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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社会功能。在我国扶贫攻坚战略

背景下，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应该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精准扶贫作为未来的发展定

位。建构定向模式培养本土人才、传承创新民族民间文化、开展“互联网＋职业教育”行动、完

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体系，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施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２０３（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６４－０６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ＸＵ　Ｆｅｎｇ－ｈｕ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
ｖｉａｔｉｏ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ｈｅｒｉｔ－
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ａｒｒ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
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
ｒａ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历史

文化环境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一直

处于贫困状态。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呈现出贫困

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复杂、减贫速度慢、脱

贫任务重等特征。为了尽快实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

富，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加大对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把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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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
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

力度。”［１］可以说，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问题已 经 被 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离

不开科技和教育的支持，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

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和改善劳动力结构与素质的重要手段，在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职业教育的价值

取向关系其发展方向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在反贫困

的战略背景下，探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价值取向

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民族地

区的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脱贫致富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受历史和现实各种复

杂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还存在着诸多

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不高。之所以如此，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族

地区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异化。

１．受“城市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地区职

业教育盲目追求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就业，忽视了本

地实用人才的培养

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这一方面是

指区域经济 社 会 发 展 影 响 和 制 约 着 职 业 教 育 的 发

展，职业教育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烙印；另一方面是指

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区域的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是职业教育的内在使命。与当地产业结构

对接、培养当地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是职

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民族地区的

职业教育应该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应该为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培养人才，应该结

合民族地区实际办出民族特色。国家对职业教育的

办学定位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然而，
受“城市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地区的职业院

校在办学定 位 上 倾 向 于 为 东 部 沿 海 城 市 输 送 劳 动

力，忽视了为本地培养实用人才。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发

布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专项督导报告》就曾指出：
“西部有些 省 扎 堆 开 办 汽 修、护 理、计 算 机、学 前 教

育、土建等专业，专业同质化严重，针对地方产业转

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急需专业开设的不够，中职涉农

类专业更是不断萎缩，职业院校专业布局未能很好

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２］不可否认，职 业 教 育

具有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功能，但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是首要的。因此，职业教育首先要考虑为本地培养

人才，而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异地就业。事实上，人才

的大量外流不仅加剧了民族地区的溢出性贫困，还

降低了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资热情和积极性。
不能与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民族地区

职业教育的发展最终也会失去依靠。

２．受“学历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民族地区的

职业教育盲目追求“升学”、“升格”，“升学教育”使职

业教育丧失了职业性

职 业 教 育 是 一 种 面 向 经 济 主 战 场 的 专 门 性 教

育，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类

型教育的本质属性。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对受教育者进行相应的职业能力培养和训练从而使

其能够快速适应职业岗位的需要，是职业教育职业

性的重要体现。然而，受“学历主义”思想的影响，职
业教育沦为了“升学教育”，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缺失

了。这种缺失表现为职业学校把对口升学率作为办

学的目标追求和吸引生源的招牌，在教学活动中强

调学科导向、重理论轻技能，忽视学生的实习实训环

节。同时，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学生个人也不愿

意在毕业后做一名技术工人。比如，课题组在湖北

鹤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调研时，校长就坦诚地讲

述了该校学生的就业状况：“我们职业学校学生选择

升学的多，选择就业的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即使

是学校的王牌专业———电子电工专业，就业 的 仍 是

少部分，多数还是升学，读大专，都不希望做一个普

通的技术工人。电子电工专业的学生升学后跨专业

的比较少，毕业后回鹤峰就业的非常少，因为鹤峰作

为小县城，经济不发达，人才需求量有限，在外地大

城市就业，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抵上在鹤峰半年的收

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投入有限，以升学

为导向的职 业 教 育 没 有 很 好 地 回 报 当 地 的 教 育 投

入，造成了教育资源严重浪费，也加剧了教育经费的

紧张。

３．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地区的一些

职业学校排斥少数民族文化，盲目举办新兴的时髦

专业，从而使职业教育丧失了民族性

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除了具有职业教育的一般

属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独特属性，即民族性。“少数

民族地区因不同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情风俗等

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３］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

