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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建国六十年以来，新加坡从自然资源

匮乏的落后岛国变为亚洲人均 GDP 排行首位的经

济大国，职业教育被视为其经济飞速发展的“秘密

武器”。新加坡在建国后，其职业教育体系始终在

国家经济背景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逐渐

形成了能够密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横纵相通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在 2019 年颁布的《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

位，首次从政策层面指出职业教育不是教育的一个

层次分支，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教育类型。但作为

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其体系外部存在不能够适应

国民经济结构的更迭、不能满足受教育者多样化的

教育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内部存在与普通教育横向

沟通不畅、纵向衔接不通等实际问题，这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与新

加坡同为亚洲国家，拥有较为相似的经济发展历

程，因此，对新加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研究

能够对类型教育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提供借鉴。

一、新加坡职业教育体系概述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如图 1 所示，其职业学校主

要由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应用型大学等三部

分构成。在小学离校考试后，学生根据考试成绩

分别进入特别课程班、快捷课程班、普通学术课程

班和普通技术课程班，前两种班级学制为四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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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班级学制为五年。在前种班级学习的学生在

学制的第四年需要参加剑桥 0 水准考试，通过测试

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和个人职业规划

进行选择，每年约有 45% 的学生进入理工学院①学

习，剩下的学生进入初级学院学习。在后两种班

级学习的学生，在其学习的第四年需要参加剑桥 N

水准测试，第五年需要参加剑桥 0 水准测试，没有

通过测试的学生进入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②，通过

测试的学生则进入理工学院学习。在工艺教育学

院学习的学生，两年学成毕业后，可以选择直接工

作，也可以选择再次参加剑桥 0 水准测试，通过测

试的学生可以升入理工学院继续学习。理工学院

的毕业生如果在学习阶段的综合考试绩点排名前

百分之二十，即可免试进入学术型大学或应用型大

学继续深造。

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呈现为“H”型立交桥

式发展。在横向普职沟通方面，新加坡通过测试采

取教育分流的模式，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轨发

展，接受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的学生，均可通过一定

阶段的培训和测试进行转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未

来的就业规划，不断重新选择学习方向。在纵向贯

通方面，在工艺教育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

升入理工学院学习，在理工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根

据学习成绩进入大学学习，任何一种学习均不是学

历的终点，选择职业教育学习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努

力取得“高学历”。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

体系能够提高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促使更多

学生选择职业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加坡

职业教育的发展，使新加坡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

更多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图 1    新加坡教育体系框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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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职业教育体系的嬗变

新加坡从 1960 年自治至今，国家的经济发展

政策由 20 世纪建国之初的快速工业化，到 20 世纪

中后期的提高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再到 21 世纪适

切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要，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

