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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職業教育先驅黃炎培傳略── 
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黃炎培先生（1878-1965），係中國近現代職業教育的創始人和理論家，他以

畢生的精力奉獻於中國的職業教育事業，為改革脫離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傳統教

育，作出重大的貢獻。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略，再說明其教育思想，最後再闡

述其生平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依據郭齊家與施克燦（1997）、許紀霖與倪華強（1999）、孫培青（2000）、

百科百科（2022）、維基百科（2022）的論述，黃炎培先生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 

(一) 出生孤苦，力學有成 

黃炎培，號楚南，字任之，筆名抱一。清光緒 4 年（1878）出生於江蘇省川

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黃炎培生在一個既無田地又無房產的塾師家庭。家

道中落，13 歲失母，17 歲喪父，成為失怙失恃的孤兒，但也就是由於艱苦的童

年，培養了奮發向上的性格。其父黃叔才，係本地庠生，先在鄉設塾授徒，後到

吳大澄（曾做廣東、湖南巡撫，東河道總督）幕府當秘書，清光緒 20 年（1894）
病故。其母孟樾清，南匯地主孟蔭餘之女，清光緒 17 年（1891）病故。 

由於父親長期在外，童年的黃炎培只能和母親相依為命，並且在生活與教育

上倚重母家，由祖父孟蔭餘擔負起對黃炎培的監護責任。由於母家的照顧甚多，

及至晚年，黃炎培回憶往事時，反對稱母親的父母為外祖父母，認為這個「外」

字是封建社會男女不平等的體現。 

黃炎培 6 歲時，開始跟母親學習識字、寫信。8 歲時，隨叔叔誦讀四書：《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9 歲起開始住到祖父孟蔭餘家，在孟家

的家塾（東野草堂），接受長達十年的啟蒙教育。在東野草堂，黃炎培用不太長

的時間又讀完五經：《易》、《詩》、《書》、《春秋左傳》、《禮記》。十年

的寒窗苦讀，不但奠定其國學基礎，也給他讀書人追求功名的道路。黃炎培在清

光緒 25 年 （1899），時年 21 時在松江府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秀才。三年後又中

了舉人。 

https://baike.baidu.hk/item/%E5%B7%9D%E6%B2%99%E7%B8%A3/1513439
https://baike.baidu.hk/item/%E5%B7%9D%E6%B2%99%E7%B8%A3/1513439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0%B3%E5%A4%A7%E6%BE%84
https://baike.baidu.hk/item/%E6%B2%B3%E9%81%93%E7%B8%BD%E7%9D%A3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BE%E6%B1%9F%E5%B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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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與當時多數讀書人不同的是，黃炎培是個孤兒，他不得不在求取功名之前

先考慮如何謀生的問題。父母去世後，為生活所迫，他作過百貨店的臨時售貨員、

塾師，一邊勞作，一邊讀書和習作詩文。由於詩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鎮王筱

雲先生的賞識，將女兒嫁給他為妻。 

在黃炎培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姑父沈肖韵是他的一個貴人。黃炎培讀完四書

五經後，開始博覽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家百家、詩詞歌賦等群書，在這方面得

力於沈家的豐富藏書。沈肖韵對黃炎培非常的器重，不僅將書齋毫無保留地向他

開放，而且鼓勵黃炎培在私塾教育後，報考南洋公學並提供他就學的費用。 

(二) 就讀南洋公學，受教於蔡元培 

光緒21年（1895）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朝政府慘敗於日本，被迫簽訂喪權

辱國的馬關條約。由於亡國感的危機意識喚起國人的覺醒，開始維新運動。與維新運

動結合而來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的啟蒙宣傳。許多維新志士紛紛創辦報刊、組織

學會、發表演說，提出種種變法條陳。身居上海浦東的黃炎培，耳濡目染這場空前的

啟蒙運動，受到很多啟發，尤其讀到嚴復的《天演論》，對「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

學說，深表認同。 

光緒 27 年（1901）秋，黃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現上海交通大學）特班（首

