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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是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前沿阵地。县域职业教育中心作为落后地区

职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为偏远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也为部分无法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学

习的学生提供了继续教育机会，为城乡职业教育搭建了桥梁。因此，本文以陕西省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为

个案，进行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研究。从调查结果来看，该校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开设盲目性，

难以与本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相对接；以及课程设置大众化，无法突出本地特色；生源质量低下等问题。

本文基于现存问题，分别从环境条件与自身因素两方面探索制约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发展的成因，并从政府

扶持力度、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职教中心办学定位、转变群众观念四个角度出发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以期

推动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实现新的发展，并为国家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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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field, serving as the forefront for 
cultivating practical talents. As the main beare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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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s provide a source of vita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emote regions. They also offer continuing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who 
cannot continue their studies in regular high schools,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vo-
cation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Luonan County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in 
Shaanxi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vocational educa-
tion center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 main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by the school include 
the blind introduction of major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lig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of 
the regi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curriculum settings, which fails to highligh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ow quality of student intake. Based on these existing issu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con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s from both environ-
mental conditions and internal factors. It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government support, the state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sitioning of vocational edu-
cation cent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perceptions. The aim is to promote new develop-
ment at the Luonan County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and provide experience that can be refer-
enc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unty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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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的发展关系到方方面面。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减少社

会失业人口；从国家层面来看，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增加税收；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有助

于企业找到具有相应岗位技能的人才；对于个人而言，有利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增加就业选择权，提高

个人的价值。而发展县域职业教育中心是进行县域职业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农村职业教育人才输出

的第一道关口，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以陕西省洛

南县职教中心为个案，深入调查研究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现状，为县域职业教育中心迈向更高阶提供了

一些改进性建议。 

1.1. 缘由与意义 

1) 研究缘由 
杨贤江曾言“自有人生，便有教育”。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在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没有等级之

分，只有男女分工不同，因此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没有地域与种族之差别。但到奴隶社会时期，

教育已经分化为国学和乡学，可以将其看作是今日城市教育与县域教育划分的雏形。县域教育是农村教

育向城市教育过渡的桥梁，是城乡教育联系的纽带，是农村子女通过教育这一工具进入城市的助推器。

县域教育的发展对国家教育的向前推进有助力意义；对社会文明进步也大有裨益；对农村地区人们素质

的提高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新时代，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人们将注意力更多

地投入在城市教育发展中，也力争让子女获得城市教育机会，以至于县域教育淡出人们的视野，县域教

育在教育领域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另外，县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普通教育的比重，职业教育被人们嗤之以鼻，这与当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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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职业教育是发展职业基本技能和提高职业能力的教育，

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对应用人才的需求。普通教育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与智力基础的教育，为社会培养高

精尖人才奠定基础。由此可见，无论是城市教育，抑或县域教育，必须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

融合，比例均衡。缺乏职业教育的县域教育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将会丧失自身发展的根基，成

为重知轻能的“畸形儿”。 
因此，实现县域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大大

调整了普职比，使得普职比大体接近 1:1。这意味着接近一半的初中毕业生需要进入职业教育中心就读。

为保证进入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获得较为实效的教育，就必须对职业教育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优化，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为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注入活力。在促进职业教育中心发展的同时，对县域教育的协调

发展有重大意义，也有助于提高职教中心教师专业发展能力，提升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笔者基于

对《陕西省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发展研究——以永寿县职业教育中心为例》一文的阅读及深入思考，意欲

通过对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进行调查，探讨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是否存在相应问题，并且从中探寻有关

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规律，为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新时代、处于教育领域大变革

时期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应对之策。 
2) 研究意义 
本选题的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看。通过对洛南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发展现状、

问题及对策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当前县域职教中心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来看。第一，通过对县域职教

中心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研究，有助于引起人们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视，从而增加人们对职业教育

的认同感，转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发展氛围。第二，通过对洛南县职业教育中

心进行研究，对该学校的特色发展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进而有助于偏远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入推进。 

1.2. 理论基础 

1) 莫尔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英国托马斯·莫尔最早在其著作《乌托邦》中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要掌

握相关的技能，就要从小学习农业，在学校里学习关于农业的理论知识，再通过到农场上将理论运用于

实践。”[1]莫尔的这一观点，虽然仅限于学习农业知识，但是可以看出他的经世致用，崇尚实学，他认

为要将教育中的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可以将其看作是职业教育思想的另一呈现形式。 
用上述理论来审视县域职业教育同样适用，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也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不能过分偏重理论而忽视实践，也不能过分偏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县域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过程