系变化始终与国家经济政策紧密相连，能够根据不

同的经济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大体可将其发展历

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60—1980 年：以生存为导向的职业教

育体系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自然资源匮

乏，殖民地时期在马来西亚的支持下以发展制造业

为国家主要经济来源。在 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成

为独立的国家后，作为支柱行业的制造业失去了马

来西亚的支持，只能够生产低廉的基础产品。再加

之 1960 年自治后英军撤离，当地就业机会的减少

导致刚刚建国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停滞，大量青年待

业，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为谋求

国家的生存发展，新加坡政府及时调整战略，吸引

外资，发展国家的制造业和金融业 [2]。新加坡政府

彼时对国家职业教育的要求为既能够培养服务经

济发展的劳动力，又能够解决大量青年人的失业

问题，使国家和个人均能够得以生存，所以这一时

期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国家和个人生存为导

向发展。1961 年发布的《曾树吉报告书》是新加

坡职业教育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政策文件，其设置

了新加坡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在文件中

明确提出为规范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将中学

分为学术型、技能型、混合型和职业型四种类型。

其中，学术型中学以升入大学为目标；技能型中学

开设 20% 的实践技能课程；混合型中学则在一所

学校同时提供这两种课程；职业型中学为两年制，

主要开设实践技能课程 [3]。每年有 65% 的毕业生

进入职业中学学习，其中，技能型中学和职业中学

对学生的培养目标设置为技术技能人才，学生在

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在高等职业教育分支

后，理工学院迅猛发展，政府对新加坡理工学院和

义安技术学院进行设备更新与校园扩建，增加理

工学院的招生人数，明确理工学院的办学定位为

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一阶段的新加坡职业教育

体系明确了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各学校按其目标培养人才，不仅使青年人拥有了

谋生的本领，而且为企业培养了拥有技术技能的

劳动力，解决了新加坡建国时期个体难以生存和

国家经济停滞发展的问题。

（二）1981—2000 年：以增强自身吸引力为目

标的职业教育体系

新加坡在经历建国初期快速工业化和引进外

资、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后，国家经济飞速发

展，于 1990 年作为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台湾、中国

香港、韩国并称为“亚洲四小龙”。与第一阶段国

家需要进行快速工业化，以保证国家能够得以生存

的要求不同，在此阶段，新加坡希望在未来三十年

中将自身建设为高科技制造业中心和国际商业中

心，因此，国家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

才。然而，原有的职业教育体系对人才培养的高度

要求不够，毕业生的文化基础、技术水平、职业能力

均不能满足企业对员工的需求。即使国家对技术

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较大，但职业教育在新加坡被

国民视作为“不喜欢学习”的学生的一种继续教育

模式，未通过 PSLE 考试（新加坡教育部举办的国

家统一考试，以评估新加坡小学六年级学生升读中

学课程的能力，以及分配学生到合适的中学。）和

中学毕业考试的学生被送进职业学院，职业教育变

成“筛选”差生的方式 [1]。国民对职业教育的观念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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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新加坡政府对现有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优化

和完善，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所以该阶段的

职业教育以增强自身吸引力为目标。在中等职业

教育方面，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于 1992 年成立，

招收在中学毕业后通过剑桥 N 水准测试但未通过

剑桥 0 水准测试的学生，政府将新加坡工艺教育学

院定义为提供高水平技能课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

工艺教育学院经过三十年的建设，颁布了五次战

略规划蓝图，通过打造品牌战略，提升自身教育质

量，改变了公众思想中中学后职业教育仅为“差生

的归宿”的印象。工艺教育学院于 2005 年获得新

加坡质量奖，也是新加坡第一所获得该奖的教育机

构，职业教育吸引力显著提升。新加坡工艺教育学

院至今还承担着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任务，入学人

数连年增长。因为新加坡是移民国家，受儒家文化

的影响较深，将学历的终点截止为中等职业教育阶

段不能得到家长和学生的接受。一方面因为受教

育者对更高层次学历的追求，另一方面源于高新技

术企业对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因此，在高等

职业教育领域，新加坡的理工学院发展迅速。淡马

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相应新建，南洋理工学

院提出“教学工厂”“无界化理念”的管理理念，通

过高质量教学吸引更多学生进入至新加坡理工学

院学习。

（三）2001 年至今：以终身教育为核心的职业

教育体系

20 世纪 60 年代，保罗朗格朗在《学会生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指出：教育是在为

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 [4]，该观点第一次将

教育的关注点聚焦在未来社会，教育不仅仅应该立

足当下社会，更应该面向未来，强调个体在其一生

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进行教育。21 世纪初，随着新

加坡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从事某一岗位的劳动

者所需要的能力发生变化，劳动者需要不断进行培

训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教育背景和经

济背景的双重作用下，新加坡改革职业教育体系，

其职业教育结构框架不仅仅局限于中等职业教育

和高等职业教育，更是扩展至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

教育培训，此阶段的职业教育体系以终身教育为核

心。新加坡在小学和中学开展职业指导活动，旨在

满足学生在教育各个阶段的需求，培养学生的社交

情感能力、主动性、适应性和韧性，为 21 世纪做好

准备 [5]。职业启蒙能够帮助学生增强职业意识，让

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和希望从事的职业，有助于学

生在教育分流时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和专业。

为使劳动者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断提高其劳动

知识和技能，新加坡政府在 2014 年提出“技能创前

程计划”，旨在建立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体系。为使

该计划能够平稳运行，新加坡还设立了“技能创前

程委员会”，委员会提出该计划包括制定行业人力

计划、加强教育与职业指导、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提供学习津贴和奖励、支持中小企业、培养专家和

企业领袖、鼓励培训创新 [6]，培养适应岗位需求变

化的劳动者，创建终身学习型社会。新加坡政府在

21 世纪通过职业启蒙教育和“技能创前程计划”，

进一步完善了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其职业教

育体系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同

时还能够满足个体接受终身教育的需求，完善的职

业教育体系能够促进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升职

业教育的地位。

三、新加坡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

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国家职业教育快速平

稳发展的基础，新加坡在自治的近六十年来，能够

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外

部特性和内部结构，在不断探索、借鉴和改革的过

程中形成了极具新加坡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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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变化与国家经济发

