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卷第 5 期 创新与创业教育  Vol.3  No.5 
2012 年 10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Oct 2012 

传统职教模式及其现代启示 

刘幸福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广西钦州，535000） 

[摘要] 传统的职业教育有家传世学、学徒制、师徒授业三种形式。因材施教、学教关系密切、学生质量高、动 

手能力强是其突出优点，不利于技术的交流与普及是其不足。而现代职教模式效率高、利于技术的普及推广，但 

质量相对较低，动手能力较弱。现代职教应继承传统职业教育精神，提倡子承父业，鼓励职教师生建立和加深师 

生情谊，弘扬企业荣耀感；因材施教，严格治学，加强实践和实际动手操作的实训课，适当采用实行学徒培训制； 

举行拜师仪式以增强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崇敬，增强学生对师者的崇敬，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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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引进西方的班级授课后，传统的教学模 

式开始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国早期的私塾教育 

已消失，不过传统职业教育模式还有适当的保留， 

比如古时候的师徒授业教育模式在少数行业中还 

存在。师徒授业就是通过拜师学艺的方式获得技 

能。目前相声、京剧、厨师等行业还保留着拜师的 

习俗。师徒授业的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授技艺的 

方式。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职业技术教育。至今， 

我国很多工厂仍然保留着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 

新职工进工厂之后，单位会安排认师傅，然后徒弟 

跟着师傅一起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可以独立工 

作。 

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有着很多优点，也有一定 

的局限性。 同理， 西方教学模式也有他自身的缺欠， 

我们应该辩证的看问题，继承和发挥我国传统教学 

模式的优点，使其与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更好的 

为我国教育事业服务。 

一、传统职教模式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工匠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培养：其一为家传世学，即世代 

为手工匠艺人，子承父业，技艺绝不外泄；其二为 

学徒制，有技术的能工巧匠也会打破家庭的圈子， 

或设学收徒，专门培养弟子，或招收徒工，在工作 

中传授技艺；其三是拜师学艺师徒授业的方式。这 

些手工业工匠的培养模式是我国传统的职业教育 

模式，这些模式有很多优点也有一些弊端。 

（一）家传世学 

家传世学的手工业教育在先秦时期非常广泛。 

由于“四民分业”的思想不断得到认可和普及，手 

工业者“世代为工”的情况相当普遍。我们可以从 

《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中找到相关的史料 

和记载。《小匡》日： “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 

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 

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 

知事，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 

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 

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 

为工。 ”通过家族传授手工技艺的方式在当时看来 

具有多种优点，能够使弟子潜心于此而不转移志 

向，因此使其技艺达到相当的高度。这种思想在战 

国其他的文献中也得到肯定和认同。如《考工记》 

中说： “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意思是说有 

技能的人能够将技术世代传授而不外泄，就可称之 

为能工巧匠。《苟子》中也说： “工匠之子，莫不继 

事。 ”这都说明，当时手工业者传授技术的主要途 

径是父子相传，而且严格保守秘密，绝不向外人泄 

露。 

（二）学徒制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家族内部的技艺传授，所 

谓学徒制也已经产生。可以说，祝、史、射、御、 

医、卜和百工技艺无不有师。《庄子·人间世》中 

记载了一个故事：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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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其大蔽数干牛，絮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 

