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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实业教育思想之于中国职业教育的意义

魏 巍 1，郑 艺 2

（1.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23；2.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郑观应 （1842—1922 年），祖籍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

市） 三乡镇雍陌村，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

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

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

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郑观应虽然不是

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实业教育思想的提出对我国职业教

育发展有重大意义。他在长期的实业活动实践中积累总结

了许多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教育思想，至今仍被沿用。通

过研究郑观应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实业实践活动，可以使我

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职业教育发展的着力点，同时也能

够为研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走向提供参考。
一、郑观应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一） 时代背景

郑观应 1842 年生人，正值鸦片战争时期，是我国历

史上外有侵略内有贫瘠最为深重时期。在西方列强侵略下

我国正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机深重，

人民生活在困苦之中。郑观应作为当时众多爱国仁人志士

中的一员，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1]“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郑观应深刻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经历

过鸦片战争，郑观应认为，虽然先进的战争武器是国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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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比起拥有昂贵的船舰枪

炮，更重要的是拥有会使用和会制造战略装备的技术人

才。故此，郑观应一生致力于发展实业和实业教育的启

蒙，致力于通过培养实业人才来增强国家实力，在其实业

教育活动发展过程中，实业教育思想萌芽已经开始产生。
（二） 家庭背景

郑观应出生在有数代经商史家族的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从其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

通文人可以看出，郑观应祖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父

亲郑文瑞精于文事，但也不弃商事，认为经商和文事可以

并举，其父本人也均在科举与买办这两条路上做过尝试。
郑观应受家庭影响，未沿袭传统的重学术轻技术的观念，

在科举应试失败后弃学从商，走上上海游学之路，成为一

名洋行买办。不得不说，其务实的家风与文商并行的家庭

教育，为郑观应教育思想的产生夯实了基础。
（三） 个人经历

郑观应一生境遇坎坷，但这没有抹消他实业救国的梦

想。科举失利后郑观应寄居在上海叔父那里，边听差做事

边学习英文。1859 年他进入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赴

天津考察商务。1860 年返上海掌管洋行丝楼并监管轮船揽

载事项。1868 年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1872 年任

扬州宝记盐务总理。此时，郑观应除了是一位富商，已然

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而后于 1874 年，郑观

应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与此同时郑观应投资实业，

先后参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

机器织布局等企业。民国后，郑观应致力于实业教育事业

的发展，将其数十载洋务实践感知所得灵活运用在实业教

育建设中，并创新提出了许多先进教育思想。其一生致力

于洋务实践，其教育思想的产生也与他勤于商事善于变通

的人生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郑观应实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郑

观应作为洋务派一员，与严复等“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

士认识到国家改革迫在眉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立

足点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西学的可取之处，认为可以将西

学在改造加工基础上为我国所用，以求富国强民。郑观应

在进行工商业实业教育实践过程中所提出的教育思想新颖

且顺应时势，其中以半工半读、全民学习、中西结合为核

心的教育思想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一） 半工半读

郑观应高度重视工艺学堂的设立，他认为工艺学堂是

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而半工半读教学思想是郑观应在工

艺学堂建立过程中提出的最具创造性的教育思想。郑观应

所提出的半工半读教育思想是以支持实业发展培养实用人

才为着力点的，他要求“学生上午进入工艺学堂学习理论

知识，下午进入工厂进行劳作”，虽然是以实业发展为前

提、商业附属之下的类似于企业培训的学习模式，半工半

读实质也是为提高生产力提升生产效率而非人的职业性发

展，但是半工半读教育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被认为

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想典范，同时也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将学习实践提升到课程标准高度的新尝试。[2]