展紧密相连

新加坡从 1960 年脱离英国至今，经济发展经

历了三个阶段，为使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服务经

济发展，培养经济社会所需的技能人才，新加坡的

职业教育体系结构也随之进行调整。在 1960 年至

1980 年的经济发展第一阶段，新加坡自治独立后，

作为其支柱行业的制造业严重衰退，再加之英军的

撤离导致大量青年失业，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进行快

速工业化的发展，为青年人创造工作机会。但此时

的青年人普遍在小学毕业后辍学，没有能够从事工

作所需要的知识和职业能力，所以国家着重发展初

等职业教育，大量开设技能中学和职业中学，让青

年人学会简单的劳动技能，在以工业制造为主的企

业中工作谋生，使其得以生存，减少社会动乱。在

1981 年至 2000 年的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国家的经

济经过第一阶段的振兴拥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新

加坡对自己国家的定位是建成高科技制造业中心，

吸引大量外资，在国家投资设厂。外资企业对劳动

力的要求较高，原有初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无法从

事高端技术技能的工作，所以新加坡在此时期着重

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开设工艺教育

学院和新建大量理工学院等，以使毕业生能够进入

外资企业工作，服务国家经济的发展。在 2001 年

至今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

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的发展浪潮，再加之教育大众化

的普及，原有的以高职为终点的职业教育体系既不

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受教育者对学

历的追求，所以新加坡政府提出部分在理工学院学

习取得高绩点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进行学习。

随着产业结构的更迭，岗位的能力要求不断变化，

新加坡政府提出“技能创前程计划”为新加坡的劳

动者进行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在学生毕业后提升

其技能，帮助毕业生的终身职业发展 [6]。在国家经

济快速工业化、高科技发展和信息化、人工智能化

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能够不断调整其职业教育内

部结构体系，使其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纵向衔接灵活且顺畅

顺畅衔接的内部层次结构是新加坡职业教育

体系的一大特点。新加坡的学生可以由中学升入

工艺教育学院，由工艺教育学院升入理工学院，由

理工学院升至大学，他们可以通过特定的标准和考

试顺畅地进入到下一阶段学习。在由中学升入至

工艺教育学院阶段，在原有申请标准中，学生需要

通过剑桥 N 水准测试才能得到工艺教育学院的入

学机会。但由于新加坡是移民国家，各个国家的学

生学习基础不同，有很多学生学习基础薄弱不能通

过测试。因此，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提出，除初中

生在毕业后通过剑桥 N 水准测试外，学生可以通过

一个基于能力和兴趣的早期录取练习提前获得工

艺教育学院的录取资格。参加早期录取练习学生

需提交一篇 100 字的文字说明，文字内容关于“你

为什么想申请这门课程？你的天赋或技能与该课程

有什么关联”等。提交申请的学生如果通过了该面

试，只要通过该课程的最低要求就可被录取。在工

艺教育学院升学至理工学院阶段，部分学生如果在

工艺教育学院毕业后能够通过剑桥 0 水准测试，则

可以升入至理工学院学习，其余希望升学的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专业，考取相应的高绩点也可

以进行升学。以应用食品工程专业毕业学生为例，

在工艺学院就读期间绩点高于 3.5 的学生，进入理

工学院后可直接进入相关专业的二年级就读。在

理工学院升至大学阶段，如果学生在毕业后希望升

入国内大学，其需要在理工学院学习期间整体成绩

排名为专业前 20%；如果学生希望留学海外，可以

面试直接申请海外知名大学，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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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各国的大学本科文凭进而攻读硕士以及更高

级的文凭。新加坡理工学院所颁发的专科毕业证

受到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的 100 多所大学

承认。在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每个层次

职业教育的学生都可以拥有向上求学的通道，任何

一种学历均不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点，接受职业教

育的学生也可以取得硕士、博士等高学历。这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使更多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提升职业

教育的吸引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

（三）职业教育体系各阶段过程完善

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应分为三个相互衔

接的阶段：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

续教育 [7]。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在经过六十年

的发展历程后，其内部各阶段过程完善，能够满足

受教育者希望接受终身教育的需求。在职业启蒙

阶段，职业指导可以培养每个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以

及作出教育和职业选择的能力。为满足学生的发

展需要，学校对每个年龄阶段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活

动方式。针对小学生，学校将学生日常课程覆盖

“职业”主题，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

兴趣、能力和职业理想，并对不同职业拥有不同的

理解，帮助其在毕业后进行职业选择；针对初中生，

学校通过开展职业讲座、展览会、参观教育机构等

活动，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意识，帮助学生探索未

来可能的职业道发展道路 [5]。在职业准备阶段，新

加坡的职业教育院校包括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

和本科职业教育大学等。近些年在国家的政策经

济支持下，工艺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发展迅速，逐

渐成为新加坡职业教育的中流砥柱。但随着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普及，受教育者对更高层次学历的追

