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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国家正在加强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建 设，部 分 地 方 本 科 院 校 已 开 始 了 向 应 用 技 术 高 校 的 转 型 试

点。文章从国际的视野分析了技术技能对社会发展的巨 大 作 用，从 国 内 历 史 的 角 度 揭 示 了 技 术 技 能 为 什 么 没

有发展壮大的成因，阐释了技术技能积累的意义。最后，文 章 分 析 了 学 校 在 技 术 技 能 积 累 中 的 作 用，提 出 了 应

用技术高校的建设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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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２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引导一

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５月２
日颁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以下简 称《决 定》），６月１６日 教 育 部 等 六 部

门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６月２３—２４
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在 京 召 开。因 此，２０１４
年称得上是一个职 教 年。《决 定》提 出 要“制 定 多

方参与 的 支 持 政 策，促 进 技 术 技 能 的 积 累 与 创

新”［１］，《规划》提出要“创新校企协同的技术技 能

积累机制”。技术技能积累是一个新词，笔者根据

参加有 关 文 件 起 草 工 作 的 体 会，谈 一 下 自 己 的

看法。

一、技术技能的力量

科学 的 重 要 性，其 实 已 不 用 再 赘 述，我 国 自

１９９５年就开始实施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只是，

当我们把科学技术放在一起，形成了“科技”一词，

就开始有问题了。多年来，我们把科技 水 平 等 同

于论文发表，结果是国人发表的论文数早已位 居

世界第二，但我们却不敢自诩为创新 型 国 家。另

外，传统文化长期重学轻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并“学而优则仕”，导致仕高于学、学又高于

术，术成为下九流。尽管说的是传统，但当今独生

子女家庭，哪个不是望子成龙、望女 成 凤，谁 又 愿

意让自己的小少爷、小公主去学技 术 技 能 呢？结

果使职业技术教育沦落为末流的教育。

科学是找出自然界已有 的 规 律，用 数 学 或 其

他方式总结出原理、定律、公式，是发现；技术是科

学的应用，是人们用已知的原理创造出新的 物 件

来为人服 务，是 创 新。因 此 科 学 是 精 练 的，是 少

的，有唯一性；技术是广泛 的，是 多 的，有 多 样 性。

当今世界，哪有那么多的科学问题让学者去研究，

科学复杂性的上升又不是每个人想研究就能研究

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是需要条件的。技术则不然，

技术问题是大量存在的，只要有人的需求就 有 技

术问题，技术关乎人的生活质量、社会发展和国家

强盛。而技能是作为个体的人，完成 某 项 任 务 的

操作活动方式和心智活动方式，是能力表现 的 手

段，因此也是生存的必须。

科学无国界、技术有壁垒。因此，很多时候技

术的重要性高于科学，因为科学原理是公开 的 而

技术手段是保密的。技术是生产力 的 实 现 方 式，

技术强才能国家强；技能是技术成为产品的 实 现

方式，技能强才能产品好；而科学是 技 术 的 支 撑。

技术技能反过来又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先进国家，非常重视科学，因为它要保持领头

地位；后发国家，更重视技术，因为它 要 先 缩 小 与



发达国家 的 距 离；而 所 有 的 国 家，都 重 视 技 术 技

能，因为它们是现实的生产力。日本在“二战”后

就是先经由技术立国战略，走向复兴，而后才开始

实施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的。

这是一个技术技能立国回归的时代。美国在

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重振制

造业战略，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劳 动 力。德 国

因为其强大的实体工业支撑和严谨的技术技能人

才成长环境，得以成为欧洲经济的领 头 羊。笔 者

到瑞士考察，问起为什么瑞士的职业教育那么 发

达，瑞士人告诉我技术技能是安全的 保 障。在 威

尔士，卡 迪 夫 大 学 的 校 长 告 诉 我：教 育 要 针 对

工作。

“应用”可以成就出研究型大学。美国著名的

威斯康星思想，把整个州作为大学的校园，州需要

什么教授就做什么，这就是高等教育的社会服 务

功能，研究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结果出现了

密集研究型大学。英国的华威大学，为１９６５成立

的新大学，没去走传统大学的老路而提出“不向政

府要钱而向市场要钱”，从被指责为“被工业占领”