有义务和责任来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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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职业学校要想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就不可避

免地要把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渗透到学校的教育教学

中。然而，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地区的一

些职业学校视民族文化为落后和消极的东西，在办

学过程中不顾自身发展实际，盲目开设一些贴有现

代化标签的专业，从而使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

的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严重趋同。例如，有学

者在对贵州省黔东南州职业教育进行调查后发现：
“从专业设置来看，各校基本没有多大差别。基本上

都是为了输送到沿海地区打工而开设的专业，都集

中在计算机、电子电工、数控等，作为直接为地方经

济服务的中职教育，如民族旅游服务与管理，民族旅

游商品制作，苗侗族歌舞，生态农业种植，生态农产

品经营与加工，民族餐饮制作等专业却很少开设，全
州仅有两所学校开设民歌民舞专业，一所学校正规

开设旅游服务专业。”［４］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在对湖北

恩施州的职 业 教 育 进 行 调 研 时 也 发 现 了 类 似 的 现

象。例如，巴东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开设了高铁专

业，为什么开设这个专业呢？在访谈中校长告诉我

们：“高铁专业主要是学校领导在外面培训与开会的

时候想出来 的，回 来 之 后 大 家 觉 得 可 以，我 们 一 合

计，就开设这个专业了。另外，高铁专业在当地比较

受欢迎，因为大家觉得高铁比较现代化，听起来很不

错，学生都愿意报，而且这个专业是我们和北京一个

企业合伙开设的，我们和他们签订了合同，我们负责

招生与培养，学生毕业之后就去他们那儿工作，相当

于校企合作吧。”但调查发现，高铁专业的开设不仅

没有达到预 期 的 效 果，反 而 逐 渐 成 为 学 校 的 包 袱。
其中的根本原因是高铁专业办学成本太高，学校的

人、财、物投入跟不上，教师教学能力也达不到专业

办学要求。总之，由于受经费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

弱和办学条件差等因素的制约，丢掉了民族特色的

职业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失去核心竞争力和

优势。

二、精准扶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

价值取向的重建

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是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既定方针，也是新时期扶贫工

作的重点。“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最紧

密，贡献最直接，见效最快捷。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

济，就是抓民生。”［５］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由 于 其 内

在的经济属性和特殊的地域特性，理应积极支持民

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主动承担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

重任。但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一个重要的前提就

是进行价值取向的重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价值

取向应如何重建？概括地说，从国家的反贫困战略

出发，结合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功能特性和实际发

展中面临的问题，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应该把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精准扶贫作为未来的发展

定位。

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立论依据

首先是基于对贫困本质的重新认识。贫困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所
构建的贫困理论也异彩纷呈。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关