（二） 全民学习

郑观应实业教育思想提出初衷是为“富国强民”，他

认为国家的现状是国力衰弱，百姓流离失所，贫民没有一

技之长，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所以鸡鸣狗盗此起彼伏，

社会动荡不安。[3]郑观应这个观点在《学校下》有具体表

述，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没有专门的工艺学校，这

也就使得贫民子女没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如果开设工艺

学校，那么贫民子女既可以养家糊口，也不至于走投无路

被逼成为盗贼。”郑观应主张开设实业学堂，顾贫民子女

而学习，一改之前只有贵族子弟才可以接受文化教育的境

况，使得受教育不再只是统治阶级特权。虽然初衷是为教

授百姓一技之长有养家糊口能力同时为实业发展招揽可用

劳动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育特权性，与我们今

天所说的全民学习有相似之处。贫民子女入学堂学习职业

技能，学成便入实业工作，既解决了个人温饱问题也减少

了大批流民，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 中西交流

学生除进行传统工匠技艺学习外，还要向被聘请的洋

人技师进行工业技术学习，以能够熟练操作并维修引进的

先进工业机器为学习目标。这是将西方技术引进并吸纳的

最佳力证。郑观应在实业教育建立过程中创新教学方式，

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更多地加入了个人对于国家长

远发展的考虑。郑观应认为，除了进行外来技术学习，比

这个更重要的是掌握技术自主权，对此他所作出的教育决

策，一是要求学生进行西文学习，二是鼓励留学生。对于

留学生他在书中表述如下：“凡是能自费留洋学习者，能

够专门精习一门技艺的，回国后发与资格证书，并且要职

优先录取。”
（四） 科举改革

自隋唐初始，科举制在我国封建王朝沿袭下来，成为

国家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但清朝末年，科举制已脱离时

代发展，僵硬不堪，成为国家人才选拔的障碍。郑观应提

出科举制改革前无古人，制度改革的初始性无人能及。他

认为科举制要废除八股文，学生虽应重视四书五经的国学

学习，更重要的是自然、地理、数学、文法、天文、技艺

等的能力考核。[4]这是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借鉴同时保留了

中国传统经典内容的习得，是郑观应因地制宜所做出的科

举改制的具体呈现。承接科举制的人才选拔考核内容与今

天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所进行的多课程考核与定期考核十

分相似，最终结果都是为了达到学生多方面能力提高、综

合素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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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观应实业教育思想之于我国当今职业教育重要

启示

郑观应实业教育思想形成是应势之举，打破了传统

“重道轻技”教育观念，设立实业学堂，为顺应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专门性技术人才。同时破除科举制一考定终身的

传统考核人才遴选机制，首次将实用性纳入人才培养教育

成果评定标准中来。其教育思想作为我国职业教育思想之

缘起，虽不完善，但其中一些重要方面对职业教育发展有

重要意义，不仅应该继续沿用，更应该在其思想基础之上

做到革新与发展。
（一） 加强中西教育交流，提升教育软实力

郑观应时期实业教育处于萌芽期，借鉴西方先进科技，

引进西方技术人才是实业教育快速成长的有效途径之一。
今天我国教育实力已赶超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也已经

摘掉落后的帽子，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楷模，但这并

不代表中西交流这条有效快速发展之路可以就此封锁，恰

恰相反，我们要在这条发展道路继续挖掘下去，发掘出西

方职业教育发展畅通无阻的成功做法以及职业教育与国家

经济并驱发展的秘笈。[5]要做到中西教育交流：首先，我

们可以通过联合办校的方式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经验，与国

外优秀教育机构与师资力量强强联合，以此提升国内学校

式教学机构办学质量，为师生提供一条不出国门的交流学

习之路。其次，有了引进来的经验，我们还要有走出去的

能力，打通与国外优秀职业学校交流通道，让学生可以走

出国门切身实地学习不同模式的职业教育。最后，我们要

积极投身于各类型国际职业教育经验交流活动建设中，为

学生与教师搭建一座可以共同学习与成长的桥梁。
（二） 加强职业教育渗透，开拓全民学习新局面

郑观应“顾贫民子女之学业”初衷虽为维护社会稳

定、减少流民，为实业培养可用劳动力，但是他的教育举

措却打破了实际存在的教育特权性，教育不再只是统治阶

级的特权。
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发展至今，职业教育作为独

立类型的学科与普通教育并举于世，但是相较于已经实现

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教育渗透力度远

远不够。对此，我们要在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开设职业教育

阶段认知课程，让学生在接受完成义务教育学习同时能够

对职业教育有初始化的认知，能够将职业教育作为未来教

育走向选择之一并改变以往学生零基础职业教育入学状

况。[6]同时，完善社会在职业教育方向学习的公共资源平

台建设，多途径多种类开展全民职业教育学习活动，将职

业教育切实融入到全民学习的覆盖学科之中。
（三） 坚持半工半读式职业教育教学模式，达到理论

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郑观应在做实业教育教学模式探索时，认识到教育要

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要紧密与时势相契合。他改革了

以往传统教育模式，采取“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

器”方式，对学生进行技术传授，实为缩短人才培养周

期，也为培养能将所学知识实际运用到生产劳动中。
“半工半读”式教育模式为职业教育教学开拓了新途

径，目前也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教学手段。职业教育相

较于普通教育更重视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也就是说除了

理论学习之外，学生要能够将理论知识转换为实践能力并

成功转化为个人能力。半工半读式教学模式是适用于职业

教育教学的有效教学模式，故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以此方

式继续发展我国职业教育。针对阶段性课程的不同特点适

当对理论课程与实习课程的时长、顺序、内容做微调，让

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个人能

力。这也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核心，是

德国职业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7]

（四） 公平考试考核方法，人才录用与奖惩办法，实

现人才培养与使用最优化

自郑观应始，科举制度被废除，仿照西方学制的考试

考核制度引入我国，配套的人才奖惩办法也沿用在船政人

才使用过程中，“公其赏罚，每年会操一两次，察各船主

之勤惰。”对于工业人才他说，“凡能别出新裁，制一奇

器，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赏以职衔”。至此，以调动人才

劳作积极性的竞争性奖惩办法在我国得到推广普及。
时至今日，各行各业以分数与不同标准评价办法的各

种考试考核制度日趋成熟，这是对人才选择与最优使用的

配套制度。在人才使用中，我们要坚持配套的奖惩制度的

建立与完善，形成人才竞争机制，才能够提高人才使用效

率并收到褒贬得当的效果。另外，破格录用人才制度作为

人才选用的补充制度应该完善起来，对于一些在生产一线

有专利，工作中有创新，对生产有实效的人才可以破格聘

用或者奖励，以促进人才生产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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