屆），選學外交科。特班總教習是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學生讀書、

作文，還教學生日文和練習演説。蔡元培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和教育救國的思

想給黃炎培很大影響。蔡元培立志以教育救中國，以培養革新之人才，推動政治

革新。他一改填鴨式的傳統教育陋習，讓學生自由閱讀書籍，並要求學生們每日

作讀書筆記，再由他親自批閱，隨後請學生輪流到書房面談討論。黃炎培心悅誠

服地接受了蔡元培的淳淳教誨，並逐漸轉化為自己的觀念、準則和行為模式。用

黃炎培自己的話說，就是 :「最初啟示愛國者，吾師；其后提挈革命者，吾師」。 

(三) 出入革命與立憲之間 

光緒 28 年（1902）秋，黃炎培到南京應鄉試，中了舉人。不久，南洋公學發

生學潮，學生們因抗議校方開除同學而集體退學。退學後，黃炎培遵照其師蔡元

培的囑咐，回川沙辦理小學堂。他在家鄉一邊辦學，一邊作喚醒民眾的工作，每

週舉辦公開演説會，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局勢。光緒 29 年（1903）6 月 18
日，黃炎培等應邀到南匯縣新場鎮演説，由於地方痞紳誣告他們毀謗皇太后、皇

上，南匯縣知縣於 6 月 23 日將黃炎培等 4 位青年逮捕，以革命黨人處理。幸好

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師的出面營救，在 6 月 26 日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聯署就地

正法的電令到達前被保釋出獄，乃在千鈞一髮之際，逃過一劫。其後，在上海水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7%A5%E6%96%87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8%97%E5%BC%B7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6%B0%E5%A0%B4%E9%8E%AE
https://baike.baidu.hk/item/%E7%9A%87%E5%A4%AA%E5%90%8E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F%BA%E7%9D%A3%E6%95%99%E5%A0%82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5%A9%E6%B1%9F%E7%B8%BD%E7%9D%A3
https://baike.baidu.hk/item/%E6%B1%9F%E8%98%87%E5%B7%A1%E6%9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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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業老板楊斯盛的安排和支助下，連夜登船離開上海，亡命日本。楊斯盛先生在

之後，亦不餘遺力的協助黃炎培辦學，係黃炎培生命中的另一個貴人。 

光緒 31 年（1905）黃炎培從日本亡命歸來，經由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蔡

元培的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光緒 32 年（1906）蔡元培赴德國留學，黃炎培接

替蔡元培的職務。同年，黃炎培得楊斯盛出資銀 12 萬兩在浦東六里橋創辦浦東

中學和浦東小學，黃炎培出任上海浦東中學校長。在他的努力下，浦東中學很快

成為一所知名的新式中學，黃炎培在教育界嶄露頭角。光緒 33 年（1907），有人

舉報黃炎培「運動辦學，鼓動排滿革命」，兩江總督端方命令江蘇提學使毛慶蕃

徹查。毛提學使愛惜黃炎培的才學，又有鄉紳擔保，此案遂得以無事了結。 

唯黃炎培不僅參與革命活動，也參與了君主立憲運動。在這一方面，他受到中國

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張謇的影響，先是加入由張謇所發起和領導的江蘇

學務總會，並當選常務調查幹事。張謇主張「實業救國」，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

的領袖。宣統元年（1909），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張謇被推為江蘇諮議局議長，

黃炎培則當選為江蘇諮議局常駐議員，後又任上海工巡捐局議董、江蘇省地方自

治籌備處參議。黃炎培徘徊在革命與立憲之間，在這一點上不如其師「革命翰林

公」蔡元培在革命理念上之堅定。 

(四) 為教育救國奔走 

早在辛亥革命前，黃炎培即秉持教育救國的理念，先後創辦和主持廣明小學

和師範講習所、浦東中學，另在愛國學社、城東女學等新教育團體和學堂任教，

並參與發起江蘇學務總會。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江蘇巡撫程德全宣佈獨立，並出任江蘇都督，黃炎

培任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次年升任江蘇省署教育司長。他任教育

司長近三年的任期，全力以赴，改革與發展江蘇省的教育，全面規劃建設了省立

高、中等學校和縣立小學。他在江蘇全省創辦師範學校 9 所，普通中學 11 所，

還辦了許多工校、農校、商校等職業學校。他亦先後參與創辦及改造東南大學、

河海工程學校、暨南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遂使當時的江蘇教育事業，名列全

國之冠。 

1913 年，黃炎培發表《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提倡教育與學生生

活、學校與社會實際相聯繫，以矯正傳統教育與生活脫節、與社會脫節，所學非

所用，所用非所學，因而學生畢業即失業之弊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5%85%83%E5%9F%B9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5%AD%E9%87%8C%E6%A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5%92%A8%E8%AE%AE%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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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軍閥張勳任江蘇都督，黃炎培恥與為伍，乃辭官任江蘇省教育會常