于贫困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收入贫困和能

力贫困。收入贫困理论主要从满足人们生存所需要

的物质条件层面来描述贫困，认为贫困是收入水平

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该理论最早由英国学者

朗特里提出，随后被很多国际组织所采用。世界银

行发布的《１９９０年 世 界 发 展 报 告》也 主 要 从 物 质 财

富的角度来界定和评判贫困，认为贫困就是未能达

到最低生活保障的状态。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意识到用最低生活标准来界

定贫困是不够的。在一些福利国家，有的家庭基本

生活需要是有保障的，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贫困人

群。由此，有学者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认为不能

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状态就是贫困。相对贫困

概念的提出拓展了人们对贫困内涵的认识，但其仍

然是从收入 多 少 和 消 费 水 平 高 低 来 理 解 和 评 判 贫

困，这是有局限性的。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有很

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６］这就是说，贫困 不 仅 仅

是物质财富少和生活水平低，贫困的实质和根源在

于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的匮乏，而收入和消费水

平低下则是贫困的表征。因此，只有重建和提升贫

困人口的能力，才能有效根治贫困这一顽疾。我们

认为，从强调贫困人口物质的缺乏到关注贫困人口

能力的匮乏，是人类对贫困认识的深化，能力贫困理

论应该成为未来反贫困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我国

民族地区的 贫 困 从 深 层 次 上 讲 也 是 能 力 贫 困 的 问

题，从表面上看，民族地区的贫困类型和程度复杂多

样，但贫困人口文化素质不高、职业能力匮乏是致贫

和妨碍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通过职业教育

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和生产生活能力，使其走上脱

贫致富的道路，成为反贫困战略的必然选择。
其次是基于对开发式扶贫战略的思考。新中国

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扶贫开发经历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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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推动扶贫、专项计划推动扶贫和两轮驱动扶贫

三个阶段［７］，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

也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国扶贫事业成功经验

的核心就是坚持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开发式扶

贫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扶贫事业取得

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８］开发式扶贫需要贫困

人口的参与，这既需要调动贫困人口的参与热情和

积极性，也 需 要 提 升 贫 困 人 口 的 参 与 能 力 和 素 质。
但在实践中存在过于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忽视贫

困人口主体性的发挥等问题，在扶贫项目的设计与

实施过程中，贫困人口的参与严重不足。另外，很多

地方只注重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忽视贫困人口的人

力资源开发。这让很多贫困人口没有能力参与到开

发式扶贫实践中来，由于游离于开发式扶贫活动之

外，自然也就无法分享扶贫开发的成果。参与式开

发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的战略方向，为了更好地推

进参与式开发扶贫战略，亟须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

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最后是基于对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解。把职

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为反贫困、实现精准扶贫，不
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也具有明确的政策

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９］《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也明确要求：“充分发挥职业教育

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围绕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和基本 公 共 服 务 需 求，提 高 职 业 教 育 扶 贫 的 精 准

度。”［１０］在扶贫攻坚战略推进的关键期，职业教育的

反贫困功能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关注。国务院扶贫

办和国家发改委共同组织编写的１１个连片特困地

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都提出：“要特别注重发

展职业教育，强调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支持职业院校

发展，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基地，促进职

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转移就业、返乡创业和国际劳务

输出等紧密结合。在大部分片区，职业教育发展强

调与本地区人力资源和产业发展密切结合，突出相

关专业和学科建设。”［１１］从以上相关政策可以看出，
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定位应该是反贫困。在脱

贫任务比较艰巨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更应该把助

推精准扶贫作为战略任务和发展方向。

２．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精神

职业教育扶贫是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教育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就

是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来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

地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能力以促进其脱

贫致富。由于民族地区存在着人口负担重、人力资

源薄弱、技术技能人才匮乏等问题，发展职业教育可

以提升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素养和就业创业能力，
从而打破贫困与低素质的恶性循环，最终切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职业教育、培
养技术技能人才本身就是一种精准扶贫。从性质上

来说，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种智力和能力扶贫，是
一种人才和文化扶贫；从效果上来讲，职业教育精准

扶贫是一种成效最为直接和稳定的根本性扶贫，是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扶贫。当然，作为职业

教育的价值取向，精准扶贫还蕴含着其他理念和精

神。
首先，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职业教育

的发展定位。在我国，职业教育长期是以地方政府

投资为主，适应和引领地方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办

学应有之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

关系使得“职业教育只有紧扣区域经济发展的脉搏，
与之协调起来，才能适应并服务区域发展的要求，并
在其中发 挥 引 领 作 用”［１２］。可 以 说，服 务 区 域 经 济

社会发展，既坚持了职业教育服务发展的大局，也明

确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民

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建立适应本地区发展需要的

民族职业教育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留得

住、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
其次，把扶贫攻坚作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主

攻方向。职业教育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
天然的经济与职业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也具有反贫

