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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以往

，

感到我这一生大都虚

度无痕
，

惟有一件事尚可聊以 自慰—那就是在为对国家发展
、

民族振兴有着

重大意义
，

而却被传统观念长期鄙薄的

职业教育争取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学

科位置方面
，

竭尽全力地做了一些事

情
。 ”

我国著名的职教专家
、

今年 �� 岁

的刘春生先生如是说
。

刘现任天津大学

职教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天津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
。

���� 年
，

在天津大学建立了我国

首个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职业

技术教育学博士点
，

作为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带头

人
，

对此
，

刘先生 自然格外欣慰和自豪
。

从 ����年在天津大学举办的全国职业

学校校长培训班讲授职业技术教育理

论起
，

到 ���� 年在天大本科师资班开

设职业技术教育学课程
，

继之 ����年

在我国工科院校中率先设立职业技术

教育学硕士点和职教研究所
，

再到

���� 年天大在全国首批招收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
���� 年

在天大相关学科中首次招收职教管理

博士生 、直至去年天大获得批准设立全

国首个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
，

用了

�� 年的时间
，

刘先生主持的职业技术

教育学科
，

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

终于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跃
” 。

当然
，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跨

跃
，

在刘先生的内心中
，

也是他人生的

一个里程碑
。

他说在花甲之年这一感觉

尤为强烈
。

从 ����年调到吉林技工师范学院

任教算起
，

刘春生在职业教育的教学

和研究领域整整耕耘了 ��个年头
。

作

为学者
，

他敏而好学
，

治学严谨
，

著述

丰赡 �作为教师
，

他克尽职守
，

诲人不

倦
，

桃李遍天下 �作为专家
，

他曾多次

受国家有关部门的邀请
，

参与我国职

教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的咨询和制定

工作
，

连续四届被聘为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职业教育学科组成员
，

还担任了多个学术团体和组织的领导

职务
。

所以
，

我的一位同事评价说
， “

现

在仍在职业教育工作岗位上
，

并且经

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整个

发展进程的老 同志 已经是屈指可数

了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刘先生具有符号

意义
，

他既是见证者
、

参与者的代表
，

也是理念传播者
、

思想推动者和理论

开拓者的代表
。 ”

刘先生本人并不喜欢用
“

符号
”

来

评价自己
�“

一旦被标定为符号
，

差不多

就是僵化的了
。 ”

但是
，

他认为还是有必

要在 ��多岁的时候
，

对自己的
“

职教人

生
”

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 “
也算是对自己

作一个交待
。 ”

刘先生说
，

在这 �� 年中
，

于职业教

育他大致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

一是进行

广泛的社会宣传
，

包括创办新中国第一

份职业教育杂志
，

撰写文章
，

为职业教

育奔走呼喊 �二是努力创建中国的职业

教育学科体系
，

包括主编 《职业教育
学》

、

《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 等基础理
论著作

，

在国家重点大学率先建立职教

研究机构
，

参与国家职教研究规划和组

织群众性职教科研活动等
�三是培养培

训职教高层次人才
，

包括在国家重点大

学里建立第一个职业教育硕士点
、

博士

点
，

参与策划和实施职业学校在职教师

攻读硕士学位工作
，

以及对全国职业学

校校长开展培训等
。

�

因为
“

家庭出身
”

原因
，

在那个重视
“

根红苗壮
”

的年代
，

年轻的刘春生的成

长历尽坎坷
。

不过
，

他所钟爱的古典文

学却给了他另一方天地
。

徜徉其中
，

与

圣哲先贤们 日夜神游
，

不但让他获得了

极大精神安慰
，

同时也让他的学识修养

和人生境界得到了升华
。

����年
，

从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

学专业研究生学习结业的刘春生
，

由吉

林省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调到刚刚新

建的我国第一所职技高师—吉林技

工师范学院教授大学语文
。

这所学校是

改革开放后国家为满足快速发展的技

工教育需要而专门批准成立的旨在为

职业学校培养专业课师资的高等师范

院校
，

后来改称职业师范学院
。

刘的授

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喜爱
，

很快在这

所工科型的大学校园里便有了一群
“

古

典文学
”

