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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要求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一再阐发劳动光荣、尊重

劳动者的观念，第一次在教育方针中正式加上“劳”的

内容、丰富了党的教育方针，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快发

展职业教育。习近平的劳动观、人才观、发展观与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脉相承，在继承中有了新发展。 在

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面临复杂而任务繁重的形

势下，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梳理和研究劳动、劳动教育和职

业教育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教育，特别

是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

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劳动、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递进融合发展的

历史逻辑要点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是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对于

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来说是一个理论枢纽，是联

系三个组成部分的中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

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的基础。研究表明，马克思

的劳动观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

值“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石。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劳

动观， 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

律，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

的思想体系”［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马

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

锁钥”［2］254。 根据这把“锁钥”，我们在梳理劳动与生产

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同时，梳理劳动、劳动教育和

职业教育递进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要点，最后归结劳

动、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要点。
（一）劳动光荣，要把劳动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

要内容

劳动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

需要以及实现自身全面发展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
因为劳动，历史上人类实现了猿和人的分野，使猿变

成了人。 达尔文运用生物进化论原理，系统说明了人

类起源和形成的自然历史。但达尔文只是从纯粹生物

进化的观点考察人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说明人类是怎

样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马克思和

恩格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再谈到人类的社会本质

以及劳动在人类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在1876
年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明

确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劳动创造人的原理。他指出，“劳

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

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

了人本身”［3］。
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无与伦

比的地位。 不仅如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 人类要

生存就必须有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资料和生产

资料。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

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2］368。生产过程就是

劳动过程，因此劳动与生产活动密不可分。 在原始社

会，因为生产力的低下，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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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包括老人和小孩，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劳动的必要

性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生产

力的发展，物质资料逐渐丰富，一部分社会成员得以

脱离直接生产过程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而且随着脑

力劳动者数量的不断增多，鄙薄生产劳动及其劳动者

的社会观念才逐渐形成。
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唯物史观出发，强

调：“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

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 他还指出：“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号召

“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

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这些重要思想，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劳动思想新境界。习近平还在党的教育方针

上，首次明确了劳动内容。他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

上的讲话中发展了党的教育方针，将教育方针科学地

表述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劳动光荣，在我国开

展劳动教育就有着充足的必要性，以此让全体学生从

小就养成热爱劳动、积极劳动的良好习惯，达到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的

要求。 因此，我们应把劳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宗旨

之一，贯穿于教育教学全程。
（二）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技术技能，促进生

产力发展

生产过程有两个基本要素：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过程就是生产劳动。生产过程的第

一个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

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人们用来传导自己体力和脑力

的一切物质资料，主要指劳动工具，是劳动过程物的

方面。 工具是劳动资料中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将其

比喻为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劳动对象是人们将自己

的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东西，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自

然生成物，如原始森林、矿藏等；一类为人们加工而成

的产品，如钢材、日用品等。生产过程的另一个基本要

素是劳动力及其劳动。 劳动本身表现为生产劳动，是

劳动过程的人的方面。 在劳动过程中，物必须与人结

合才能发挥作用，其中人起着决定作用。 所有的物质

资料都是劳动者运用生产工具，带着特定目的作用于

劳动对象即进行劳动才生产出来的。当劳动者和生产

资料分离的情况下，二者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
在相同的劳动条件和强度下，劳动效率的提高或

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劳动者的操作熟练程度也就是

技术技能水平的提高。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

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4］52。 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是逐

渐地积累和加以丰富的，从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

不断地提高的。在企业相同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条件

下，劳动者操作越熟练或其技能水平越高，劳动生产

率就越高。
人类社会对物质财富的生产永无止境，对提高劳

动效率的追求也永无止境。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不

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增强其技术技能。由此可以看出

对现有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对新生代劳动者

开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事实上，从人类劳动史来说，
劳动教育和劳动技能的传授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始终

相生相伴。 生产的发展史就是劳动的发展史，也是职

业教育的发展史。
（三）适应工业革命发展需要，学校制度的职业教

育取代传统学徒制教育，实行标准化批量培养

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呈现快速发展，生产方式

较之传统手工业有了巨大变化。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是

机器化大生产，其显著特征是生产的专业化、精细化、
标准化、规模化。 所有这些特征的目标指向都是要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规模生产对扩大具备技术