任調查幹事，潛心研究國內外教育學説，考察教育狀況，以《申報》旅行記者的

身份，先後考察了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平、天津等地，目睹了教育與生

活、教育與勞動嚴重脫節的現象。隨後又同中國遊美實業團體赴美國考察了幾十

個城市和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特別注重職業教育的考察，看到美國職業教

育之成效卓著，益發覺得中國教育之亟待改革。後又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

考察。他每次考察都詳細記錄，並結集出版。每次考察皆從中國教育的實際出發，

尋求改革的辦法。他總結改革之道係在採行實用主義，並發展職業教育。1915 年

參與發起成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任江蘇教育會會長。 

(五) 倡導職業教育，並力行實踐 

1916 年，黃炎培在江蘇建立職業教育研究會，次年又在上海，聯合蔡元培、

梁啓超、張謇、宋漢章、嚴修等 48 人教育界與實業界人士，創立中國近代第一

個研究、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的全國性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從此，他把全部

精力投注在職業教育事業上。 

在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被推選為辦事部主任，宣布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目

的係在推廣、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

達到學校沒有不用的人才、社會沒有不學習就能做的執業、國家沒有不受教育的

老百姓、人人皆有樂業的生計之理想。 

為了宣傳和實踐職業教育，黃炎培創辦了《教育與職業》雜誌。1918 年又在

上海市募款創辦了中華職業學校，設木工、鐵工、琺琅、鈕釦四科，並設附屬工

廠。後又增設土木、留法勤工儉學、染織、師範、商業等科。學生實行半工半讀

制度。之後，又陸續創辦了中華工商專科學校、南京女子職業傳業所、鎮江女子

職業學校、四川都江實用職業教育學校、昆明中華業餘中學、上海比樂中學。後

來，又在上海開辦了七所中華職業補習學校，同時辦理一個職業指導所，提供當

時貧窮青年就學和職業介紹。 

(六) 大職業教育主義思想的形成 

1926 年黃炎培總結近十年職業教育發展的經驗，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的

主張，認識到「專守教育崗位，不足以救國」；「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

教育界、職業界的溝通聯絡；提倡職業教育的，同時須分一部分精神，參加全社

會的運動。」；「參與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納一切」。這種將職業教育與社會運

動充分聯結的精神，不但有助於職業教育在中國的紮根和生長茁壯，也代表了黃

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基本上成熟了。 

https://baike.baidu.hk/item/%E8%8F%B2%E5%BE%8B%E8%B3%93/13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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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職業教育主義強調的是職業教育與社會的溝通。黃炎培所謂職業教育社會

化，內容包括：辦學宗旨的社會化—以教育為方法，而以職業為目的；培養目標

的社會化—在知識技能和道德方面，培養適合社會合作的各行業人才；辦學組織

的社會化—學校的年限、課時、教學安排等，均需根據社會需要和學員的志願與

實際條件；辦學方式的社會化—充分依靠教育界、職業界的各種力量，尤其校長

要擅於聯絡、運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 

根據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思想，黃炎培主張職業教育與平民教育合作，實施平

民職業教育；從事農村教育實驗，建立農村改進實驗區；把工作重心從主要辦理

職業學校轉向職業補習教育，並且特別提倡和介紹辦理資本小、學習時間短、需

要量大、能獨立經營、有教育價值的職業補習學校，如裁縫、洗衣、理髮、修鐘

錶、五金、電料製造等，使一般勞動人民，在接受短期的訓練之後，便能獲得一

技之長，解決當時中國非常嚴重的失業和生計問題。 

(七) 九一八事變後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1931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黃炎培積極投入民族救亡事業。

創辦《救國通訊》雜誌，宣傳愛國主義，推動抗日救國。1932 年 1 月 28 日「一

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爆發，黃炎培發動上海各界上層人土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

持會」，徵募軍需品支援國軍，並維持地方治安和社會金融秩序，在救護、救濟、

籌募捐款、供應軍需、勞軍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直到 1937 年 11 月上海淪陷。 

面臨中華民族存亡危急之際，黃炎培基於拯救國難、復興民族的信念，提出

「團結、生產、國防」三大主張。他認為：「團結增進人的力量，生產增進物的

力量，把人和物的力量聯合增進起來才能夠構成整個國家的力量，才能建立國

防」。有了國防力量，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為此，他四處奔波，

向民眾發表演說，向機關、要人上書請願，宣傳解釋他的三大主張。 

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黃炎培隨國民政府撤退到

大後方重慶，擔任國防會議參議員，1938 年受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 年

與張瀾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同盟並任第一任主席，1945 年創立中國民主建國

會並任第一任主委。此一時期的工作主要在推動各黨派間的合作以及國共的和談

以避免內戰，可惜後者終以失敗告終。 

(八) 中共建國後的政治生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黃炎培打破「不為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從政，歷