青年
。
��多年后

，

同学们聚会

时仍然对
“

讲语文的那位刘老师
”
的才

学津津乐道
。

虽然刘春生在古典文学尤其是唐

宋诗词研究方面已崭露头角
，

一些权威

电台和报刊经常约他写评介性文章
，

但

他却没有沿着他十分钟情且花费了极

大心血的这个专业方向走下去
，

而是做

了另一种选择
。

���� 年
，

为了更好地发挥推动职

教事业发展的
“

工作母机
”
的作用

，

刘所

在的学校创办全国第一份职教刊物《技
工教育》�后来改为 《职业技术教育》�

，

刘奉命参与创办和编辑工作
。

正是这段

经历
，

让他对职业教育有了更为全面和

深刻的了解
，

同时也做出了把自己的余

生献给职业教育理论建设事业的新的

人生选择
。

“

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就好像在一

片荒芜的土地上搭建高楼大厦
，

无论是

理论还是实践
，

都需要有人从挖地基开

始
，

脐手肌足
，

一砖一瓦地干
。
虽然很辛

苦
，

但绝对是开创性的工作
，

是一定会

被历史记住的伟大事业
。 ”
这句当时国

家劳动总局的领导勉励大家的话
，

深刻

影响了刘春生
，

并且许多时候都被他引

用来激励后来者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
。

与坐在书斋中皓首穷经的古典文

学研究方式完全不同
，

大规模兴起的职

业教育恰恰最需用
“

脚
”

来做学问
。

事实

上
，

这是历史强加给刘春生们的一种无

奈而又必需的选择
。

�� 多年后
，

刘先生

对这段历史做了这样的解释
� “
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需要大规模的职业教育
，

但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发生很大变

化的情况下
，

根本没有可能通过法律

的
、

市场的或经济的手段来发展这种大

规模的职业教育
。

只能用老招法—长

官意志
、

行政命令
、

红头文件
、

会议部

署
，

相当多的人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从普

���������� ��� ��������� ���������
，

����
�

�� ��



人 物

教到职教的角色转变的
。

但是角色一变

他们面对的却是一片空白—实践上

是一片空白—不知道 自己要干的要

教的是什么 �理论上也是一片空白—
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干怎样教

。

怎么办�

只有靠自己
，

边干边学边总结边提高
，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 ”

这一解释
，

让我们

立即想到了德国哲人海德格尔的一段

精彩之语
�

不是我们要去思
，

而是从我

们出发去思
，

而是那被思的拉我们去

思
，

是它在召唤我们
，

向我们要求着执

著
。

“
那被思的

”
很快就把文人情怀很

重的刘春生深深地吸引住了
。 《技术工

人的摇篮一一访齐齐哈尔车辆工厂技

工学校》是刘撰写的第一篇关于职业学
校的报道

，

也是《职业技术教育》创刊后
发表的第一篇总结职业教育办学经验

的文章
。

为了撰写该文
，

刘春生在春节

刚过就冒着零下 �� 多度的严寒来到坐

落在大兴安岭脚下的校园
，

和师生吃住

在一起
，

听课
、

座谈
、

访问
、

到工厂调查
，

忙得不亦乐乎
。

一周以后
，

一份近万字

的报告一挥而就
。

同事们看了后都说这

已不是一般的通讯报道
，

而是充满激情

的报告文学了
。

于是
，

在这份新中国成

立后创办的第一份职业教育杂志上专

门设立了一个现在看起来似乎非常可

笑的栏目
�“
报告文学

” 。

当然
，

从历史上

看
，

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它的

激情
、

文采以及形式
，

而是它所归纳出

的办好一所职业学校应该关注的要素
。

刘用典型和生动的事实悉心概括的诸

如办学理念
、

领导班子
、

教师队伍
、

过程

管理
、

教学组织等环节在当时颇具启示

作用
。

后来不久
，

国家劳动总局的有关

领导提出建设重点技校的思路
，

在谈到

重点校条件时专门阐述了上面的几项

内容
。

�

钩稽历史的行迹收获思想的果实
，

是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

因为有古

典文学专业的背景
，

所以
，

刘的第一篇

研究论文
，

是与李炳海先生合著的《谈

一 先秦时期的百工及其教育》 。

这篇发表

…在 ，���年第一期杂志上的长文
，

详全田

…考证论述了先秦百工的种类
、

他们的社

…会地位
、

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
，

试图在

�文化上寻找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与

一现实之间的
“
内在关联

” 。

与此构成姊妹

…篇的另一研究成果
，

是两人合著
·

稍后

�发表的《儒家的职业教育观》
，

这篇文章
�

首次考证了先秦时期的儒家和百工教
‘
育的关系

，

旨在揭集我国职业教育之所

…以受至以鄙薄的思想根源
。

他们的一些观

� 点被后来治职业教育史的研究者们所

关注和认同
。

� 对现实满怀激情的刘春生当然不

�会仅仅满足于在古籍中爬梳历史
。

他很

�快就把 目光投放到现实的问题上
·

在

� ����年第 �� 期杂志上发表的《职业教
� 育功能谈》一文

，

是他对职业教育的一

…些本质属性不断思考的结果
·

尽管其时

� 职业教育已呈遍地开花之势
，

但在理论

�上人。丁对它仍然缺少起码的认识
。

直觉

…告诉他
，

所谓的理论建设工作应该从廓

�清和厘定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做起
。

与其

一他的
“

地位论
”