困功能。为了实现２０２０年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战

略任务，我 国 各 行 各 业 都 加 入 了 扶 贫 攻 坚 大 会 战。
由于和经济发展存在最为直接和紧密的关系，职业

教育必须积极参与到反贫困的斗争中来。实施精准

扶贫，既明确了扶贫攻坚背景下职业教育的主攻方

向，也抓住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重点任务。民族

地区的职业教育在扶贫方面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

面是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实现自身的脱

贫；另一方面是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助推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职业教育的

反贫困功能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开发来促进经济增

长实现的，这不仅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也越来越多

地得到了世界各国实践的验证。“二战后日本、德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经验同样

证明职业教 育 在 经 济 起 飞 阶 段 对 劳 动 力 素 质 的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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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３］

近年来，我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职业

教育自身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时期，在扶贫攻

坚的关键时刻，职业教育同样应该承担起时代赋予

的反贫困使命，尤其是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必须把

扶贫攻坚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施精准扶贫

的路径选择

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是打赢扶贫攻坚

战的重要指导思想。职业教育具有促进经济发展、
实现反贫困的功能，但如果其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发

展，则会影响反贫困功能的实现。因此，民族地区的

职业教育要想承担反贫困的时代使命，就必须加强

自身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扶贫开 发 贵 在 精 准，重 在 精 准，成 败 之 举 在 于 精

准。”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脱贫致富也要强调精准，在实施精准扶贫时可以选

择如下路径。

１．建构定向模式，培养本土人才

民族地区的致贫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自然

地理、社会历史的因素，也受文化传统、现实政策和

人的思想观念与素质的影响。民族地区劳动力素质

不高、人才资源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和反

贫困的突出问题。“由于贫困地区的地域、经济、文

化、生活等基本条件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当地原有

人才都在向发达地区流动，引进人才困难很大；何况

大量工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不能引进。所以，只

能走自己培养的路子。”［１４］对民族地区而言，走人才

的自我培养之路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

现自我培养？现阶段，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大多采

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不可否认，“订单式”培

养模式对于缓解就业难、提高就业质量具有较为明

显的作用，但这种培养模式往往是为发达地区的企

业培养人才，并没有解决民族地区本土实用人才匮

乏的问题。在国家实施扶贫攻坚的战略背景下，职

业教育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对于民族地区的脱

贫致富并无直接和显著的作用。
民族地区在反贫困斗争中需要留得住、用得上

的技术技能人才。如何才能培养出留得住、用得上

的人才呢？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建构职业教育定向人

才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在与区域经济发展紧

密联系的民族地区职业院校的相关专业中专门安排

适量的招生计划，面向民族贫困地区的生源进行定

向招生，学生被录取后与学校签订定向培养合同，毕
业后到民族地区定向就业。与“订单式”人才培养模

式不同，职业教育定向人才培养模式是本土化的定

向，因为承担定向培养的学校是民族地区本地的职

业院校，招收的生源是民族地区本地的学生，学生毕

业后到本地就业。本土化的定向培养可以很好地解

决民族地区人才困乏和人才流失的问题，因而可以

说，建构定向模式、为民族地区培养急需的本土人才

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

２．传承民族文化，助力脱贫致富

由于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自然地理条件恶劣、
经济贫困的落后地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

把少数民族文化等同于落后文化而加以排斥。把少

数民族文化与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错误

的，事实上，“对于扶贫、减贫来说，少数民族文化不

是阻力，也不是摆设，而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世

代延续、活态传承的，由此才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为

了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口增长、生活方式改变

和经济收益期待增加的状况下，如果有了正确的认

识，并以妥当的方式相配合，文化就有可能成为少数

民族持续性 脱 贫 致 富 和 不 断 发 展 的 资 源。”［１５］民 族

文化的传承创新是民族地区实现减贫、脱贫的重要

方式，而职业教育则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

体。为发挥职业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作

用，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意见，如国务院扶

贫办、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全国１１个连片特困地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都强调了利用职业教育传承