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 

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 ‘自吾执 

斧斤以随夫子， 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肯视， 

行不辍，何邪?’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 

门户则液椭，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寿。 ”这是木工师徒之间针对硕大 

无朋的树木可否作为原材料的问答，正可说明当时 

学徒制度的广泛存在，也说明师傅在传授弟子技艺 

的时候往往有所保留，所谓授人以规矩，而不授人 

以巧。此外，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一些原来的畴 

人(职官)流散到民间，他们著书立说，组织学派， 

并开设私学收徒。畴人将本来密藏于官府的技术带 

到民间，又从民间生产实践中吸收养料，促进了技 

术本身的发展。 “学徒制包含着大量经过精炼和检 

验的先人智慧” ， [1] 学徒制有很多值得今人学习的地 

方。 

古代学徒制有如下一些特点：① 古代学徒制 

教育贯穿于行业生产的全过程之中，具有全程教育 

的特征，这种教育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富有 

创造精神。特别在古代社会末期学徒制职业教育培 

育出许多杰出人才和能工巧匠，他们创造了我国古 

代精湛的工艺业，有的产品今天被视为“国宝” ， 

成为我国古代高度文明的重要标志。② 学徒制以 

技能传授为中心。由于古代没有多少技术理论，因 

此也没有独立的理论教学。但师傅也不是仅让徒弟 

机械重复操作，他们也非常重视技术经验和行业规 

范的传授，师傅通过自己演示和在指导徒弟操作的 

过程中传授技术经验，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行业规 

范。因此，学徒制职业教育是以职业实践为中心来 

组织教学内容，学生不注重学历，只注重其就业价 

值，只重视操作而不重视理论原理的追寻。③ 学 

徒制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以现场学习为主。古代学徒 

制职业教育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学徒主要是在 

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边看、边干、边学的。一般过程 

是徒弟先在旁边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情况 

以后，徒弟便可帮着师傅做一些简单辅助活计．徒 

弟辅助工作干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达到胜任 

基本工序以后，便可在师傅指导下开始系统工作并 

逐步过渡到独立工作。但还要继续领悟师傅最精妙 

的“绝活” ，学徒期结束后才成为独立的工匠，其 

学徒期长短中国有习俗约束。④ 学徒制中师徒之 

间关系非常亲密。⑤ 学徒制的教育效率较低。学 

徒制职业教育属于个别教育形式，徒弟在独立操作 

之前必须首先要熟悉所有工序。但每道工序又很少 

单独教授．大多是在完全自然的工作过程中随机学 

习，因此学习的周期长、教育效率低下。 

（三）师徒授业 

古代的职业教育主要是靠师徒之间的传授，拜 

师学艺是古代得到职业技能的主要途径。古代的技 

术学习出现了专科的萌芽，不同的技能形成各自不 

同的门派，古时候的师徒关系比现代的师徒关系更 

加亲密。古代师傅的重要性不亚于父母，人们常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证明古代非常重视教育，同时 

也凸显了师傅的重要性。有的行业，一入师门，全 

由师傅管教，父母无权干预，甚至不能见面。建立 

如此重大的关系，自然需要隆重的风俗礼仪加以确 

认和保护。 

古代一般将拜师礼仪分成四个程序。 第一， 

拜祖师、拜行业保护神。表示对本行业敬重，表示 

从业的虔诚，同时也是祈求祖师爷“保佑” ，使自 

己学业有成。第二，行拜师礼。一般是师傅、师母 

坐上座，学徒行三叩首之礼，然后跪献红包和投拜 

师帖。第三，师傅训话，宣布门规及赐名等。训话 

一般是教育徒弟尊祖守规，勉励徒弟做人要清白， 

学艺要刻苦等。 

二、传统职教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传统职业教育的最大优点是因材施教，师傅会 

根据徒弟的自身条件决定教他什么技能，而且一般 

是一个师傅只教几个徒弟，缺点是技能普及慢，不 

像现在的学校教育和班级授课可以批量的传授技 

能，古代有的是一对一的传授，有的是一对几个， 

很少有几十人同步学习的，古时候即使是某个师傅 

收了很多徒弟也是单独教授或是大徒弟带小徒弟。 

传统的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不利于技 

术的交流与普及。 “早期职业教育中的学徒制主要 

是由师傅带领徒弟学习某项专业技能，多数情况下 

都是一个师傅带多个学徒，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效率 

低且教学难度大，不利于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持续 

发展” 。 [2] 学徒制职业教育在早期都是父子相传，然 

后过渡到师傅收养子作徒弟，最后才扩展到一般的 

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私人性质，也是一 

种社会关系。为了保证技艺和秘诀的代代相传，必 

须加强亲密关系， 视师如父， 视徒如子。 有所谓 “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是徒弟的衣食父母”之说。 

“尊师”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绳。这种“情感效应” 

对知识技能的授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它限制 

了技术的传播范围和对象，有时还会因偶然因素导 

致技术失传。 

三、现代职教模式 

现代意义的西方职业学校教育是  18 世纪才出 

现于欧洲。19 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 

国相继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中国近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12 年第 3 卷第 5 期 10