的大学到被赞誉为 “适应时代需求”的大学，获得

了极大的成功，目前在全英国大学中排名已到 十

位左右。欧洲大学“冰河期”之后出现的新型社会

组织———技术学校，经过数百年的进化，慢慢地它

们在德国成为工业大学，在法国成为工程师学校。

瑞士在距今１６０年前建立了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

大学———联邦理工学院，目 前 它 已 成 为 世 界 一 流

的研究型大学。反观我们，经济发展的 工 业 化 尚

未完成，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提出要走新 型

工业化的道路，其中的制造业是强国的基础，更须

注重技术技能积累。

二、中国传统的技术技能为什么没有成长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 举 世 瞩 目 的 四 大

发明和历朝历代的能工巧匠，但近代却被西方 列

强应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技术制作的火枪、

利炮、坚船所打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 也 曾 经 提

出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曾建立起工人 大

学、农民大学，为什么它们没有演变为研究型大学

而是后来消失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技能主

要是经验传授、技术没有上升为科学原理，因此未

能实现有效的技术技能积累。

先说技能。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其实大部分是手工行当，现在很多都失传了。

过去技能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师傅带徒弟，是 经 验

的传授，但 又 怕 教 会 徒 弟 饿 死 师 傅，因 此 要 留 一

手，独门秘诀更是只传后代且传男不传女，结果是

不断创新、不断失传。看电视鉴宝类节目，经常为

一些绝世物件制作工艺的失传而感到惋惜，几 千

年的文明史常常靠考古、掘墓成就 来 展 现。再 来

看中医药学，有人将其誉为国粹，望 闻 问 切，其 实

经验的成分很大，也是一种技能，越老的中医让人

越感可信，但 道 理 是 什 么 好 像 也 是 一 笔 糊 涂 账；

《本草纲目》迄今仍然是中药学的祖典，是李时珍

遍尝百草的结果，可后来的经典之 作 是 什 么？中

医药学院的教科书肯定是有的，但原理、药理清晰

精准吗？

再说技术。很多 技 术 也 是 失 传 和 消 失 了 的，

包括一些神秘配方。据说张衡的地 震 仪，究 竟 依

据什么原理制成，已完全不知道了，当代人只能依

据记载造出它的样子，但却完全不 能 工 作。按 理

说科技发达了，古代的技术应该很容易得到 还 原

和复制，但事实并非如此。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视

技术技能为雕虫小技，匠人更是在社会的底 层 通

过手艺而维持生存，社会缺乏技术技能积累 的 土

壤，因此不能把技术技能提升到通用知识、原理层

面，更没有上升到数学公式的层面，科学也因此失

去了成长的土壤。举例来说：鲁班由 小 草 把 手 划

破而发明了锯，成为木工的先祖，后来木工盖房子

出现了“放大样”。这些还属于技能或初级技术的

手艺人阶段，尚没有科学原理的支撑，因此也很难

进一步发展。后来出现了勾股定律 数 学 计 算、力

学原理等，才奠定了建筑学的基础，摩 天 大 楼、跨

海大桥等现代建筑才能够产生。所 以，记 载 和 计

算是技术技能不断成长的基础。

三、技术技能需要积累

中国文明的知识积累是 丰 富 的，但 技 术 技 能

积累却 十 分 匮 乏。在 知 识 记 载 方 面，有《论 语》、

《孟子》、《大 学》、《中 庸》和《诗 经》、《尚 书》、《礼

记》、《周易》、《春秋》等 儒 家 经 典 书 籍，有 法 家、道

家的学说，有《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鬼谷子》等

兵书战略，有《吕氏春秋》《资治通鉴》《贞观政要》

《史记》等治国之道，有《百家姓》、《千字文》、《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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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增广贤文》、《梦溪笔谈》、唐诗、宋词、元 曲、

明清小说等，还有《周 易》《黄 帝 内 经》。中 国 在 文

史哲领域的知识浩如烟海，清乾隆年间，编撰起中

国历史最大 的 丛 书《四 库 全 书》。孔 夫 子 述 而 不

著，照样成为人世间最伟大的思想家。

然而，我 们 对 技 术 技 能 的 记 载，却 是 少 之 又

少。其主要涉及的是医药学、炼丹术，还有就是农

业、兵器方面的知识。许多技艺的东西，鲜有文字

记载。另外，更主要的是，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因而信命、信玄学。大量的技术技能没有上

