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 职业教育一直被人们视为一种远远低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

究其原因 固然有历史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条件的限制等因素 但是 对于职业

教育独立存在的 合法性 一直缺少理论层面的必要论证 也应该是一个极为重

要的原因 这里所谓职业教育存在的 合法性 指的是职业教育存在的独立性

和独特性在理论层面得到普遍的尊重和认可 职业教育存在的独立性意味着职

业教育既不是普通教育的附庸 也不是政治 经济 社会等领域的附庸 它具有自

身独立存在的特质和依据 职业教育存在的独特性意味着职业教育具有区别于

其他教育类型的自身特色和优越之处 职业教育存在的 合法性 所彰显的是职

业教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缺少了它 职业教育的现实存在将会变为无根的浮

萍 难以摆脱被歧视以及盲目发展的境地 若要论证职业教育存在的 合法性

就应该将研究的触角投注到职业教育本体论上来 因为职业教育本体论聚焦职

业教育本体 追求的是职业教育存在的 普遍性 指向的是职业教育无遮蔽的

本真 状态 其理论旨趣在于为职业教育 寻根 是人们理解职业教育的独特性

和存在意义的重要途径 能够为职业教育存在的 合法性 奠定普遍性基础

一尧前提性明辨院职业教育本体与职业教育本质的区别

要确认职业教育本体 就必须首先对职业教育本体与职业教育本质的区别

做出明确的辨析 否则 很可能仍然重复职业教育本质研究的既有思路与方法

摘要 职业教育本体不同于职业教育本质袁它是更为根本的职业教育存在袁具有终极性尧永恒
性和超越性遥 这三个一般特性只是对职业教育本体的抽象把握袁若要获得对职业教育本体的
全面理解袁还需要考察职业教育存在的具体状况遥 职业教育存在呈现为理想之维和历史之维
两个基本向度遥 以职业教育本体的三个一般特性来观照这两个基本向度袁可以揭示出职业教
育存在的具体普遍性袁这便是职业教育本体遥 职业教育本体是教育允诺与人的技术生存的统
一袁它的最终确认将为职业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奠定普遍性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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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无法真正揭示职业教育的 本真 状态

事物的本质一般是指组成事物的各个要素之间 必然的 普遍的 内在和稳

定的联系 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点 咱1暂无论是在西方哲学的视域
中 还是在我国哲学家的论著里 本质都被认为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 只有

通过观察者的 看 才能发现它 即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于事物的本质 我

们可以达成以下两点共识 其一 本质绝非 像本质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恒定不

变 倒是可能随着认识者的需要和认识能力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咱2暂其二 事物

的本质还受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反映的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事物内部因

素之间的联系 由此两点所决定 事物的本质并非是普遍 必然的永恒 定在

正因如此 事物的本质并不能成为 事物之为事物 的终极论证依据 只有进一

步诉诸于 本体 才能实现对事物的终极解释 本体即事物的建基 即根据 而

根据意味着 可能性 基础 证明 咱3暂寻求根据的方式是形而上学的方式 寻求

本体或根据即寻求存在的 普遍性

同样的道理 职业教育本体也不同于职业教育本质 职业教育本质反映的

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条件下职业教育的各个构成因素之间的必然

的 内在的以及稳定的联系 体现出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根本特征

回顾我国学者关于职业教育本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 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有

生利说 职业说 生产力说 技术技能说 等 由于 基本概念混淆 职

业教育的统一论域混乱 研究范式缺失 等问题的存在 关于职业教育本质探

讨并没有获得一个相对统一的 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 咱4暂更需注意的是 由于对职
业教育本质的揭示先天受制于研究者 看 的方式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

境域的影响 所以对职业教育本质的探讨并不能为职业教育的存在提供一个普

遍性的基础 从而也就不能为职业教育提供一个 是其所是 的终极依据

职业教育本体指的是职业教育存在的 普遍性 是 职业教育之为职业教

育 的终极依据 职业教育本体具有终极性 永恒性 超越性三个基本特性 其

中 终极性意味着职业教育并不仅仅指向某个现实的 具体的职业教育目的 而

是将视野扩展到人类主体的生存发展 指向人类所追求的那个终极的生存理

想 永恒性是指职业教育内在的不变特性 具体而言 随着历史的发展 社会的

变迁和文化的传承 职业教育内在本质必然会有所变化 但在这种变化的背后

却也一定蕴含着某种恒定不变的特质 这种恒定不变的特质所体现的就是职业

教育本体的永恒性 超越性是指超越职业教育的一般现实状况 反映不同时期

职业教育最普遍的 必然的特点 是一种既具有现实基础又具有超越品质的职

业教育的本体特征 以上三个基本特性以整合的方式体现着职业教育本体应该

具备的内在特性 不过 仅仅指出职业教育本体的这三个基本特性 还只是对职

业教育存在的普遍性的抽象把握 黑格尔曾指出 真理不是抽象的普遍性 而是

具体的普遍性 咱5暂根据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客观事物的存在总是特殊与普遍

个体与共性 个别与一般的统一 因此为了达到主客观的一致 为了真正把握住

客观对象的普遍性 思维对普遍性的把握就必须由抽象上升为具体 亦即由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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