代职业教育体制始于  1902 年。清朝末年开始出现 

了一些职业教育学堂。 

现代职业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为主，学校教育 

的方式是课堂教学与实训和实习相结和的教育模 

式。在企业职业教育主要是采用以老带新和短期培 

训的培养模式，目前，我国制造业还有师徒关系的 

存在，一般是一个师傅带几个新人。类似于学校的 

导师带研究生。工厂里面师傅带徒弟的制度在建国 

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比较盛行。 

现代职教模式的优点是班级授课批量培养，有 

利于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师资力量集中有利于科研 

活动的开展。缺点是培养人才数量多质量差，准入 

门槛低，目前中专招收学生只要是中学毕业就可以 

了，有的学校即使初中没毕业的也招收。职业教育 

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学用脱节，在学校里学到的东 

西往往在实际工作中用途有限。培养出来的学生动 

手能力欠缺。 

四、传统职教模式与现代职教模式的比较 

传统职教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动手能力强，但 

效率低、不利于技术的普及推广。而现代职教模式 

效率高、 有利于技术的普及推广， 但质量相对较低， 

动手能力较弱。传统职业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的对 

照如表 1 所示。 

表 1 现代职教模式与传统职教模式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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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传统职教模式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1. 家传世学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家传世学子承父业是最好的技能传授方式，父 

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以及技能传授的优势很多主 

要有：① 时间有保证父子之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交流；② 双方都不会计较付出和回报；③ 不用交 

学费。④ 父亲教授儿子技能会毫无保留。家传世 

学的技能培养模式对我们现代职业教育有很多值 

得借鉴的地方： 

启示一：我们不可否认家传世学的优点，这种 

模式告诉我们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交流沟通，因 

此，国家应当大力提倡子承父业，就像建国初期国 

营企业的接班制度一样。子女接了父母的班，有什 

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直接回家问父母。世间的父母都 

是希望把自己的技艺毫不保留的传授给自己的子 

女的，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子女不喜欢 

父母的职业不愿意继承父业，这时候可以鼓励有一 

定技能的人把技艺传授给自己亲近的人，比如传授 

给家族的晚辈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子女等。这样以亲 

缘关系为纽带的师徒关系仅次于子承父业。 

启示二：家传世学最大的优势是亲缘关系，这 

种天生的亲缘关系是最稳定的，但是后天也是可以 

培养亲情，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为了巩固之间的关系相互认干亲的。这一点给我们 

提示，现代教育师生感情的淡化是影响职业教育水 

平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除鼓励子承父业之外，更 

应鼓励职教师生建立和培养后天的亲情关系以及 

加深师生情谊等来提高教育质量。现代职业教育必 

须加强师生的亲密关系， 应当视师如父， 视徒如子。 

启示三：家族的荣耀感可以引申到企业，鼓励 

企业设立子弟学校，大型企业的子弟学校，教师从 

企业的高技术人员转变或由企业高级技工兼任讲 

师，子弟学校以招收本企业员工子弟为主，这种培 

养模式起到了将家传世学扩大化的作用，企业把自 

己的技术力量当做自家的技术传给企业自家的子 

弟，这样的教育效果也会很好。 

2. 古代学徒制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学徒制最大的优点是实践性强，培养的徒工实 

际操作能力强。古代学徒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很多 

主要有： 

启示一：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多加一些实践和实 

际动手操作的实训课。学校增加实训课程的同时多 

带学生到企业去参观学习观摩和实践。学校也可以 

采用学生到企业兼职，到企业去认师傅的模式培养 

学生，这样学生既是学校的学生又是企业的学徒， 

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双学习两不误。 

启示二：现代教育应当严格治学，对学生要高 

标准严要求，学徒制中的徒弟是要接受严格的管教 

的，古代的学徒工不但要和师傅学习还要接受师傅 

的管教，徒弟稍有懈怠就会遭到师傅的惩戒，这一 

点也是学徒制能够培养高技术人才的一个原因，当 

然现代教育已经不可能像古时候那么严格对待和 

要求学生了，更不不允许体罚学生，但也不能过于 

懈怠。中专学生不重视学习的原因之一是管理不够 

严格，大多数中专都没有规定学生如果考试不及格 

不给予毕业，或者是虽然规定不及格不能毕业，但 

是考试非常松，即使是特别不爱学习的学生成绩极 

差最终学校还是会发给他毕业证。这一点就不如学 

徒制，学徒制的徒弟技术达不到水平是不可以出徒 

的。以我国的少林寺为例，据说少林弟子要想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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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江湖要打过十八铜人阵才可以下山。太极拳也 

