 的中职和高职衔接的培养模

式），但是由于高职高专数量和学生规模的高速扩张，职业教育整

体上进步很大。高等职业教育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尤

其是仅重视规模的扩张，忽视了质量的提高，办学定位不够准确，

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企业又难以招聘到合格的人

才，导致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这个时期内，社会管理（2004 年首次提出）上升到国家层面，

尽管是作为一个政治议题首先被提出，理论界开始进入深入的研

究，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同时期内，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成型，作

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

点。 

（三）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进入本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国家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数

字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程度越来越

深，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进入后

工业化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不

断加快，全社会对高技能技术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有数据显

示，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国家加大了发

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力度。在此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在 2005 年召开

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6]，

这标志着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此以后，高等职业

教育从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主

导地位。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对技能技术人才需求在质量上的提升，石伟

平和潘懋元等人基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和民众需求等

因素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而非一个层次”[7]，“建立

本科职教，形成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观点（2006 年教育部

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首次

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5]，并要求这类高校今后必

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并通过实施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国家

骨干高职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等三大工程，大幅

提升了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整体质量），为接下来应用型本科和职

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这两者基本一致，

也有观点认为完全不同。从人才培养的定位来看，笔者认为两者的

差别不大，本文把应用型本科教育也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本世纪

初至 2019 年是国内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高峰期，主要是通过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和综合性大学所属二级学院举办等形式进行。

自 2012 年开始，教育部在部分省份通过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所属的

二级学院独立举办本科职教和由公办高职专科学校与公办普通本

科高校联合举办两种方式进行职业本科教育的试点工作，正式开启

了职业本科教育的探索之路。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文件包括：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首次 
（下转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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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肌肉时出现过大的运动，导致出现诸如背痛等症状的小颞叶变

形。手部损伤的严重程度仅次于腰背部损伤,运动员需要在手部长期

的缠绕绷带然后在外配上拳套与其他运动员进行搏击训练或者是

捶打沙袋,握拳后掌指关节是主要受力部位,在长期的击打过程中力

的相互作用使得掌指关节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3.1.2 急性损伤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拳击中的身体损伤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挫伤或扭伤，而严重的损伤则主要是由于技术操作不规则、过程重

复、准备活动不充分等造成的。 

拉伤:拳击运动员在进行增强力量的锻炼时,肌肉拉伤最是容易

发生。在在训练期间，运动员往往更有心理准备，为了让自己的力

量更加强大，他们往往会在运动中增加抵抗运动的重量，这大大超

过了他们的最大负荷，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在

进行训练前的没有将身体充分的预热, 身体各部位肌肉没有兴奋

性。 

扭伤:扭伤常常发生于四肢末端小关节和各大关节处,其中掌指

关节和指关节损伤发生率较高。 

挫伤:拳击运动员在激烈对抗或来不及对对手的进攻采取有效

防卫手段时，彼此肢体的猛烈撞击会造成局部疼痛、压力疼痛、肿

胀和功能失调。 

总而言之, 及时的对急性损伤进行当场有效治疗在拳击运动日

后的恢复以及正常训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结语 
在开展青少年拳击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重视运动损伤问题，并

根据项目特点采取合理的安全防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

要的，教练员应针对训练和竞赛中运动员的损伤情况，积极、主动

地进行有效干预，不断探讨有助于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和措施。 

 
 

（上接第 204 页） 

提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概念[8]；2014 年 6 月，教育部等 6 部

门联合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9]；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年 7 月和 12 月教育部分两次批准了 21 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2019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10]；2021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

置标准（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标志着职业本科教育正式进入规范建设的阶段。  

多年实践的经验表明应用型本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形式

上转型而未在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有实质性转型；很多高校希望办

成研究性综合型大学，但是又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导向，这个转

型过程总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这部分本科高校不愿意扣上“职

业教育”的帽子。其实，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办学定位不明确，相

比研究型本科教育和职业本科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并没有体现其

独有的价值，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家长和学生认为应用型本科低于研

究型本科一个层次，但高于高职院校一个层次（在高校招生的环节

上放在本科第二批次），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出现认知偏差。 

事实上，通过非独立办学模式进行的职业本科教育试点的效果

也不好。以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职教本科

班为例，2014 年开始招生，2021 年将停止合作办学，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两个办学主体的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江西财经大学认

为合作办学降低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身份，并且占用了自身的招生

名额，毕业生的水平相比本校来说略差一些，对社会声誉产生了负

面影响，也切实影响到经济利益。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尽管通过合作

办学提高了社会知名度，有利于招生和积累本科办学的经验，但是

职教本科班的主导权事实上掌握在江西财经大学手里，然而江西财

经大学本身在职业教育方面并不比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具有优势，在

人才培养定位和课程设置、教学组织等多个环节的意见不一致。简

单来说，由于利益分配机制和办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协调，导致

这种合作办学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

预期。 

这个时期，随着理论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实践经验的积累，社会

管理进一步深化到社会治理（2013 年首次提出）层面，逐步建立起

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取得重大成果。与

此同时，职业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特别是经过试点以后，从上

至下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将成为下一个阶

段职业教育的中心工作。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从无到有，

从单一到完善，从服从计划到主动面向市场，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职业

教育以市场为导向、以就业为目的的特性决定了其完全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又难以胜任这个重任，职业教育体系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矛盾迫切地需要调和，这也是当前社会治理的

一个重要内容。 

四、结束语 

纵观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联系紧密，

都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而教育又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服务于

当时社会治理（管理）的需要，同时也受到社会治理制度的影响。

当前，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对社会治理和职业教育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

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进行，才会少走或不走弯路，办人民满意的职

业教育，取得让社会各界都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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