求，越来越多的理工学院毕业生选择出国就读本科。

为了减少生源外流，新加坡政府在 2005 年宣布成

立新跃大学，主要面向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学校开

设实践为导向的课程 [6]，通过应用型的培养方式，

为企业培养高级技术技能人才，为受教育者提供更

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在职业继续教育阶段，为使新

加坡人民具有较强的职业适应性，能够适应创新和

生产率驱动的发达经济体的需要，新加坡劳动力发

展局制定《继续教育与培训 2020 总蓝图》，旨在改

进教育、培训和职业指导，为学生提供广泛优质的

学习机会，建立充满活力的继续教育与培训生态体

系 [6]。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包含职业启蒙、职业

准备和职业继续教育等三阶段，完善的职业教育阶

段贯穿在受教育者的整个学习和工作生涯中，终身

教育的理念也已充分融入至职业教育体系中。

（四）职业教育体系与国际接轨

新加坡的职业教育自发展之初就将其置身于

国际化的浪潮中，这是由新加坡在经济领域的对外

开放战略、政治领域的国家政策支持、文化领域的

移民国家“包容性”和教育领域的与国际接轨的教

育体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新加坡与

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能为跨国企业培

养其所需要的国际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又能提

高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国际地位，促进新加坡职业教

育的发展。新加坡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体系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教育主体的双向国

际流动。在输入方面，新加坡理工学院采用不同国

家、不同入学标准的策略，吸引外籍留学生进入新

加坡接受职业教育的学习；在输出方面，新加坡工

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组织学生至海外工厂进行实

习，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了解到世界先进的技

术方法。由于理工学院的文凭学历被世界多个国

家的几百所知名高校认可，所以新加坡理工学院

的大量学生在毕业后选择进入海外名校深造。第

二，职业院校的课程内容和设置国际化。职业教育

的课程与国际接轨程度直接决定着职业教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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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才的培养质量，所以新加坡在工艺教育学院和

理工学院积极开设国际化课程。例如，淡马锡理工

学院应用人工智能专业对一年级新生开设全球研

究课程等，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及国际化素

养，帮助毕业生进入跨国企业工作。第三，新加坡

与知名的海外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在理工学院内合

作建立有针对性的专业学位。例如，淡马锡理工学

院与美国烹饪学院在烹饪技术专业上进行合作；新

加坡理工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在眼视光专业上合

作办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毕业后不用留学海

外，可以直接进入合作的专业修读本科学位，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了新加坡的人才外流，对于一贯重视

人力资本积累的新加坡而言具有积极的作用。新

加坡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以上三种方式与国际接

轨，培养国际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既提高了新加

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又提升了新加坡职业

教育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四、新加坡职业教育体系对我国建设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启示

我国在 2019 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

教育类型，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随着产业结构的

升级和受教育者需求的变化，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

体系需要进行不断调整以提高其适应性，新加坡的

职业教育体系能够为类型教育视角下的我国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提供启示。

（一）提高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与国家对劳动力

层次结构的适应性

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功

能之一，因为新加坡在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劳动

力自身的文化基础和技术技能的要求不尽相同，所

以新加坡政府要及时调整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以

适应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层次的需求。

随着我国在 21 世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中

国制造 2035 战略规划的提出，生产精细化、复杂化

程度加深，生产服务一线紧缺创新型、复合型的高

级技术技能人才。借鉴新加坡经验，将职业教育层

次结构比例与我国对劳动力层次的需求比例紧密

贴合，我国应该着重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高

职业本科院校在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中的比例。首

先，学习其他国家发展本科职业教育的经验。从德

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到英国提出的学位学徒制，再到

新加坡的新跃社科大学，“职业教育大国”对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我国应该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与实际情况相

