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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作为另一种类型教育的

规律与特点

层次中的类型

类型中的层次

姜大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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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原则



从一组已有的或新出现的相关职业或岗位分析入手，列出这些职业或岗位所需要的知识点、技

能点以及对工作态度的要求，再根据职业情境和职业能力的同一性原则，对其共同点进行归纳所形成
的教学门类。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专业”是对社会职业的“岗位群”、“职业群”所需的技能、知
识与态度的一种“科学编码”，是一种建立在职业分析基础上的教育“载体”，这就是所谓教育职业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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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

成为一个职业，是因为它
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
在工作的对象、方式、内
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
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

的独到之处。

一个专业之所以能够

成为一个专业，是因为它
具有特殊的知识系统，即
在知识的范畴、结构、内
容、方法、组织以及理论
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

的独到之处。

职 业 性 原 则

任何职业劳动和职业教育，都

是以职业的形式进行的。它意味着，
职业的内涵既规范了职业劳动（实际
的社会职业或劳动岗位）的维度，又
规范了职业教育（职教专业、职教课

程和职教考试）的标准。

基于职业属性的专业观 姜大源，2006



农艺 园艺 畜牧 水产

种植 养殖农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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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村职业高中专业划分过程 姜大源，2003



多元智能
基本结构

言语、语言智能
音乐、节奏智能

逻辑、数理智能

视觉、空间智能 身体、动觉智能

自知、自省智能

交流、交往智能

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

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

发现人的价值
发掘人的潜能
发展人的个性

基于多元智能的人才观 姜大源，2006

只是智力类型的不同
而非智力水平的高低



基于生命发展的基础观

基于建筑学的基础观 基于生物学的基础观

基础不是终身一成不变的
基础的形成是个发展的过程

基础不是事先完全打好的
基础的形成是个生成的过程

职业行动知识的掌握作为构建基础的核心
职业行动能力的培养作为扩展基础的重心

姜大源，2006



职业能力

方法能力 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

掌握技能
掌握知识

学会学习
学会工作

学会共处
学会做人

基本发展能力 基本发展能力基本生存能力

当劳动组织发生变化或者当职业发生变更的时候，

这种能力依然存在从而能重新获得新的知识或新的技能

关键能力

定位能力
素质—势能能力—动能

重在内化与运用
过程是其物化的情境

重在存储与积淀
条件是其物化的前提

心理准备、心理条件

基于能力本位的教育观 姜大源，2006



课程内容
排序标准

课程内容
选择标准

课程开发要素

姜大源，2005



学科整合的课程结构

学科体系的课程结构
主题导向的课程结构

行动体系的课程结构

姜大源，2005

课程结构类型



经验性
知 识

事实性
概念性
知 识

理解性
论证性
知 识

陈述性知识

过程性知识

姜大源，2005

策略性
知 识

线型思维—单向度

体型思维—多向度行动体系

学科体系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



行动体系学科体系

社会体系

科
学
性
原
则

情
境
性
原
则

人本性原则 职教课程
开发原则

陈述性知识：

书本（理论）

过程性知识：

经验（实践）

内化（哲学工具：批判性思维）：能力 姜大源，2003

学术型

技术型
工程型

技能型



模块化课程
(分化)

纵向组织为主
横向组织为辅

垂直叠加确定深度
水平组合确定广度

一体化课程
(整合)

横向组织为主
纵向组织为辅

核心延伸确定过程
径向扩展确定能力

课程发展指向

姜大源，2003



…

逻辑顺序—堆栈排列

姜大源，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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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容的完整性

内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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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n

内容2

内容3

内容1

…

工序1

工序3

…

工序n

工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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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顺序—圆周排列

融合

统合

综合
姜大源，2003

工作过程的完整性

过程整合



课程开发

学科体系 行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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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源，2003



学科体系 行动体系

学科知识系统 工作过程系统

知识构成要素：
范畴、结构、内容、
方法、组织以及理论

的历史发展

工作过程要素：
对象、方式、内容、
方法、组织以及工具

的历史发展

基于储备的课程 基于应用的课程

姜大源，2007



……

4

3

2

1

工作过程

（按照时间顺
序描述，尽可
能准确）

……

任务4

任务3

任务2

任务1

学生的学习任务
（尽可能准确）

数据处理

信息技术

会计基础

审计

经济实践

（应用文
等，商业
函件）

经济理论

行动体系课程（工作过程导向）

案例：小企业创业课程
姜大源，2003



控制系统

……

4工序四

3工序三

2工序二

1工序一

工作过程

（按照时间顺
序描述，尽可
能准确）

……

任务4

任务3

任务2

任务1

学生的学习任
务（尽可能准
确描述）

材料科学机械原理驱动系统

行动体系课程（工作过程导向）

案例：数控机床课程
姜大源，2003



专业制
图

社会学专业数
学

机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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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学卫生学化学学科