中要适当地与工厂领域相对接，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为社会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 
2) 杜威的“做中学” 
“杜威要求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他主张以活动性、经验性的主动作业来取代传统书本式教材的

统治地位。这种活动性、经验性课程的范围很广，包括园艺、烹饪、缝纫、印刷、纺织、油漆、绘画、唱

歌、演剧、讲故事、阅读、书写等形式”[2]。杜威也批判传统教育三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教室

中心，他认为这样的教学模式根本不能体现学生的主动性与兴趣，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民主，他希望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与实践相结合[3]，这一观点正好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思路相契合，我们可以将杜威的这种

对实用知识的肯定的观念看作是职业教育的理论支撑。 
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重新界定杜威的“做中学”思想，它为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稳固发展提供了有

理、有利、有节的理论保障。21 世纪社会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是读死书、死读

书，而是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适时灵活变通的职业创新人才。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在课程设置方面

要能够充分满足学生的兴趣和意愿，不仅促进学生职业技能的发展，也促进学生职业智能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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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洛夫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 
巴洛夫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针对二战后非洲动乱、贫困、饥饿等问题，结合舒尔茨的人力资本

理论，提出了一些关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构想。有人建议，非洲应努力扩大学校的职业教育，促进普

通教育的专业化，以改善非洲的落后状况，他认为，发展农村经济需要依靠农民，提高农民素质。为了

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繁荣和进步产生影响，教育必须是技术、专业和民主的各级教育。他认为，即使

是小学教育也必须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向农村青年传授技术知识。巴洛夫先生支持农村特殊教育方案，重

要的是巴洛夫先生建议改善福利——农村地区的福利和防止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移民。 
巴洛夫先生的观点明确指出，基础教育的重组应创造更多的农业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地位，并强

调需要向农村人口提供科学、心理和技术知识以及作物和动物管理知识。由此可见，巴洛夫的职业教育

观点为今日之中国县域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是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渊源，更是复兴县

域职业教育中心的理论支撑。 

2. 现状与问题：洛南县职教中心的生存样态 

洛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隶属商洛市，它坐落在秦岭山脚下，整个小城沿洛河呈东西向分布。

洛南县属国家级贫困县，此“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思想层面，尤其表现在教育层面。

大抵是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于职业教育有所抵触，甚至是有所鄙夷。尽管近年来情况

稍有好转，但今日洛南县职教中心与普通高中相比受到外界关注度仍旧微乎其微，学校发展相当缓慢。 

2.1. 洛南县职教中心发展现状 

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位于这座小城的最西部，这样的选址大概是为了减少小城惯有的喧嚣带来的干

扰，营造宁静安逸的学习氛围。该校于 2001 年 12 月建立，2007 年实施职教资源整合，将县农技校、农

广校、农机校、卫职校和职培中心整合吸纳。该校也是洛南县唯一的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肩负着全县

职业教育的重任，是全县职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可以将它的性质界定为一所中等专业学校。 
为深入了解该校内部的发展状况，笔者编制了一个调查问卷，问卷由问卷星的微信链接完成发放，

共发放调查问卷 120 份，主要以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三个年级各抽取 40 人，每个

年级中男、女生各抽取 20 人。通过对数据的筛选，得到 114 份有效问卷，与此同时，对问卷进行了信效

度的处理，最终测得问卷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3，KMO 值为 0.903，说明本文问卷具有较高的信、

效度。问卷主要从生源现状、专业开设情况、师资队伍建设现状、毕业生去向等方面展开了调查，旨在

深入了解该校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1) 生源现状 
经过调查发现，洛南县职教中心的生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中考成绩低于普通高中的毕业

生，另一部分是已经进入社会的有志青年，希望再次返校获得一技之长。当然，中考毕业生是该校生源

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该校生源的重要保障。 
从性别比来看，从户籍所在地看，该校学生有 73.79%来自乡村，26.21%来自县城，据此可推断，进

入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大多可能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从“你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个性、兴趣和

能力吗？”以问题来看，有 67.96%的学生回答“非常了解”，有 32.04%回答“不太了解”，由此可见，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攻读相关专业时并不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其所攻读专业非常有可能是父母根

据自己的了解与认知进行的选择，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学生的同一性早闭，对核心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

