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的科学定位与办学方向
    ——来自福建船政学堂的启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克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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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同治五年（1866）
五月，上奏清廷请陈试造轮船。
七月，与日意格到福州罗星塔，
          选马尾山下为造船厂址。
九月，调任陕甘总督，
          奏请沈葆桢出主船政。
十一月，落实经费，议定船政和求 
             是堂艺局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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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葆桢

船政根本，
在于学堂。
人才培养，
重于造船。



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12.23）开建，
同时招生。

福建船政学堂

（求是堂艺局）



办学模式
厂校一体
统筹兼顾

不是厂办校
不是校办厂

也不是厂校合作



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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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船政学堂

绘画学堂 艺徒匠首学堂前后学堂



招生与学制
条件：颖悟、粗通文字（12-18）

程序：目测、堂考、体检
试读制度

学制初定五年
后延长至100个月， 称“八年四”



培养模式
入堂、上船、出洋

艺局之设，必习英法语言，精研
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

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



兼采众长
前学堂：采法国军港士官学校

          科目训练，修法语
后学堂：采英国海军学校培养

          方法训练，修英语



专业设置
 按技术分设

前学堂：轮船制造
              轮机设计
后学堂：轮船驾驶
              轮机管理



教学组织
堂课（理论）+厂课（生产实践）

堂课
内课（公共、专业基础、专业课）
外课（体育、军训、队列、枪械）



教  习
学堂：教师

船厂：工程师
监  督

既管学堂
又管船厂



管理体制
教学：洋监督
训导：清官绅

行政：船政提调
供给制+军事化管理

学生管理由住校稽查委员负责



学业考核
每三个月考试一次

分别赏罚
连续三次位列一等，给予嘉奖

二等不赏不罚
连续三次被列三等，给予斥单



    启示一：
               政府推动

      



征   地
200亩
600亩
经   费

闽海关月拨
船政共用1921，学堂用625万两



    启示二：
                按章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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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三：
               精益求精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即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 
“精益求精，
密益求密，

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



    启示四：
                权操之我

      



五年包教教会合同
（1869-1873）

自行培养将才，方为经久之计
引进、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以我已成之技术求外国益精之学



    启示五：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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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六：
               育人报国

      



    1874（甲戌），日本侵台
    1884（甲申），马江海战
    1894（甲午），黄海海战
        “一校一级抵一国”



历史的追问

福建船政学堂为什么没能
 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时代的局限：内忧外患
体制的局限：科举制度
学科的局限：单一门类



感谢聆听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