学

习

领域

食品技术工学习领域课程与学科课程对比（第一学年）

1.食品原料化验
2.食品与原料储存
3.食品品质检验与保证
4.（食品）生产设备清洗维护保养
5.（食品）经济与社会知识

姜大源，2003



学习领域1  汽车或各系统的维护与护理的检测和维修

学习领域2  汽车部件或系统的拆解，修理，装配

学习领域3  电工、电子系统

学习领域4  控制与调节系统的检测和维修

学习领域5  能源供应系统与起动系统的检测和维修

学习领域6  发动机机械检测和维修

学习领域7  电控发动机的诊断和维修

学习领域8  废气系统的维修工作

学习领域11  附加系统的安装
和调试

学习领域10  行走和制动系统
检修

汽车信息技术学习领域9  

动力传输系统检修

学习领域14  遥控系统检修和
安装

学习领域13  舒适驾驶和安全
系统检修

学习领域12  网络系统的检修

学习领11  附加系统的安装和
调试

学习领域10  行走和制动系统
检修

应用车型技术学习领域9  

动力传输系统检修

学习领域14  根据检验规则完
成检验工作

学习领域13  电气电液系统的
检修

学习领域12 信息检测技术与
网络技术应用

学习领域11  附加系统的补充
装备和调试

学习领域10  底盘和制动系统
的维护

轿车技术 学习领域9

动力传输系统的维护

学习领域14  根据检验规则完
成检验工作

学习领域13  车身，舒适驾
驶，安全系统的诊断和维修

学习领域12  网络化系统的检
测和维修

（德国）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汽车机电一体化工

姜大源，2007



德国劳耐尔教授等认为，
工作过程是“在企业里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

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是一个综合的、时刻
处于运动状态但结构相对固定的系统”。

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的名称和内容不是指向科学

学科的子区域，而是来自职业行动领域里的工作过程。

广义的工作过程指的是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动或

服务活动的顺序。狭义的工作过程则是指向物质产品生产的。
工作过程导向的目的在于克服学科体系结构化内容的学习

而有利于与工作过程相关内容的学习。

姜大源，2006



一个职业之所以

能够成为一个职业，
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
工作过程，即在工作
的对象、方式、内容、
方法、组织以及工具
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
自身的独到之处。

一个专业之所以

能够成为一个专业，
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
知识系统，即在知识
的范畴、结构、内容、
方法、组织以及理论
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
自身的独到之处。

姜大源，2006

专业科学 职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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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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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构

姜大源，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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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体系

重构解构
学科结构系统化 工作过程系统化解构重构

理论知识的总量没有发生变化，但其排序的方式发生变化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观 姜大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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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N