年而言，不利于其同一性获得。从“你选择就读职教中心的原因是什么？”以问题得出，有 42.72%的学

生认为“职教中心能学到更多技能”，有 38.86%的学生是“中考没考好”，17.48%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仅有 1.94%的学生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从这一维度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可能认为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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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化知识与社会的要求不相契合，只有到职教中心学习才能发展自身的实用性能力；另外一部分比

重较大的是由于中考这一分流考试，成绩太低使得自己无缘于普通高中，其自身可能并不真正愿意进入

职教中心学习；仅有少部分学生是真正源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这部分学生可能是社会人士，在经过社会

的打磨之后，希望重新进入学校获得一技之长。 
2) 专业开设情况 
专业设置是职业学校发展的命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是连接学生就业和社会需求的桥梁，专业设置

的合理与否关乎一个职业院校的发展前景。因此，职业教育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社会的需

求，能够有效地对接社会所需的专业人才，培养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类型。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本地区的

特色产业设置相应特色专业。 
据了解，洛南县职教中心共开设有 15 个专业，有电器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叉车

方向)、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机床、汽车检测与维修、西医士、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畜牧兽医、服装车工、

电大开放教育等专业。在问卷中对于“你认为你所在学校专业课程设置是否合理？”一问题(见图 1)，有

53.4%的学生回答“一般”，39.81%的学生回答“比较合理”，6.8%的学生回答不合理。因此可初步判断，

该校学生对于专业设置合理程度的认可度不够高，该校在专业设置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优化专业

设置。另外，处于城乡交叉路口的职教中心，其中的学子有较大一部分是农家子弟，并且服务的本地经

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因此，涉农专业必不可少，但通过调查(见图 2)，该校有 15.53%的学生认为本校压根

没有开设涉农专业，还有 58.25%学生认为该校在其他专业的学习中涉及有涉农知识。这一认识有部分原

因可能是学生对于本校开设的专业不够了解，另一主要原因可能是该校没有明确界定涉农专业与其他专

业的界限，导致涉农专业不突出。 
 

 
Figure 1. Professional setup 
图 1. 专业设置情况 

 

 
Figure 2. The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e-related majors 
图 2. 涉农专业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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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资队伍建设现状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愈加重视，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职教中心对教师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

尤其是县级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与高学历教师需求量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任何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高

低与师资力量的薄弱息息相关，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更是要充分依靠雄厚的师资[4]。因此，本调查中对

该校的专任教师学历情况进行了调查，数据如下： 
 
Table 1. Education distribution of teachers in Luonan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表 1. 洛南县职教中心教师学历分布情况 

学历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小计 

人数 6 120 2 128 

比例 4.65% 93.75% 1.6% 1 

 
从上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校教师学历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布结构，具有本科学历的教

师占绝大多数，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人数偏少，仅占教师总数的 4.65%，这个数据和教育部的要求仍存

在较大的差距；而且该校目前仍存在极个别教师为专科学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碍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另外，许多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年轻教师并不安心在职业教育中心任教，以及由于办学条件和人们旧

有观念的限制，职业教育中心在引进高学历教师方面不如普通高中吸引力大。因此提高职业教育中心师

资队伍的学历层次、改善师资学历结构、进行师资队伍建设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4) 毕业生就业去向 
作为中等专业的主要承担者，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学生毕业后又该何去何从呢？首先，该校的毕业生

获得的中专学历，在当前学历贬值的情况下，中专学历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就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

一些用人单位，将最低学历要求设置为“大专及大专以上”，而更多的用人单位要求“本科及本科以上”，

甚至越来越多的岗位只针对“研究生及研究生学历以上”。当然，仅仅以学历的高低来评估一个人能力

的高低并不科学，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学历却是评估一个人能力的最直接的可视化标准。所以从职教

中心毕业后获得中专学历的学子初步被定义为能力相对较弱的人，他们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希望渺茫。

据了解，该校毕业生主要有两种途径，部分直接就业，也有部分参加职业高考升入对应高等职业学校继

续求学。并且根据问卷统计结果(见图 3)可知，对于毕业后的发展出路问题“希望进一步深造，考入大学”

的学生占比 95.15%，“不希望，在职教中心学到技能就够了”占比 4.85%。显而易见，大多数学生希望

进一步升入高等院校深造。 
对于前者，要想凭借中专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希望比较渺茫，大多数职教中心的学生毕业后更多地