民族文化实现脱贫致富的思想。其中，《乌蒙山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就明确

指出要“加强民间文化、民族手工业、民族建筑等特

色专业 建 设，培 养 民 族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人 才”。２０１３
年４月，教育部、文 化 部、国 家 民 委 遴 选 了 首 批１００
个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
同年５月，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又联合下发《关
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
对职业院校 传 承 和 创 新 民 族 文 化 的 进 行 了 全 面 部

署。同年７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
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也强调：“结合片

区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将

民 族 文 化、民 族 技 艺 传 承 创 新 纳 入 职 业 教 育 体

系。”［１６］２０１５年７月，《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支
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民族特色专业”［１７］。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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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传承创新民族文化的专业优势，民族地区的职

业院校还 具 备 地 缘 优 势。通 过 传 承 与 创 新 民 族 文

化，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不仅可以打破办学同质化

的局面，还可 以 提 升 办 学 特 色 和 水 平，更 为 重 要 的

是，还可以增强其服务民族特色产业的能力，从而实

现精准扶贫的时代使命。

３．开展“互联网＋”行动，扩大民族地区职业教

育的扶贫功效

２０１５年７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互联网的创

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作为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和扶贫攻坚的重要力量，民族地区的职业

教育也需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要求，利用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寻求自身的整体变革，从而

提高精准扶贫的社会功效。在“互联网＋”时代，信

息技术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必然会对职

业教育带来整体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为重

塑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理念、改变职业院校教育教

学模式、优化 职 业 院 校 教 师 培 训 方 式、深 化 校 企 合

作、均衡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等；除此之外，互联

网还会改变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通

过互联网技术所创建的资源共享平台可以使职业院

校的服务区域范围更大、服务的对象更为精准。概

言之，开展“互联网＋”行动，不仅可以改变民族地区

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式和社会适应力，更为重要的是

可以提高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力度，增强职业教育

的扶贫功效。
“互联网＋”时代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变革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来自教育系统内外部多方资源的

支持与保障。具体而言，政府部门要协同制定相关

教育政策，加大经费投入，完善民族地区关于“互联

网＋职业教育”的政策制度体系，强化对民族地区职

业院校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区职业院校

自身也要积极树立互联网思维，自觉利用互联网技

术对学校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效变革。此外，包括行

业与企业在内的当地社会力量也要加大对“互联网

＋职业教育”的支持。

４．完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贫

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如果说利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对接来反贫

困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那么完

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学生的

资助力度就是一种精准扶贫。精准扶贫体现为贫困

对象的识别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民族地区人

力资源匮乏，而教育发展落后是导致人力资源匮乏

的重要原因。因此，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关键在于教

育。但对于个体家庭来说，现实中还存在着“教育致

贫”的 尴 尬 现 象。所 谓“教 育 致 贫”，又 称“因 教 致

贫”，是指家庭因教育 的 投 入 而 导 致 经 济 贫 困 的 社

会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教育投入不

足、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失衡；也有

家庭自身“造血功能”不足、教育投资方向不正确；还
有学校收费过高、资助力度不足等。对民族地区而

言，避免“教育致贫”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鼓励贫困家庭送子女到职业院校就读。另外，国
家应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资助体系，加大对民族地区

职业院校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真正发挥职业教育

的减贫和扶贫功能。
关于职业教育资助问题，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

了一些文件，主要指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和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的 补 助 方 面。如，２００６年 财 政 部、教 育

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

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又颁发了《关

于建立健全普通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

校家庭经 济 困 难 学 生 资 助 政 策 体 系 的 意 见》；２００９
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农村

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编制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 确 指 出 要“健 全

公平公正、多元投入、规范高效的职业教育国家资助

政策体系”［１８］。在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社会环境

下，国家出台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对于改变社会重

普教轻职教的观念，缓解职业教育招生难的问题起

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应看到有关职业教育

的资助政策还存在资助体系不完善、资助主体单一、
资助力度不足、资助政策覆盖面不广等问题。在扶

贫攻坚的战略背景下，完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助

政策体系，提高资助政策的针对性，加大对民族产业

和特色农业等专业学生的资助力度，提高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标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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