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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旨在通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使示范院校在办学实
力、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办学效益和辐射能力等方面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专兼结合专业教学团队，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创建办学特色等方面取得
明显进展。
《高等职业教育示范建设理论与实践》由周建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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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成功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必然是合目的的。
只有那些符合并能最终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利益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和模式才会被各方认可、
接受。
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运作过程中，各利益集团，如职业院校、企业、政府、家长、学生、教师等从自
身立场出发，评价职业教育运行模式的价值选择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决定是
肯定、支持、服从还是否定、抵制某种办学模式。
当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一旦作为一种外部制度推行开来，就会有一种强制
力，至少对学校内部的教师及学生有强大的约束力和推动力，但如果这一办学模式不能满足学生、家
长以及教师的愿望和诉求，或者与他们的价值期待相矛盾，其推行必然受到抵制，效果不佳在所难免
。
也就是说，只有将职业教育各利益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引向与他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
的学校办学模式，才能得到行为主体的青睐。
再完善，再合理的办学模式，在其他国家（地区）再成功的办学模式，如果与行动者目标不具契合性
，其注定是海市蜃楼。
正如马克斯&middot;韦伯所言，&ldquo;参加者的社会行为方式，从事物的本质上讲，一般最符合他们
的正常的、主观估计的利益，他们以这种主观的看法和认识作为他们行为的取向。
&rdquo;　　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变迁　　（一）变迁的基础　　前文谈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
就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变迁而言，其基础是职业教育的办学传统。
教育传统内部蕴含的丰富教育经验材料以及教育规则，并不是任意积累成，也不是一连串杂乱五章的
偶然选择教育行为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它本身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各种教育制度选择的可能性。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改进、调整和创新都必须以已有的职业教育传统为起点。
可以说，既有的职业教育环境和职业教育传统，既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创新的基础，又是职业教育模
式变更所要改造的对象。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变迁与职业教育传统相结合，则二者两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变迁与职业教育
传统相克，则二者两害。
如果把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作为一种规则，一种制度的话，维特根斯坦的&ldquo;规则悖论&rdquo;很好
地解释了这一现象：&ldquo;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吗？
其实&lsquo;我们一边玩儿，一边制定规则&rsquo;，甚至还有这种情况，&lsquo;我们一边玩儿，一边改
变规则&rdquo;&rsquo;，即人们在行为中所要遵守的规则，恰恰生成于人们遵守规则的行动之中。
规则悖论其实道出了路径依赖的实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变迁的路径离不开对本国、本地区、本学
校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急于求成，无视职业教育生活的内在规律与传统，强行推出
各种&ldquo;创新&rdquo;的职业教育模式只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重大损失。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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