是进入工厂等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岗位；那么后者则是通过参加对口考试，升入更高学府深造。越来越

多的学生以及家长已经认识到学历的重要性，而且职教中心的学生毕业时尚且刚刚成年，还没有步入社

会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学历角度，还是从学生个体年龄角度，继续升学都是大多数职教中心学生

的不二选择，这也是今年国家《职业教育法》改革的一大突破口，旨在拓宽职业教育的晋升渠道，让职

业教育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读本科。 

2.2. 洛南县职教中心现存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在国家愈加重视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的发展态势良好，洛南县职教中心总

体向好向善发展。但是不同于城市职业学校，该校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阻碍性因素，分别体现在生源

质量较低、专业设置不科学、课程设置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问题等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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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Willingness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图 3. 继续深造的意愿 

 
1) 生源问题 
生源关乎一个学校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县级职教中心也是如此。根据上述生源现状的分析，洛南县

职教中心的学生主要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进入社会的有志人士意图通过职教中心的教育获得一技

之长；另一部分也是职教中心的主体，即中考过程中成绩处于末流的学生，无缘进入普通高中而进入了

职教中心。 
显而易见，从知识基础方面来看，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学生大多数是在中考分流过程中表现较弱的学

生，其初中知识学习不扎实，基础薄弱，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各方面遭到质疑。虽然职教中

心的知识相较普通高中知识而言对于学生的初中基础知识要求较低，但是部分知识仍然需要对于学生的

学习能力仍有较高的要求。从自律能力来看，进入职教中心的学生大多在小学、初中的学习过程中就贪

图玩耍，自律性不强。例如课堂上睡觉甚至嬉笑打闹、课后不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等情况，这不

仅不利于新课的掌握，也不利于课后知识的巩固，对于在职教中心中专业知识的学习百害而无一利。 
2) 专业设置不科学 
目前，洛南县职教中心的专业设置基本上采用了一种较为大众化的模式，即大多数职业院校共有的

专业设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地区的职业人才培养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深入调查就会发现，该

校专业设置特色化不突出，与洛南县区域内的产业适配度不高。 
由于洛南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国家级山区贫困县，社会资源和资本比较贫乏，本地区发展经济以

第一产业为主，农业是该县经济增长的主阵地，多数人口都为农业人口，对于发展农业，提高农业产量

的要求极为迫切，急需能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专业人才。而且本地企业很少，劳务输出在当地经济中占

有很大的比例，专业设置主要面向县域以外的大劳动力市场，旨在转移当地的劳动力，开设的专业主要

是机器人、计算机专业等，与本地经济产业关联性不大。 
因此，作为该县唯一的一所职业院校，应该与本地的产业发展相对应，在与时俱进开设新兴产业的

同时，也要适当开设涉农专业，为农业发展助力。但是该校的专业设置涉农产业过少，开设的专业是任

何一所职业学校都会普遍设立的专业，严重脱离本地实际，未能突出本地的特色化，一味地追求社会风

尚，忽视本地的实际情况，急于追求社会主流专业，缺乏与本地产业的衔接专业。针对这一问题，建议

洛南县职教中心主动对接当地产业，撤销社会上“供大于求”的产业。 
另外，可能是由于受到地域限制以及经济阻力，该校开设的专业设置不足 20 个，开设的专业不够丰

富多样。因此，建议该校应主动丰富专业类型，完善专业设置结构，培养学生多方面兴趣，形成一个特

色化、完善化的专业结构。 
3) 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国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中，我国职业教育逐步走向与普通教育相互融合的趋势，

这一趋势从职业院校学生的课程设置中可见，经调查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学生无论学习哪个专业，都需要

学习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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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样的课程设置缺乏特色，较为大众化，根据一些资料可见，大多数县域职教中心在课程设

置方面都采用了“3 + 1”模式。即“语文、数学、英语 + 专业课”。而且其使用的教材为全国通用性教

材，不能体现地方性特色与学校特色。因此，建议洛南县职教中心主动落实三级课程标准体系，在严格

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同时，开设地方性课程，传授特色性的地方性知识。另外，该校可聘请专家带动学

校教学能手开设校本课程，不仅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性发展，也有利于该校教育精神落到实处。 
其次，该校的课程设置重视理论，轻视实践。莫尔、杜威、巴洛夫等教育家一致认为教育不能仅仅