者
、 “

作用论
”

者不同
，

他

…认为对职业教育的本质只有从
“

功能
”

�的角度才能揭示得更为清楚
。

在文章

� 中
，

他系统论证了职业教育在经济建设

�上具有投资功能
、

在劳动就业上具有平

�衡功能
、

在人才结构上具有调节功能
、

� 在人才成长上具有扬长功能
。

这是改革

�开放后我国关于职业教育论述中最早

…的
“
功能论

”

之一若干年后文中所提示

�的四个方面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最

�基本论域
。

� ���� 年
， 《职业技术教育》 正式公

�开出版
，

面向全国发行
。

是年
，

刘春生

…被任命为杂志主编
。

这一时期
，

发生了

�两件大事
，

一是 ����年 �月中共中央

�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布了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
，

明确了职业教育在
�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

办学方针
、

�发展 目标和政策措施 �二是 ����年 �

�月全国首次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

…召开
，

确定了今后一个日寸期职教工作

�任务
。

刘春生作为会议代表
，

参加了

全国职教会
，

他用
“
心似百花开未得

，

年年争发被春催
”

来描述 自己兴奋的

心情
。

这种形势无疑给了刘春生和他的

事业更加宏阔的人生舞台
，

当然他也

必须从更加宏阔的视角来思考问题
。

事实上
，

这期间接受国家教委职教司

科研立项的任务
，

他已经带领同事们

开始尝试从整体上把握未来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的走势
。

他们用了一年多的

时 间进行 系统调研和反复论证
，

在

����年年初以课题组的名义完成了一

份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的咨询报

告
。

这份长达 �� 万字的报告由 ���� 年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经济
、

科技
、

社会背景
，

通过对己往经验及教训的

分析所得出的今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的战略思想
，

战略目标和任务
，

对现行

政策的评估和未来决策的分析及对发

展方案的探讨
，

战略对策的选择与设

计等五个部分组成
。

这是当时党的十二

大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工农业总产值

要翻两番
、

全民实现不同层次的小康水

平的战略目标后
，

对中
、

远期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的若干个宏观上的关键

问题提出系统判断和建议的首批研究

成果之一
，

具有开拓性意义
。

文中所提

出的
“

到 ����年
，

要求我们的教育除了

培养 ����万到 ����万的专门人才外
，

还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受过良好职业

技术教育的初
、

中级技术人员
、

管理人

员
、

技工
，

和数以亿计的受过良好职业

技术教育
，

有文化
、

有技术的城乡劳动

者
” �“

职业技术教育在未来必然会置

身于巨大的就业压力背景之中
，

因而

必须适应劳动就业领域的一系列变

化
，

成为人们就业
、

转业的必经之路
” �

“

建立我国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势在必行
，

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

键
” �“

必须突出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

地位
，

形成
‘

普教
’ 、 ‘

职教
’ 、 ‘

高教
’

三

者并重的格局
”

等观点
，

现在看起来
，

无疑都具有令人钦佩的前瞻性
。

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

高度重视
，

后来以此为基础
，

刘春生和

时任国家教委职教司副司长的孙震瀚

取 泊拭占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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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道共同承担了由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会资助的
“
七五

”
国家重点社科课

题
“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战略

”

的研

究任务
。

�

沿着宏观决策与规划研究方向
，

刘

先生一路披荆斩棘
、

奋力前行
，

他所表

现出来的执著和坚韧让人感动
。

从
“
七

五
”
以来他共主持完成了 �� 项国家和

省部级立项的重点课题
，

其中包括全国

教育科学
“

八五
”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

市�地�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

究与实验
” 、

全国教育科学
“

九五
”

规划

教育部重点课题
“

制定区域职业技术教

育发展规划的个案研究
” 、

全国农科教

结合领导小组立项的国家重点课题
“
��

世纪农科教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
十五

”

规划�教育

类�国家一般课题
“

当前职业教育热点

问题研究
” 、

天津市教育科学
“
十五

”