技能的劳动者提出新的要求，传统学徒制的一个师傅

带一个或几个徒弟的职业教育方式在规模培养上已

不能满足需求。
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教育适应经济基础的重要方

面就是要用学校教育制度，以批量教育或批量培训的

方法来培养学生、传授技能。 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特

征，一是人才培养规格标准化，二是以班级为教学基

本形式，三是有专门的教师开展课堂教学，四是有专

门的管理人员开展如制定教学计划等的管理工作。学

校教育制度在批量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上的高效率使

传统学徒制相形见绌。学校教育日益成为社会教育的

主导形式、主流方式。 即便在现代条件下所开展的现

代学徒制，也是学校教育制度，只不过将实训环节更

多地交由企业负责。
（四）适应社会分工细化和产业结构变化，职业教

育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人类社会伊始，生产力极其低下，所有具备劳动

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从事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

的直接的物资资料生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

料在满足直接生产者需要的前提下有了剩余，在此基

础上分工发展起来。社会分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促

进作用巨大。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

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5］分工

意味着劳动的专业化，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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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活资料的渔猎、农耕业与

通过二次加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行业的分野；
分工使不同行业的劳动者有了交换彼此劳动产品的

需要，实现了生产与交换的分野；分工使一部分社会

成员得以分离出直接物资生产领域，专门从事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工作；分工还实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

动的分野，社会出现了专门的管理人员、科技文化人

员，也出现了专门的教育工作者。就是说，随着生产力

发展和物质资料的逐步丰富，人类的生产形态形成了

三次产业，彼此相互促进。三次产业的并存、分工的不

断细化，使社会生产形成种类众多的专业领域。 为适

应这种情况，职业教育需要分门别类地为各生产专业

领域培养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因此要加强职业教育专

业建设。
三次产业发展的结构变动有其自身规律，发展到

现代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小，第二产业次

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最大甚至超过一产和二产的总

和。 适应社会分工细化和产业结构变化，职业教育要

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职业教育需要及时调整专业结

构，定期修订专业目录。以我国现阶段情况来说，第一

产业因为需要农业劳动者有减少趋势，职业教育要做

优一产专业，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我国要保持和加强

中国制造的优势， 第二产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职

业教育要巩固加强二产专业，培养更多实体经济技术

技能人才。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 2016 年首次超过

一产和二产总和，2018 年三次产业结构为 7.2∶40.7∶
52.2。 与美国第三产业近 80%的占比相比，我国第三

产业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职业教育要大力加强三产

专业建设， 即加强生产性服务专业以服务经济发展，
还要加强生活性服务专业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五）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并存，职业教育要有合

理的层次结构

无论现代产业如何发展，生产机器设备发达到什

么程度，传统产业哪怕是最传统的手工业，在很大程

度上是难以替换的。生产批量越大的产品越适合现代

工业特别是智能制造， 批量少的尤其是体现个性化

的、需要生产者施加个性创造的产品，则更适合传统

产业甚至手工业。 工业发达国家如德国，现在仍然有

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
我国是大国，情况更特殊，客观上存在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现有：东、中、西部区域发展

不平衡；企业技术水平高、中、低端发展不平衡；企业

规模大、中、小、微发展不平衡；企业投入资金密集型

和劳动密集型发展不平衡， 加上各地的文化差异，不

同地方、不同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在层次上就

有了区别。适应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各种发展不平衡现

状，职业教育需要有合理的人才培养层次结构，既要

有培养初、中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也要

有培养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专科职业教育，还要

有培养具备更多研发能力的技术人才的职教本科和

应用型本科教育。 如果更进一步，还要建设和发展职

业教育专业硕士、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
（六）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生产方式变化，职业教育

要转型升级

在劳动过程中， 工具是人四肢的延长和加强，工

具的运用不仅能节省体力还能有效地提高劳动效率。
生产工具的发展状况是人们生产活动水平的重要标

志。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

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

产”［4］204。从工具进而到机器设备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技

术的发展进步。 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而且越是被广泛

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工业革命，人类的生产方式完成

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其标志是

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

手工生产。 迄今为止已爆发了三次工业革命，以智能

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中。邓小平同

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

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

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

的必然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劳动者的劳动

和实践分不开，或者说劳动者的实践促进了现代科学

的产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他的重要著

作《全球通史》中论述了这种情况。他分析了第一次工

业革命在欧洲出现的原因，认为这是文艺复兴后学者

与匠人结合的结果。他说：“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

者联合起来。 知道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
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