浮于表面，要充分地将头脑中所学应用于生产生活领域。作为一所职业院校，该校学生不应仅仅在教室

内接受理论性知识，更应进入工厂、企业等地将所学与实践相结合，但是在对该校学生的调查中发现，

该校的实训课程仅仅只有两个月，我不禁产生了疑问，两个月能掌握本专业的基本实操技能吗？这是否

与普通教育的课程设置无异？ 
首先，从教育层面来看，在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内部制约性问题，即“课程设

置不合理”，主要表现为课程设置重视理论，轻视实践，有模仿普通高中课程设置的趋势。但是职业教

育中心的办学目的是培养实践性的专门人才，需要着重加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正如莫尔所言，要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然而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大部分专业仅有两个月的实习经历，甚至部分专业

不开展实习课程，这也不符合杜威强调的“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理念。其次，从经济发展状况层面来

看，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地处县城，地域环境较为偏僻，其经济基础也比较薄弱。而巴洛夫的农村职业

教育思想也是以经济落后地区为研究对象。因此，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巴罗夫

先生的特殊教育方案。因此，建议洛南县职教中心在课程设置方面，能够适当地延长实习时间，给学生

足够的余地将课堂中所学与实践对接，促进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提高。 
4) 师资力量薄弱 
教师是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引进高质量教师不仅能促进职业教育的转型，还能提高教

学效率，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由上文“该校专任教师的学历现状调查”可知，该校教师以本科学历为主，研究生学历凤毛麟角，

并且由于学校处地较为偏僻，薪资待遇不甚理想，高学历人才引进困难。并且就现存的几名研究生学历

教师的工作现状来看，他们也在“伺机而动”，其仅仅将洛南县职教中心作为初入社会的一个跳板，多

有“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心理，意图在找到一个就业环境更好、薪资待遇更高之时“跳槽”。 
教师实践性不强。多数教师自身以从事理论研究为主，实操技能不高。相应地，大多数教师擅长理

论性教学，实践性、技能性能力较低，对于职教中心学生的学习而言，多有“纸上谈兵”之势。而且一些

年轻型教师是毕业后直接上岗，缺乏一定的教学经验以及实践经验。 
培训条件落后。到目前为止，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助大幅度增加，但没有跟上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

洛南县职业培训中心设备不足，培训条件非常困难，教育和培训设施相当简陋，与企业的联系不足，当

前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培训体系，改善教师培训条件，加强学校之间的合作，提高教师的总体水平。 

3. 内外因素双重制约：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发展困境 

洛南地区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不可抗力因素的阻碍，这些因素可大致分为环境因素和

具体因素。环境层面体现在群众对于县级职业教育中心的认可度不高、政府经费投入不足以及制度体系

不完善、另外本校专业与本县的产业融合难度大更是一大障碍。 

3.1. 环境条件制约 

1) 群众对县级职教中心认可度目前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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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几年国家从多方面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系列相关政策，最为瞩目的便是 2022 年最

新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改革，增拨了职业教育的经费，拓宽职业教育的升学途径，希望通过政策性导

向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引导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衔接，培养社会的适应性人才，这对县域职教中心

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洛南县职业教育中心是本县职业教育的“独苗”，是本县职业教育

的重要载体，在本县教育领域应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事与愿违。 
事实上在人们的认知里，总是将该校排斥于教育体系之外，多数社会人士、家长、甚至一些学生对

于职教中心的认知就是“混日子的地方”，是上不了普通高中的学生学习“技术”之地，职业教育就是掌

握一门技术以后当工人的教育。甚至有部分家长和学生认为在职教中心上学比在普通高中上学的人低人

一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洛南县职教中心是县域职教中心，与城市的职业学校相去甚远，会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将子女送入城市职业学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将不再进

入职教中心学习。问卷的数据(见图 4)显示，在问到“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是否会选择职教中心？”时，

有 62.14%的学生回答“不会”，37.86%的学生回答“还会”。可见，不仅是社会各界对洛南县职教中心

的认可度不高，该校的在校生对学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较为缺乏。 
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水平低不仅受到历史文化影响，还有一些现实性因素的干扰，即我国在儒家文化

影响下产生的“体力劳动为贱业”的思想，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严重偏低。 
 

 
Figure 4. Willingness to choose a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again 
图 4. 再次选择职教中心的意愿 