工作过程课程 ∑ 技能 价值

理论

技能

理论

理论
组合模块课程

学科体系课程

姜大源，2006

工 作 过 程
方案：任务、项目、

案例、设备…



工作任务 工作结果

工作内容

工作手段

工作人员 工作产品

工作环境

工作过程要素 姜大源，2007

工作对象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



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思想（理论基础）

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方案（实现形式）

任
务

项
目

案
例

设
备

实
验

课 程 体 系 姜大源，2007



实际的工作任务（基于工作过程的描述）

整合的工作任务（基于工作过程的描述）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教学分析）

工
作
过
程
导
向
课
程
开
发
基
本
思
路

姜大源，2005

普适性教材个性化教材

任务、项目、范例、实验、问题、设备



将调配后的处方进行分别包装，分发给患者，并进行用药指导

技能：指导患者用药、与患者沟通

知识：

发药5

中药鉴定学

中药炮制学

中医学基础

中药学

方剂学

药品管理法

对处方中及调配后的各付药中的饮片规格、药味种类、数量等方面
进行核对

技能：迅速准确判定中药饮片调配禁忌、称量、分剂量、捣碎程度

知识：判定中药饮片禁忌、真伪、质量、炮制的合格性

复核4

中药鉴定学

中药炮制学

对处方中的中药饮片进行调配，包括：分析处方应付品种、称量、
分剂量、捣碎、临方炮制等

技能：迅速准确完成中药饮片称量、分剂量、捣碎程度

知识：判定中药饮片真伪、质量、炮制的合格性

调配3

对处方中各种药品的总价进行计算

技能：准确迅速计算中药饮品价格

知识：

计价2

中医学基础

中药学

方剂学

药品管理法

对医生给患者开具的处方进行分析，审查其合理性，包括：用药剂
量是否合理、处方中有无用药禁忌、毒性药品及是否超剂量等

技能：分析处方调配禁忌

知识：准确定位处方功能主治

审方1

学科课程内容工作子过程内容及其能力要求工作子过
程名称

工作过程
序号

北京卫生学校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中药调剂学课程改革

姜大源，2006



子过程1—审方

1.通过中医学基础讲述处方涉及的疾病的知识
2.通过方剂学知识讲解处方的配伍特点
3.通过中药学知识讲解处方中药物的性味特点及

处方调配禁忌知识

子过程2—计价

子过程3—调配

子过程5—发药

子过程4—复核

通过模拟计价过程使学生提高计价速度与准确度

1.通过中药鉴定知识讲解处方中涉及中药饮片外观、
颜色、气味、断面等鉴别要点

2.通过中药炮制学知识讲解处方中各味中药的炮制
规格与炮制功效知识

通过反复观察加强学生对中药饮片的识别能力

通过模拟给患者发药的过程强化学生对药物及处方
性味功效的理解

姜大源，2006



传统教学体例

1. Word的启动与退出

2. 汉字输入

3. 文件的新建和保存

4. 文字的剪切、复制
和粘贴

5. 文字的修饰和排版

6. 页面设置

7. 文章的打印输出

8. 插入图片

9. 插入修饰文本框

10. 艺术字和自选图形

11. 插入和修饰表格

文文 字字 处处 理理 软软 件件

吕 品，2005



任务驱动式案例
（与工作过程相关）

• 任务1：输入一首诗

• 任务2：打印通知

• 任务3：图文声并茂的唐诗

• 任务4：设计电子报刊

• 任务5：编辑论文（书稿）

• 任务6：建立和群发学生成绩单

吕 品，2005



任务1：输入一首诗

知识点：word简介，汉字输入，汉语标
点，保存和打开文件。

泊船瓜州

王安石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吕 品，2005



任务2：打印通知

知识点：文字格式，排版，复制，粘贴，打印。

吕 品，2005



任务3：图文声并茂的唐诗

知识点：文本框，特殊符号，插入文件、图片、
艺术字和声音。

吕 品，2005



任务4：设计电子报刊

• 知识点：版面设置，页眉，页脚，页
码，超链接，电子报刊设计方法、规范。

吕 品，2005



任务5：编辑论文（书稿）

• 标题,公式,特殊符号,索引,页眉页脚,页码

公式

吕 品，2005



任务6：群发学生成绩单
子任务1：建立学生毕业成绩报告单（空）

• 知识点：建立表格，修饰表格

吕 品，2005



际的工作任务分析
（基于工作过程的描述）

整合的工作任务归纳
（基于工作过程的描述）

学习性的工作任务归纳
（基于工作过程的描述）

依据：基于职业资格标准、
方法：采用研讨（头脑风暴）等方式
地点：企业 +学校

人员：技术工人、技术员或工程师、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依据：基于认识规律排序：简单—复杂；单一—综合；低级—高级

方法：采用研讨（头脑风暴）等方式
地点：学校

人员：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

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材
（个性化、普适性）

依据：基于工作过程要素：工作任务—工作结果（工作对象、工作
内容、工作手段、工作组织、工作产品、工作环境）

方法：采用六步法（思维过程完整性：咨询、计划、决策、实施、
检查

形式：项目、任务、范例、案例、设备、实验、厂家等
地点：学校

人员：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依据：基于职业资格标准：
方法：采用问卷、访谈、研讨等方式
地点：企业

人员：技术工人、技术员或工程师、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

依据：基于认识规律编排：简单—复杂；单一—综合；低级—高级

方法：采用研讨（头脑风暴）等方式
形式：活页、工作页、手册、教师用书、学生练习册、课件等
地点：学校+出版社

人员：职业院校教师、课程专家、出版社编辑

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开发基本路线
姜大源，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