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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7月，我院组织了一批教师组成职业教育考察团，赴台

湾进行交流考察。通过零距离接触台湾经济社会，尤其是台湾的职业

教育，增进了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拓宽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很

受启发。

一、台湾职业教育的主要特色

    台湾是在上世纪 60年代后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

洲四小龙”之一的， 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放缓，但整体发展水平仍

比较超前。2013年台湾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1067元，大陆18311元。

在台湾经济腾飞过程中，台湾的职业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适

应经济发展、植根传统文化，不断革新自身，形成了有别于德国、美

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台湾模式”“台湾特色”职业教

育。

（一）体系完备，层次衔接

需要说明的是，大陆说的“职业教育”台湾叫“技术与职业教

育”，简称“技职教育”；大陆说“高职”台湾也说“高职”，但

意思大相径庭，大陆说的“高职”是高等职业教育，台湾说的“高

职”是大陆说的“职高”，就是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在台湾，九年

义务教育结束后，学生有3条升学路子：普通高中、中职学校、5年制



专科层次高职学校。普通高中毕业后， 学生的主要升学目标是学术

型的4年制本科大学。中职学校毕业后，学生可依据其成绩升入应用

型的4年制本科大学和2年制的专科层次高职学校。应用型本科大学

毕业后，还可报考职业教育类的硕士研究生，直至博士研究生。在台

湾，与普通教育体系平行发展的独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形成。

（二）普职并重，以职为主

    这主要是从办学规模和学校数量角度来讲的。经过多年努力，伴

随着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台湾高等教育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

现了以办学术类大学为主向以办技职类大学为主的转变。资料显示：

2011年台湾共有163所高校，其中学术型大学71所、技职类大学 92

所。92所技职类大学中，科技大学46所、技术学院31所、专科学校

15所。高等学校的数量，技职类大学多于普通类大学；高等职业院

校的数量，本科多于专科。台湾的初中学生毕业后，有基本超过一半

的学生报考中职学校，这确立了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教育中的主体

地位。

（三）民办为主，公办为辅

    这也主要是从办学规模和学校数量角度来讲的。以桃源县为例，

私立职业学校占到 65%。从全台湾来看，2011年台湾的163所高校中，

公办54所、民办109所， 私立学校占 67%。尽管私立学校占大多数，

但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上主动担责、积极支持。台湾实行中职教育全

免学费政策已经多年，但截至目前，普通高中教育还实行的是部分

免学费政策。



（四）升学为主，就业为辅

    大部分中职教育都是这样的理念和现实。无论是高级中学的职业

班，还是私立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主要去向都是升学，升学率甚至

都在 90%以上。一方面的原因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对技术技

能型人才需求的层次也高，需求中职毕业生的岗位少。另一方面的原

因也有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做法适应了传统的东方价值观，满

足了老百姓对子女的升学心理需要，提升了职业学校的地位。

（五）学生为本，重视技能

主要体现在：一是以学生为本，注重养成教育。比如一些职业院

校，都强调以关心、爱心、耐心，心心相连的“三心”为基础，以严

教、严管、严考，严而不苛的“三严”为方法，使学生养成守时、守信、

守法的“三守”精神。有的学院强调人文、创新精神， 特别注重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二是强调对学生技能的培养。我们所到学校，

都实行了“一证（一张毕业证书）多照（多张相关职业证照）”，

所有学生通过学校的技能培训，在毕业时都能具有多种职业技能，

适应多个工作岗位要求。三是倡导校企联合，走校企合作道路。我们

考察职业院校都开展了深度校企合作。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学校共

享了企业资源，企业共享了职业院校的资源，将学生的学习环境扩

展到工作场所，学生在校期间就练就了符合企业要求的技能，显著

地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六）文化育人，重视品德

    台湾的职业院校既注重对学生传授知识，培养实践能力，也注



重通过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所到的职业院校特有的校园文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一是“创办人”文化。二是创办人职业教育思想文化。每到

一所职业院校，我们都能看到创办人书写的一系列职业教育理念。这

已经成为职业院校共有的一种文化特质。职业院校普遍把德行考核成

绩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主要依据，明确规定德行考核成绩不合格不

予毕业。职业院校还非常重视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把学生参加社

团活动的次数、时间、表现作为德行评价的主要依据，其主要目的是

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的文明诚信、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等。

    三、台湾职业教育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

    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台湾在发展职业教育上先行一步

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更加重视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作用最直接的一种教育

类型。过去德国人说职业教育是他们国家成为工业强国、制造业强国

的秘密武器，从这次台湾之行来看，职业教育同样也是台湾经济腾

飞的秘密武器。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台湾教育结构，无论是高中阶段教

育还是高等教育， 直至本科教育，从规模上早已是职业教育唱主角

了。台湾职业教育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

动者，有力支撑服务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我省要打造经济升级版，

加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实现从劳动

力大省到强省的跨越，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更加重视职业教育。



（二）加快普通本科的转型发展

    从规模上看，台湾的本科教育早已从学术型学校为主转为应用

型学校为主，并且两类学校界线明确、功能明确，已经很成熟，与经

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相当匹配，教育的效益、效率也相当高。反

观我们的本科教育，实际上是在重走台湾的老路，一股脑地在办学

术型学校，应用型本科还在起步阶段，甚至一部分人还在犹豫、彷徨。

吸取台湾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

省政府的相关要求，加快普通本科转型发展。本科转型发展问题，实

际上也是我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牛鼻子”问题、打破“天花

板”的问题。没有相当一批普通本科转型为应用本科，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实现一批普通本科转型发展，是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的标志性工程。

（三）积极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相比台湾职业教育，我们的职业教育过分强调“就业导向”，

排斥“升学导向”，职业教育基本为终结性教育，中职生、高职生升

入高等学校的数量较少、比例较低；高职招收中职学校对口升学考生、

本科院校招收专升本学生的数量较少；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尚未取

得突破，研究生阶段的职业教育基本是空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成人教育之间还没有真正地沟通，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普通大学

学习、成人教育的学生继续职业教育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我们

必须转变观念，改变过分强调“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观，树立

“就业与升学并重” 的职业教育新观念， 加大改革力度，在中等



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学历教育与岗位技能培训、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之间建立联

系，尽快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 并与其他教育

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人才成长“立交桥”。

（四）更加突出质量和特色

注重质量和特色是台湾职业教育的普遍特点。他们以学生为本、

突出技能、文化育人、重视品德的一系列关注质量和特色的做法， 对

我们很有启发。职业院校的“三心”“三严”“三守”“一证多照”、

校企合作的理念和做法，对我们更具借鉴价值。

（五）加强豫台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

    一是要加强对台湾职业教育的研究。台湾的职业教育发展超前我

们一个阶段，加强对台湾职业教育的研究，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

分析他们的教训，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二是要加强对台湾职业教育

“育达模式”的借鉴与推广。“育达系” 职业院校办学60年长盛不

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积累了一整套经验，很值得我

们研究、借鉴。三是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减少，台湾职业教育出现

“资源过剩，生源不足”的现象， 我们也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形式，

让一部分广东学子享受到台湾的优质职教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