结合，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其

次，我国应出台有利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政

策。正是因为国家对“精英型”大学的政策倾斜，

所以部分条件好的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后丢

弃了职业教育的特色，按照普通本科的要求规范自

身的教学及管理，造成职业教育资源的流失，与最

初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计划背道而驰 [8]。为避

免此种情况的发生，我国应该出台带有职业教育

特色的相关教育政策，针对本科应用大学提出一

套区别于普通学术大学的评价体系。例如，对教

师的评价不应局限于其学术科研论文考核，而是

应该侧重于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最后，提升本

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教师素质。教师是教学活动的

主体，对教学活动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存在至关重

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办学主

体主要是优质高职升格的本科院校和地方本科院

校转变成的应用型大学两类院校，但前者的教师

缺乏理论能力，后者的教师缺乏实践能力。因此，

本科职业院校应该定期以讲座、论坛、外出交流、

企业实践等方式对教师进行在职培训，以提高教

师的个人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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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终身教育的理念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中

经合组织在《2021 年经合组织技能展望》报

告中指出：各国必须加快培养年轻人终身学习的态

度，以驾驭在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影响下迅速变化的

世界 [9]。从保罗朗格朗最初提出“终身教育”理念

至今，社会生产力方式不断更迭，岗位能力的要求

也随之变化，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也应该将

终身教育理念融入其体系中。新加坡的职业教育

体系包括职业启蒙阶段、职业准备阶段和职业继续

教育阶段，将教育过程贯穿在个体的整个学习和工

作生涯中。

借鉴新加坡经验，我国也应该完善整个职业教

育阶段。目前，我国着重发展职业准备阶段，职业

教育集中在以全日制学校为代表的正规教育中，对

非正规教育的重视程度欠缺。为使终身教育理念

能够更好地融合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我国应

该重视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的发展。职

业启蒙教育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职业特征，通过

指导帮助学生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让学生为未

来进行职业选择做准备。但目前我国的职业启蒙

指导主要与基础教育课程融合，课程没有完全成体

系，缺少拥有职业指导资质的专职教师。在未来的

职业启蒙中，职业教育应该将职业指导形式丰富

化，通过开展相应讲座、职业体验、组织业余活动等

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职业继续教育方面，

首先，拓宽在职培训的学习平台。除国家提出在高

等职业院校进行扩招，招收农民、下岗工人和退伍

军人外，面对适龄学生减少的情况，中等职业学校

教育的中心可能会转而面向社会需求的各级各类

培训，职业培训将会从边缘走向核心 [10]。在职劳动

者可以通过线上学习和在中职、高职进行线下学习

等多种方式进行职业培训。其次，完善国家资历框

架制度，将劳动者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

的学历证书一一对应，此举能够改善社会中重学轻

术的现象，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吸引劳动者参加

培训。最后，我国目前已经借鉴了美国的学分转移

协议、加拿大的学分转移制度，在部分发达省份开

设学分银行，但尚不普遍。我国应该将学分银行在

国家内部普及，在全国采取统一的学分认定标准，

以实现学分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

（三）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相关招生考试制度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取

得更高的学历，如果职业教育继续只停留在专科层

次，则会影响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动力，阻碍职业

教育的发展。但因为职业教育具有技术型和职业

性的特征，单一的理论知识考核不能成为升学的唯

一标准。新加坡采用特定的标准和考试制度，使工

艺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进入理工学院学习，理工

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新加坡的大学或者海外高

校继续深造。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我国也应该完善职业教育

体系内部的相关招生考试制度。2019 年国务院颁

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建

立“职教高考制度”。职教高考作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关键制度 [11]，在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职升入高职阶

段，尽管各省已经设立了职教高考制度，但目前各省

的职教高考拥有不同的招生标准，影响了职教高考

的公平性。职教高考应该和普通高考相同，我国教

育部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不同的专业建立统一

的考试入学标准，使中职学生能够跨省份入学。在

高职升入本科阶段，现在的专升本考试科目为语文、

英语、数学、专业课等理论知识考察，缺乏技能测试，

忽视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此种考试方式没有凸

显职业教育的特色，也会造成部分学生在高职院校

学习时忽略技能课程，专注于升学类文化课程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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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专

升本考试应该增加专业技能的考察部分，这样才能

够更加体现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点。

注释：
① 新加坡目前有五所理工学院，培养训练有素的辅助性专

业人才，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与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定位相同。

② 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成立于 1992 年，隶属新加坡教育

部，前身为新加坡职业与工艺训练局，旨在为中学后的

学生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技能课程，与我国中等职业

教育拥有相似的办学层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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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s

REN Ruiwen, XU Han

Abstract: A complet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basis for the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ingapore'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ich 

are survival oriented, aiming at improving its own attractiveness and focusing on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It 

shows tha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vertical connection within the system is flexible and smooth, the process of each stage is perfect, and 

it i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ased on the type attrib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hina can adapt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national demand fo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labor force,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enrollment and examination system with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o as to build a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ingapor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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