今日的支配力量”［6］254。他还说：“若无西欧的缩小匠人

与学者之间鸿沟的有利社会环境，人类学识上的这些

成果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6］255。与斯塔夫理阿诺斯

的观点相印证，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两大技术成果

的发明人， 即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和发明纺织机的珍

妮，都是出师于学徒制培养的英国工匠。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产业

实现了不断升级。生产劳动中简单技能岗位有减少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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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综合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成为社会需求的主

流。职业教育需要随之转型升级，要加强基础课教育，
让学生拥有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注重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还要适时调整培养规格，实现从岗位到岗位群、
从专业到专业群的转变，加强综合型、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
（七）劳动、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的逻辑链条

尊重劳动者要成为全社会的观念， 成为社会共

识，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之一。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
一个国家的国民中从事学科性工作的人数较少，大多

数需要在一线劳动岗位工作。 如果大多数国民所从

事、 所赖以生活和发展的劳动职业受到社会的鄙视，
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下，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迟早会

遇上瓶颈。 因此，树立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先进理

念，才能使全社会充满正能量，才能不断增进社会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才能建设和谐社会。
劳动是光荣的，劳动教育就应该成为国民素质教

育的重要内容，面向全体新生代。 劳动教育是克服鄙

薄劳动、轻视劳动者、树立正确社会观念的重要手段。
开展劳动教育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所有新生代国民

完成劳动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也要继续开展劳动教

育，使热爱劳动、具备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基础劳动

能力成为学生基本素质之一。
与一般的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的普及版不同，职

业教育是劳动教育的专业版。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本

身就包含工作或劳动技能，是与劳动操作密切相关的

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一线从事专业

劳动、专业生产的技术技能人才，包括实体经济中生

产物质资料的技术技能人才，也包括服务业中提供生

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技术技能人才。 因此，职业

教育的劳动教育要与生产实践和专业发展结合起来。
二、以习近平劳动观、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完善

我国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指特定社会系统发展进步并达成其

目标的人们的能力总和。一个国家中有能力并愿意为

社会工作的经济活动人口，以及这些人口所具有的脑

力和体力、知识和技能的总和，构成国家人力资源。建

设和发展我国人力资源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遵循习近平的劳动观、人才观和发展观。

（一）国家人力资源有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两大

组成部分，同等重要

不能泛泛地谈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人力资源。如果

最抽象地划分人力资源的组成， 那么就有两大部分：
文化科学资源和技术技能资源。

文化科学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着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借鉴吸收，代表着发展

科学增强国家发展的后劲。技术技能资源的重要性同

样不言而喻，代表着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代表

着实体经济和服务业的高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只有

文化科学资源而没有技术技能资源的人力资源，是残

缺的、不完整不科学的人力资源，是不能够适应需要

的。 人力资源中的这两大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同

等重要。
现代条件下，劳动者的范围已经不限于传统的物

质资料生产领域，而扩展到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社

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等与实体经济不直接相关的领域。
他们都属于广义的劳动者。习近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认为无论是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劳动者还是生

产领域的技术技能劳动者，都是光荣的。 2005 年劳动

节前夕，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生本平等，
职业无贵贱”，还说“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

脑力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只要有益于人

民和社会， 他们的劳动同样是光荣的， 同样值得尊

重。 ”2015 年，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

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再次强调：“一

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

和鼓励。 ”［7］

（二）人力资源传承和积累的教育基础，分别是普

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同等重要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人力资源有其教育基础。自然

资源如果不开发可以在自然界中保留下去，但人的知

识和能力包括技术技能，要以教育来传承和积累。
人力资源中的文化科学资源的传承和积累，靠的

是普通教育，而技术技能资源的传承和积累，靠的是

职业教育。只有文化科学教育基础而没有技术技能教

育基础的人力资源，或某一教育基础强而另一教育基

础弱的人力资源，其传承和积累的可持续性会出现大

问题，同样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人力资源，也是不能满

足国家发展需要的。 习近平多次要求巩固基础教育、
加强高等教育。 我国教育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状，表现为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规模偏小、投

入偏少、质量偏差。习近平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强调指

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

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

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必须高度重视、 加快发展”。
2015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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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提高劳

动者素质，培养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 劳动者素

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 ”［7］习近平的

重要指示为我们加强教育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指明了方向。
（三）合理的人力资源的数量结构以一线劳动者

为主体，要给劳动者以尊严

我国是大国，有着完整的经济体系、科学文化体

系和社会体系，所有的就业岗位都应有尽有。 任何国

家就其职业岗位的需求来说，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
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等领域所需要的人数是较少的，
而在一线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占绝大多数。 2018 年