规

划重点课题
“

发展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高

等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等
。

与

此同时
，

他还撰写或主编出版了《职业
技术教育导论》������

、

《走向 �� 世纪
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职业技
术教育管理学》������

、

《中国职教管理
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

《跨人新
世纪的中国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 》
������

、

《职业教育学》������等 ��余

部学术著作
，

在《教育研究》
、

《中国高等
教育》

、

《中国教育报》 等重要报刊上发
表多篇学术论述

。

刘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的高度

评价
，

受到了全国教育科学成果首届
、

第二届评奖以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和二等奖奖励
，

这为他赢得了学

术声誉
。

但在他看来
， “

对一个侧重宏观

政策研究的学者而言
，

其价值应该主要

体现在他的思想能为决策所采纳
，

成为

行政推动的力量
。 ”

为此
，

他努力为国家

有关职业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决

策咨询
。

����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大力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是一份具有

�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文献
。

他是该文件的

�前期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
，

参加了文件

�的起草工作
， “

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在
�

�该文件中都得到了反映，’� 在起草 ����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时

，

有关方专门
� 调阅了刘主持完成的

“

关于职业教育市

一�地�统筹管理体制的研究
’，

报告
，

报告

�所提出的
“

分级管理
，

强化市�地�统筹
”

…的思想受到高度关注
，

被吸收进文件

�中
。

� 刘先生还认为
，

作为从事职业教育

…研究的学者
，

除去执著于理论建设而

�外
，

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义务
，

� 就是要担负起思想普及的工作
。 “
因为

一职业教育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
，

是人民

�大众的教育
。 ”

� �� 多年中
，

他通过讲学
、

培训等形

�式
，

到各地
、

各基层学校阐述职业教育

一先进理念
，

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发展职业

一教育的方针政策
，

不遗余力地推动职教

� 战线的改革运动 �他还利用 自己的学术

�条件
，

为许多地区和行业部门提供职业

� 教育发展的政策咨询
，

表现出一位学者

�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
。

… 虽然没有行政管理上的职务
，

但刘

� 先生在行政协调方面的能力也给许多

一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

他主持的一些宏观

…方面的研究项 目往往需要各行政部门
� 的支持和参与才能取得成效

，

而事实

…上
，

他总能动员起各方面力量协作攻

� 关
，

包括大范围实施由行政部门支持的

� 改革实验
，

这已经成为了他主持项 目的

�一大特点
。

谈起这方面的体会
，

他说
，

…
“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决窍

，

不过是两

�条
�

一是靠思想的力量
，

二是靠人格的

力量
。 ”

����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刚刚

结束
，

刘先生就把在会上受到表彰的全

国各地 ��所职业高中的代表聚集在一

起
，

举行了
“

全国先进职业高中校长研

讨会
” ，

交流办学经验
，

探讨改革方向
。

研讨会取得了很大成功
，

形成了每年举

办一次的
“

例会
”
制度

。

最后这个会议发

展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最早的几

个分支机构之一
，

成为了很有影响的全

国群众性学术团体
。

刘先生的勤奋和刻苦
，

在同事们中

也极有 口碑
。

他在编辑部工作时
，

大家

从未觉得他有节假 日
、

休息 日
，

即使是

公出回来
，

风尘仆仆的他总是下车就直

接回到办公室开始习以为常的伏案工

作
。

实际上
，

他年纪最长
，

这样的工作作

风和习惯无形中也给了周围的人很大

的压力
，

因为必须跟上他的节奏才能说
�

得过去
。

刘先生似乎对此心知肚明
，

每

到周末就自掏腰包让人买些猪头肉和

一啤酒
，

在办公室请大伙
“

撮一顿
” ，

算是
�
一种

“

补偿
” 。

有时
，

他也会张罗着到某

� 个景色秀丽的所在
，

把酒临风
，

放松一

�下
，

兴致所至
，

不善唱歌的他还会哼几

， 句山东老家的小曲搏大家一笑
。

� ���� 年调到天津大学之后
，

他依

一然如故
，

习惯于超负荷的工作
，

每年要
一

一带 �� 多名硕士生博士生
，

一心想为国

�家培养出一批急需的职业教育高等科
‘
研人才

、

教学人才和管理人才
。

不过
，

毕

�竟岁月不饶人
，

力不从心的他常常表达

�对年轻人的羡慕之情
。

他希望年轻人要
一

一加倍珍惜眼前的时光
，

好好工作
，

好好

�生活
，

认真地积累自己
，

唯如此到了人

�生晚年才能
“

平芜尽处是春山
” 。

口

人物小档案

刘春生
，
���� 年生

，
山 东平度人

，

中共党员
。
����年大学本科毕业

，

曾

在延边二中
、

延吉市一中
、

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年东非师范大

学研究生结业后
，

在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先后任教师
、

副教授
、

教授
、

《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社长 、

主编
。

现任天津大学职教学院教授
、

博士生

导师
，

天津大学职教研究所所长
，

我国著名 的职业教育专家
，

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

����、�，

����� ��� ���������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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