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教育社会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职业教育社会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4142405

10位ISBN编号：7504142409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王清连 等 著

页数：3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教育社会学>>

前言

　　凡接触过职业教育的人都知道，职业教育与各行各业的关系在各类教育当中是最密切的。
要了解职业教育，要举办职业教育，首先都要研究职业教育同社会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真切地认识这种关系是一门学问，建立这样一门学问亦需要做专门的研究。
河南科技学院王清连、张社字同志在“十五”期间承担的一个教育部重点规划课题恰是这样的一项专
门研究，题目是“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这本学术专著《职业教
育社会学》。
这在我国职业教育系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喜事。
因为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虽然有过许多把职业教育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
究和讨论的出色成果，但多为针对个别问题的专论，是相对片断的，而把“职业教育社会学”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如此系统的研究与构建，还是第一次，其意义非同一般。
　　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有句名言：“职业教育从本质上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
，就是社会化。
”他还说：“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
”这话说得多么通俗简明又富有哲理！
然而在职业教育实践中，我们常常深切地体验到，做到与社会密切联系是多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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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高度重视人的发展的前提下，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方位探讨了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关
系。
作者首先从社会人口、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经济增长、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等宏观视角，考察了这
些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呼唤、拉动、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从职业教育对社会和谐、社会进步、经济增长
，特别对区域社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和作用进行分析，然后对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应具备的
观念、舆论、政策等社会环境需求和现实情况进行剖析，研究职业教育与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相互啮合的密切关系，从而自然地折射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客观意义及其在现实生
活中的价值。
《职业教育社会学》一书是在继承历代前辈们的有关成果基础上形成的。
作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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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渐进性微变与职业教育分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渐进性的社会微型变迁可以说占
据了绝大部分的时程。
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力转化的过程。
所以，生产力的变革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变迁的显著标志。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生产力、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三大生产力形态
的转化过程。
以原始生产力转化为农业生产力而论，其相对意义上可以说是意义巨大的社会变迁，但是用人类社会
历史的整体视角来衡量，鉴于其变迁时程之长、界限之模糊、对当今的人类变迁的参考价值之久远，
仍可以归类于社会微变的范围之内。
而社会的渐进性微变不会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只能是在形式、数量意义上导致职业教
育不同层次上的分化，在由一次次的社会突变造就的发展平台上进行小修小补，职业教育的整体特质
基本稳定。
　　在原始生产力形态下，人类处在狩猎和采集经济时代，没有生产剩余，也没有阶级，生产和生活
方式都非常原始，是处于经济零增长和偶然的微增长的相对静止的社会状态中。
原始的职业教育活动，始于原始社会成员适应群体社会生活和群体生产活动的需要，这种教育活动是
在原始人群中、在生活实践过程中进行的。
通过这种活动向年轻一代传授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知识经验，使他们身心获得发展，成为社会生活
所需要的社会成员。
这种原始的职业教育活动，作为给予劳动者生存本领的知识技能，已经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具
有一定的目的性①，但还谈不上有严密的计划。
原始人群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
教育，是真正纯粹的“教育即生产”、“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与人类个体在强大的自然
界面前的生存与延续浑然一体。
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古籍中有很多记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
制耒耜，教民农耕”②；“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
号为后稷”。
在畜牧业方面，有伏羲氏教民猎渔畜牧的传说。
这时的手工业领域有原始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品，还出现了制陶、纺织、房屋建筑、育蚕治丝
等专门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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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凡接触过职业教育的人都知道，职业教育与各行各业的关系在各类教育当中最密切的。
要了解职业教育，要举办职业教育，首先要研究职业教育同社会到底存在什么关系，真切地认识这种
关系是一门学问，建立这样一门学问需要做专门的研究。
《职业教育社会学》恰是这样一项专门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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