有三年不出门的说法，就是说学习太极拳三年之内 

不出去和人比武。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向学徒制学 

习，制定一个毕业的标准，一个中职院校毕业的学 

生不仅要理论课合格还要工作技能和实际操作达 

到一定水平才可以毕业，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中职 

教育的质量。 

启示三：中等职业学校也可以实行学徒培训 

制。 例如可以让学生每周 1至 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 
3 至 4 天在企业实习。如果没有条件去企业实习的 

学校可以自己建立专门的培训中心或实训车间。学 

校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同时可以去企业寻找和自 

己专业相关的工种的人做师傅，一边学习理论知识 

一边实践。学校的教师也可以到企业收徒弟，把自 

己的知识通过企业的徒弟转化为生产力。学徒制职 

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的规律，它的 

许多做法对于今天我国职业学校消除学用脱节、手 

脑分离、指导无计划性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3. 古代师徒授业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启示一：古人的师徒授业中师徒之间是终身教 

育关系就是师傅收了徒弟不仅仅是教出徒为止，徒 

弟出徒之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回来找师傅请教， 

中国的气功中有一种治病的方法就叫“请师父疗 

法” 。现代职业教育的通病是学生毕业之后就很少 

和学校联系了，教师也很少主动和毕业生联系。因 

此，现代职业教育应当在培养师生感情方面像古代 

学习，学生毕业之后要经常与教师联系沟通。毕业 

生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及时请教老师，同时学校和教 

师也应当经常与毕业生联系并且帮助毕业生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启示二：古时候的师徒授业中有大徒弟带小徒 

弟的习惯，一般情况下大师兄起到半个师傅的作 

用。我们在学校教育中也可以效仿，就是高年级的 

学生传帮带低年级的学生。台湾著名的忠信高级工 

商学校就是采用学长负责制，由高年级的学生带低 

年级的学生。这种教育模式非常的好，高年级的学 

生为了要带低年级的学生要努力学习，不然没办法 

带学弟，学弟们也往往因为崇拜学长的能力而努力 

学习。

启示三：师徒授业中的拜师礼，很多人认为古 

时候的拜师礼繁琐是封建糟粕，其实不然，古时候 

的拜师礼也不单单是一个仪式，对后期的教学有一 

种潜移默化的帮助。首先，通过拜师礼提升了师傅 

的威信，表明师徒关系。通过严格程序确定的师徒 

关系徒弟往往比较尊敬师傅，现代教育中的一个很 

大的问题是现在的学生不是特别尊敬教师。其实现 

代学校也可以在开学之初举行简单的拜师仪式，学 

生只有尊敬教师才能够更好的和老师学习。拜师礼 

可以增强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崇敬，增强学生对师者 

的崇敬心里，这些对学生今后的学习是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的。其次，拜师的同时师傅要向新入门的弟 

子宣布行规门规祖训等这些都是激励弟子认真学 

习的好方法。现代教育也是一样，很多技术类工种 

也是有很多规定的只是现在叫规章制度不叫行规 

了。同时学校也有很多学生守则。只是学生们不重 

视学生守则，学生不重视也就不遵守，学生轻视学 

生守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学校也不重视学生 

守则。这一点不如古人，古人进学堂首先教的就是 

规矩。例如启蒙教育的弟子规和拜师仪式上宣读的 

门规等。如果学校能够像古时候师徒授业那样在一 

个庄重的仪式上宣读学生守则，那样学生才会真的 

把学生守则当回事，现在很多学校都只是印了学生 

手册发给学生，至于学生看不看遵守不遵守无人问 

津。 

启示四：因材施教，古代职业教育通常是因材 

施教的，有的时候同一个师傅同时收几个徒弟但是 

传授的技艺可能各不相同，具体传授给徒弟什么样 

的技能主要是师傅根据徒弟的天赋进行个别传授。 

比如同一个武师教出来的徒弟有的擅长拳脚，有的 

擅长棍法等等，武师是根据弟子的身体情况和体貌 

特征来确定传授什么武术。 “因材施教”是孔子在 

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首创的一个教育原则，即从学生 

实际出发，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发挥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以实现培养目标。孔子因材施教 

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今天普及义务教育具有十分重 

要的启示意义。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虽然分了专 

业，但是同一专业没能实现因材施教。例如中专的 

汽摩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都学习开车和修车所有 

学员没有区别。实际上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天赋和 

爱好来确定侧重点，特别喜欢修车的培养成高级修 

车师傅，而特别爱开车的可以培养成为汽车驾驶员 

教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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