 
2) 政府对其经费投入不足并且缺乏制度保障 
社会对职教中心的认可度制约着舆论导向，可以看作是职教中心发展的风向标。与此同时，国家政

府对于职教中心的态度以及其经费投入便真的是职教中心何去何从的引领者，但是国家对于洛南县职教

中心这样的县域职教中心的经费投入依旧不足，制度体系不完善。 
从经费投入方面来看，第一，在同等教育一级，职业教育的资金远远低于普通教育，资金很少；第

二，职业教育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财政收入[5]。那么多数类似于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县域职教中心就需依靠

本县的财政收入，然而本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财政经费往往不足以应对个别天灾人祸，故经常入不敷

出，能划拨到职教中心的经费屈指可数。近来虽然国家对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学生实行了减免学杂费政策，

但是在培养一个学生的总体花销中，学杂费仅是冰山一角，仍不能帮助家长们摆脱真正的贫困。 
从政策制定上来看，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首先根据现行政策来看，洛南县尚未强制规定无法

进入初中毕业生必须进入职教中心求学，因此部分家长便可“钻空子”，即使子女无法进入普通高中，

其也会想方设法地将子女送入省城的职业院校就读。这一政策性漏洞就对职教中心的招生问题产生了较

大阻碍。其次，关于职业教育，尤其是县级职教中心毕业生的就业政策不明确，一部分不愿意继续升学

的学生很可能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现状，县域职业教育的就业政策不完善，没有与企业达成一致，

毕业生的就业形式严峻，使得家长们对职教中心以及职教中心学生们的未来丧失了信心。最后，师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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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制定有利于引进高水平师资的政策，吸引人才，对愿意在此地就业的教师

给予财政性补助，要“引得进人才，留得住人才”。 
3) 县域职教中心专业与本县产业融合难度大 
洛南县经济欠发达，产业力量薄弱，就业吸引力不强，劳动力大量外流，职教中心扮演的是劳动力

转移的角色，然而本地政府从职教中心的发展中获利较少，因此对于职教中心的规划往往是扩大规模，

而非实行产教融合。 
该地的主要经济体系是农业，人才吸引力不足，大多数劳动力依靠在外务工获得收入。如果县域职

教中心依据实际，与本地的产业相契合，开设大量涉农企业，可能对于本地农业发展会产生长远功效，

从而可促进本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会使得学生毕业后与社会脱节，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无异于会

削弱部分学生的当前利益，甚至断送一些学生的前途。 

3.2. 自身因素的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受到内外因的制约，外部因素会对事物发展起到制约作用，但是内因才是事物

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缓，不仅仅受到来自外部因素的干扰，更多地是自身因素

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学校办学思想方向不清晰明确 
办学思想是学校依据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结合实际针对本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

怎样培养人？”的回答，即学校认可的办学途径、办学目标、办学模式等。它和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

育目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所差别。办学思想是是教育思想的物化形态，从侧面体现教育思想。 
洛南县职教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人云亦云，盲目屈从于国家政策，没有形成一套自身独特的办学思

想。在办学途径上，该校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校长负责的途径；在办学目标上，洛南县职教中心和普通

高中不一样，它没有升学压力，也没有明确的要将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思想；在办学模式上，其办

学途径与普通教育无异——“课堂讲授 + 课后实习”，没有充分体现本校特点。 
2) 学校专业设置与主体产业脱节 
本校的专业都是依据社会的发展潮流设立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体现时代的进步性，但是涉农

专业相对较少，与本地区的产业严重脱节。例如部分农民从事烟草种植，却苦于缺乏科学的烟草种植技

术以及烤烟技术，导致烟草产量较低，并且大量烟草易被虫蛀；抑或农户们种植赖以生存的粮食——玉

米时，至今仍然采用人工播种的方式，机械化生产与本地区的农业似乎格格不入。然而该校在专业设置

上并未密切关注当地民生之所需，专业设置与当地产业的适切性不高。 
3) 师资水平与教学需要难以匹配 
县域职业教育中心所处的环境恶劣，而且薪资待遇不高，很多高水平教师都不想来本地工作，认为

在此地会影响自身专业发展[6]。来县城任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们往往需要克服

畏难心理。因此，致使该校的教师研究生人数较少，有的老师虽然去了，但是待一段时间就想离开，所

以就造成今天研究生比例偏低，师资力量薄弱的尴尬局面。 
同时县域职教中心的孩子基础都比较差，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吸引力要求相应的会更高，因此

