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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阅读美文，会使人陶醉，会令人神怡，会催人奋进。
美文，多见于水木清华、未名湖畔、珞珈山麓、橘子洲头，在鼓浪屿的涛声里，在紫金山的雨丝中⋯
·一美文，是否也会钟情于职业教育呢？
读了张健的《职业教育的追问与视界》，答案是肯定的：美文，也属于职业教育！
　　不是吗？
作者写道，“对职业教育本真状态的‘上下求索’，对职业教育应然状态的审思把握”，自感“承载
着对职业教育那分沉甸甸的责任，怀持着对职业教育赤诚的情怀和执著”，所以，“行走在追问的路
上”，致力于“使原本遮蔽的世界‘去蔽’，使模糊的存在‘澄明’，使隐约的自我‘敞亮”’，以
至于在看到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依然坎坷之时，却能领悟到追问之美，如“淙淙流淌、如斯而逝
的明澈溪流”；以至于在讴歌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之路前景光明之时，更能感悟到视界之美，要“
见别人难见之风景，读别人忽略之蕴意”！
　　作者张健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主编，多年来为学院每期学报撰写“卷首短论”，也经常
在多家期刊、报纸上发表教育短论。
从中遴选出100多篇文章荟萃而成的这本职业教育随笔，可以说，篇篇皆美文。
　　全书由六部分组成，如果说“职业教育的追问”是探索的反思，那么“职业教育的视界”则是探
索的疆域；如果说“职业教育教学的感悟”是改革的心语，那么“职业教育学习的变革”则是改革的
行动；如果说“职业教师的境界”是涵养的张扬，那么“职业教育心性的修炼”则是涵养的升华，百
篇美文，相互映照，纵横捭阖，金相玉质，彰显了作者出色的语言功底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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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教育的追问与视界》共由“职业教育的追问”、“职业教育的视界”、“职业教育教学的
感悟”、“职业教育学习的变革”、“职业教师的境界”和“职业教育心性的修炼”六个部分组成。
每个部分由数量不等、但题旨相近的一组文章类聚而成，每一部分之首皆配写了作者题写的按语，以
突神显魂、点睛显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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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健，男，1955年生，山东郯城人。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学报主编、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及课程论。
从教30年来，一直坚持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曾主要研究过修辞学、语文教学，后转为高职教育研究。
共发表论文近300篇，其中高职教育105篇。
有30篇文章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学术界》《教育与职业》《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华东经济管理》《黑龙江高教》《中国教育报》等核心期刊和报纸上。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2项，省级教学研究重点项目2项（均为三类），结题3项；教育厅人文社
科、省级教学研究一般项目（四类）7项。
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安徽省“建设职教大省”征文一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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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职教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现科学转向，完成从“增量”到“提质”的科学发
展，从“趋同”到“异质”的特色发展，从“知识”到“技能”的创新发展，从“做多”到“做精”
的品牌发展，从“分散”到“集约”的合作发展。
　　（一）科学发展：从“增量”到“提质”，要规模更要质量。
始于20世纪末叶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以强劲的后发优势迅速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9年的10.5％，增长到2009年的24.2％，增长近1.5倍，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的奇迹。
但由于发展过速，也造成了资金不足、设备短缺、师资匮乏、质量不优等一系列累积性的问题和矛盾
。
因而高职教育急需实现由“增量”到“提质”的转变，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由规模数量向质
量效益转变。
实现高职教育的“提质”，要高度重视质量问题。
质量是高职办学的生命线，是立身之本，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赢得社会信赖、人民满意的根本保证。
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关键在教师。
皮亚杰曾经说过：“有关教育与教学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总是与师资培养问题有联系的。
”教师是办学之本，教师是教育之根，本固则枝繁，根深而叶茂。
其“固本”和“深根”之法在于：一要提高教师的师能水平。
当下高职教师实践技能水平普遍比较低下，只会空讲理论，跟不上学生技能学习的需要。
因而急需通过企业实践的方式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尽快成为实践能师。
二要进行教法改革和创新。
即一定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化教学的老套路，采用适合于职业教育“教学做合一”、“理实一体化”的
模式施教，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真正成为既高素质又高技能的“双高”人才。
三要重视教师的师德和教风建设。
使教师成为热爱职业教育、心系学生、敬业乐教的师表典范，而不是一心只想着自己如何经营第二职
业，挣大钱、捞外快，成为应付教学、糊弄学生的人。
总之，只有教师的业务与道德素质提高了，教育质量的提高才能得到保证，才能实现“高职”也要“
高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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