中国大陆总人口为 139 538 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为 89 729 万人［8］。 近 9 亿的劳动者，其中一线劳

动者又占绝大多数，如果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和创造力， 那么所迸发出来的建设伟力是无可估量

的。因此，给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以尊严，切实提

高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就会成为

丰富全社会物质财富，丰富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所必

需，成为国家发展所必需。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精辟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历史证明我们党能否夺取政权，能否巩固执政地

位，关键在于是否有稳固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

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执政的

群众基础是工人阶级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一再明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贯彻落实习近平这一重要

指示，关系到坚持我党的宗旨，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 因此，始终为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

利益而奋斗，树立劳动光荣的社会观念，给广大劳动

者以尊严，让发展成果与全体人民共享，关系到民心、
党心，更关系到加强和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人民的就业需要。就

业是最大的民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创业需要

就得让他们有就业创业的本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提供的数据，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 1.65 亿

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21.3%，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

4791 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6.2%［9］。 我国劳动者大

军中技术技能人才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建设社会主

义强国、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大问题。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

上，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贯彻落实

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具体到职业教育领域，我们应该

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发展职业教育。我国劳动力总量过

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 我们当前不缺劳动力的数量，
缺的是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大军。因此，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就成为体现我党为人民服务宗旨

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重新界定基础教育的含义：劳动素质应成为

国民基本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办印发的《关于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

出，“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 这是在国家层

面第一次提出基础教育办学思想要有工匠精神内容。
基础教育的功能，一是为新生代国民打下必要的文化

科学基础，二是要塑造新生代国民的基本素质。 习近

平于 2016 年教师节在北京市八一学校看望师生时指

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要遵循青

少年成长特点和规律，扎实做好基础的文章”。如何理

解习近平所说的“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根据习近平

的劳动观和人才观，笔者认为包含新生代学生的劳动

素质。
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技术技能的含量和水平，是

其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技能基础，也是其重要的基础，
不可偏废。同样，一个社会公民，只有文化科学知识而

无工作和生活技能，属于功能性文盲，其基本素质就

是残缺的不合格的。 按照我国现行教育体系，新生代

国民中的文化科学基础的形成，主要由贯穿于包括普

通高中在内的基础教育阶段来完成。然而目前我国的

基础教育欠缺劳动和技能教育，或者说基础教育只是

让学生形成了文化科学基础，而基本素质塑造中的劳

动技能素质基础则缺位。
我国人力资源中的技能基础，目前主要由中等职

业教育来奠定。 初等职业教育，由于面向的是某些体

育、文艺专业学生和残疾儿童等特殊小众人群，不能

构成国家完整的基础性技能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在职

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其根本的依据，是我国在

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教育阶段，每年对数以几百万计

的新生代国民，开展初始的、系统的、完整的、大面积

的职业技术技能专业教育。正是每年输出的这一大批

技术技能人才，奠定了国家、民族的动手操作能力基

础，也奠定了技术技能基础。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和人口素质的实际情况来说，技术技能的学

习和积累，要从最基本的动手实践开始，从训练动手

操作最适合的年龄段开始。 这个最适合的年龄段，就

是高中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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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Wei
（Cent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Beijing 100026）

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s outlook on labor, talents and development is the guiding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especially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bor is the basis of production of material good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Labor is
gloriou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have relevant competencies for a labor post. In this context, labor education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and be accessibl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Unlike
general labor education, labor education provided b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upgraded to be more professional. In
conclusion, labor education provided by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bor; labor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s

On the Relation among Labor, Labo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我国长期以来将基础教育仅仅定义为幼儿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是存在认识上的偏颇

的。基础教育不仅要有普通教育，还要有职业教育。所

有适龄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既要接受文化科学教

育，还要接受劳动技能教育，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沟通。基础教育不能仅仅给学生打下文化科学基

础，还要打下技术技能基础。 国民基本素质中的劳动

素质塑造，要成为基础教育的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延伸地来看这个问题，普通高中学校和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同属于高中阶段教育，在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有着沟通与互补关系。这两

类学校既要开展文化科学教育，也要开展技术技能教

育，只不过普通高中侧重于前者而兼顾后者，中等职

业学校侧重于后者而兼顾前者。普通高中教育侧重于

民族后备动脑能力培养，中等职业教育侧重于民族后

备动手能力培养。 因此，如果我们从基础教育的最后

阶段即高中教育阶段塑造民族基本文化科学素质和

技术技能素质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中等职业教育也应

该纳入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范围。
（赵 伟，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编审，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 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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