升为原理、科学，因此难以积累，没有发展，直至萎

缩、失传。

知识大国，还 影 响 了 人 们 的 思 维 方 式———重

视记忆，故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学会唐诗三

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偷”之说，才出现科举考试中

五花八门的“小抄”作弊手法。所以，中国的封 建

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年复一年，那时候的学

问主要表 现 在 文 章、诗 赋 及 琴 棋 书 画 上，有 了 这

些，就可 以 受 人 崇 敬、风 流 倜 傥。在 为 人 处 事 方

面，讲究不确定性，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太极四

两拨千斤等。不能说明白，所以才博大精深，需要

参、悟。这些，与 现 代 科 学 的 理 念 其 实 也 是 有 冲

突的。

时至今日，它们仍影响着我们的教育。比如，

考试主要是考知识点的记忆，而对思维、技能关注

不够。英语考动词后面加“ｉｎｇ”还是加“ｅｄ”，考的

很多词除了考试时用，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用了，

因为要有区分度，结果造成哑巴英语、高分低能现

象。其实外语的作用主要是交流，相互 沟 通 是 第

一位的，很多时候能懂就行。年轻人的 聪 明 才 智

和精力都浪费在知识记忆上了，创造能力和实 践

能力成为重大缺陷。

过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靠记忆可以，现

在不行。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科学不断

发现、技术 不 断 更 新，都 需 要 创 新、传 承 和 积 累。

如果技术技能不能有效积累，社会的发展必然 是

粗糙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很难提高，科学也将得不

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技术技能积累 是 人 类 社

会向前发 展 的 必 然 选 择，能 够 改 变 自 然、改 造 世

界、造福人类，而积累需要科学的支撑，也 需 要 有

效的制度安排。

四、学校是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载体

教 育 是 文 化 的 产 物，学 校 是 文 化 的 栖 息 地。

高等学校肩负高深学问的教学、研究、服务等多种

社会职能，高深学问不仅包括各种各样的知识，也

包括原理的应用和技艺的传承。

当前，部分地方本科院校 开 始 了 向 应 用 技 术

高校的转型试点。这项工作，既包括 部 分 高 等 教

育的类型在发生变化，也体现一些职业技术 教 育

的层次得以提升。在类型上，高等职 业 教 育 和 其

他高等教育的重要区别是毕业生工作的变 化 性，

如职业教 育 面 对 的 是 相 对 固 定 的 工 作 场 景 和 对

象，专业教育面对的是需要不断解决问题的工作，

工程教育面对的是综合多样的工作；在层次上，关

键点是技术技能的复杂性，技术越复杂、技能越综

合，职业教育的层次就越高。

社会在发展，高等教育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

能推动 社 会 发 展 的 高 等 学 校 才 具 有 生 命 力。因

此，也许技术技能创新发展的中心不在学校，但其

整理、积累、传承的任务一定是学校的工作。这是

高等学校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规划》提出：要“制定多方参与 的 支 持 政 策，

推动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的联动，促进技术技能

的积累和创新”“规划建立一批企业和职业院校紧

密合作的技术技能积累创新平台，促进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应用，加快先 进 技 术 转 化

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因此，我们要 从 产 业 发 展

的高度，认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伟大意义，

加强技术技能积累机制和制度的构建。而转型中

的应用技术高校，应专注于技术技能的积累 和 应

用，遵循原理的理论教学和针对实践的技术 技 能

培训是其基本的育人模式，校企合作是其重 要 的

办学模式，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其 值 得

尝试的管理模式。

技术技能从民间的师徒传授到进入高等教育

的殿堂，标志着一个国家工业化文明的提升 与 进

步。我国目前正在进入经济产业结构重大调整的

历史新时期，文化传承、知识积累、科学发展、技术

进步，都离不开高等学校这一重要载体，通过这一

载体技术技能才会正式进入全民教育体系，才 能

沉淀为著作文献，藏之经典，惠及后 代，使 中 华 民

族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生生不息，走在世界现 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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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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