有很多的老师都不喜欢来此任教。学生发展对教师能力日益增长的需要与师资力量本身薄弱所带来的矛

盾渐趋扩大，师资水平与教学需要难以匹配也是导致职业教育中心发展的另一重大因素。 

4. 多措并举：洛南县职教中心的发展策略 

鉴于目前职业教育中心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因制约因素比较复杂，采取多种举措来发展县域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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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迫在眉睫。因为需要改善工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流动性，职业教育机构有义务确定要培养的技

能和科目，开办专门学校，培训高技能工人以满足社会需求[7]。针对上述职教中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

系列问题，笔者建议从政府扶持、合理设置专业、明确办学理念、转变群众观念四个角度来审视洛南县

职教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 

4.1. 加大对职教中心相关扶持力度 

培养新型职业人才是立足于职业教育前沿，发展本地经济的重要举措[8]。在调查中发现，县域职业

教育中心发展的问题仍旧较多，因此，国家首先应当发挥自身“有形手”的作用，加大对职教中心的扶

持力度。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大力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深化职业教育中心改革创新[9]。 
继续执行和改进支助政策，例如免除学费。实施和改进国家职业教育中心奖学金和学费减免政策，

提高职业教育中心农业专业学生的比例，制定优惠扶持政策，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加强各农业部门与职

教中心的联系，促进城乡职业教育院校共享资源，为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机会和

就业资源。 

4.2. 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设置专业 

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在区位、师资、信息等方面都不占据优势。在专业设置上要立足当地实际，开设

特色专业[10]。以洛南县职教中心为例，其所处的洛南县既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那么在专业设置上就

应向涉农专业倾斜。 
为本地区农业发展提供智力基础，涉农专业的学习能够切实地应用于当地经济中来[11]，并且要坚决

摒弃“小而全”的专业设置理念，防止造成多而不精的劣质发展模式。同样，在其他县域职业教育中心

的专业设置上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设置，设置能够推动当地支柱性产业的对应性专

业。 

4.3. 明确县域职教中心的办学定位 

县职业教育中心必须立足当地，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对于县职业教育中心来说，不能追求高大上。

县职业教育中心是基础职业教育机构，是职业教育的基础阶段，必须坚持促进就业和发展服务。职业培

训中心的毕业生可以根据其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直接工作或继续学习并重新就业。甚至毕业后，可以在

外地工作，或者增加指导和支持，鼓励回到家乡工作。 
对于许多儿童来说，获得适合其天赋的学校和职业教育是教育的基本准则，教育是以天赋为基础的。

职业教育的学生是特长学生，如果进入普通中等教育机构学习，就会损害他们的人性并丧失技术能力。

区域职业教育中心的任务是为适合职业教育的当地青年提供职业培训和有效就业，并为各种类型的教师

提供培训。 

4.4. 通过宣传转变群众传统观念 

对于当今社会而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教育领域的不同形态，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近日，我国

的《职业教育法》进行了“大修”，力图巩固职业本科教育的地位，为职业教育升学提供一定途径，让更

多学生在职业发展上大有可为[12]。显然，改善职业培训和促进数亿高技能和技术专业人员的建设已成为

优先事项，特别是在减少结构紧张和促进高质量就业方面。此外，订正草案明确指出，职业培训是促进

多样性、转让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和促进创业的重要手段。 
但是，仅仅强调职业培训和普通教育具有不同的教育水平和同等的地位是不够的，只是明确界定职

业培训的法律地位，更不用说对社会各阶层、公众意识和选择的影响。职业培训、立法只是消除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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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职业偏见的第一步，还需要大力宣传，破除公众心中的陈腐观念，使得发展职业教育的理念深入

人心。 
当然，宣传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首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科技手段，例如短视频、微博、微信

等传播媒介。其次，效果最为显著的当属张贴海报、条幅等，利用口号、宣传语的形式，让职业教育真正

深入人心，从而促进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向前推进。 
总之，职业教育是教育领域必不可少的一个子系统，它和普通教育只是类型的差别，而非等级的划

分。县域职业教育中心是偏远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主阵地，对于维持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控制辍学率、

减少社会闲散人员流动量、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等具有重大意义。县域职业教育中心的发展是当今农村教

育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时代课题，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因此，发展县域职

业教育中心的任务刻不容缓，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政策的扶持，也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让县域职业教

育中心的光照亮每一个有志于成为职业技能型人才学子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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