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5%85%AB%E4%BA%8B%E8%AE%8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91%E5%9B%BD%E9%80%9A%E8%AE%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C2%B7%E4%BA%8C%E5%85%AB%E4%BA%8B%E8%AE%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C2%B7%E4%BA%8C%E5%85%AB%E4%BA%8B%E8%AE%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9%9D%A9%E5%91%BD%E8%BB%8D%E7%AC%AC%E5%8D%81%E4%B9%9D%E8%B7%AF%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5%85%AB%E4%BA%8B%E8%AE%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B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90%8C%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BB%BA%E5%9B%BD%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BB%BA%E5%9B%BD%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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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主任委員等職，並繼續領導中華職業教育社。1965 年 12 月

21 日病逝於北京，享年 87 歲，骨灰安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三、教育學說 

依據孫培青（2000）的論述，黃炎培先生的職業教育思想可以從下列五方

面簡要說明之： 

(一) 職業教育的目的 

職業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使無業者有業」

是指通過職業教育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造就適用人才，同時解決社會失業問

題；「使有業者樂業」則是指通過職業教育形塑成人的道德智能，使之能勝任職

務、熱愛工作，進而能有所創造發明，造福人類社會。 

(二) 職業教育的作用與地位 

職業教育的功能就理論價值而言，在於「謀個性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

「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以及「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就教育和

社會影響而言，在於通過提高國民的職業素養，使學校所培養的人才，成為國家

社會有用的人才。 

此外，職業教育在學校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應是一貫的、整體的和正統的。亦

即職業教育應貫徹於全部教育過程和全部職業生涯；職業教育不僅在學校教育體

系中應有一個獨立的職業教育系統，而且其他各級各類教育也要與職業教育相互

協調溝通；職業教育是正統的教育，是與普通教育等量齊觀的，不可受到偏廢。 

(三) 職業教育的方針 

職業教育的辦學方針在於社會化和科學化。所謂社會化是指職業教育必須適

應社會的需要和發展趨勢；社會需要某種人才，就辦某種學校。所謂科學化是指

無論在物質方面（如專業課程的設置、教材的編選、教學訓練原則、實習設施的

配置等）以及在人事方面（如教育組織的管理、人員的任用等）都要遵循科學的

原則。 

(四) 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 

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在於「手腦並用」、「做學合一」、「理論與實際並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BB%BA%E5%9B%BD%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4%BA%A7%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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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技能並重」。 

(五) 職業道德教育 

黃炎培非常重視職業道德教育，提出「敬業樂群」四個字，做為職業道德的

基本要求，並以之作為中華職業學校的校訓。 

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對於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而言，是頗待合時代需要

的。蓋唯有受過適當職業訓練的國人，才能確保其做好一方面能維持生計，另方

面可以增進國力的實業工作。但是如果過於偏重職業教育，而忽視通識教育，則

會有矯枉過正之弊。另職業教育宜在普通教育的基礎上去發展，這樣才能造就即

實用又有文化的人才。職業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

成，才發現地基不穩，就來不及了。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黃炎培先生的事蹟與思想，有下列值得教育界和教師學習的地方： 

(一) 職業教育在教育體系中確實有其重要性和應得的地位 

誠如黃炎培所言，職業教育既可以讓學生獲得謀生的技能，從而追求個人的

美好生活，也可以服務社會，促進一個國家的產業及經濟發展，其重要性實不容

忽視。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應成為兩個並重而相輔相成的系統，而不應有所偏廢。

然在事實上，國人仍有重普通教育、輕職業教育的傾向，在升學主義的推波助瀾

下，造成許多高職畢業生仍以升學為要務，這是國家人才培育的浪費。是故如何

彰顯技職教育價值，培養具備專業及實作技術力的優質專業技術人才為產業所

用，應是當前我國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 

(二) 職業教育應與各級各類教育作聯結與配合 

教育是一個大系統，次級系統與次級系統之間的協調整合，才可以產生整

體的綜效，是故職業教育應與各級各類教育作協調，以發揮綜效。另外，教育系

統也不能自外於外部環境，所以職業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唯有

充分體察產業的需求與發展趨勢，有什麼需求，就辦怎樣的學校，這樣才能避免

與產業界產生脫節的現象，甚至可以透過新技術、新觀念的研究與推廣，而引領

產業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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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宜認同教育是一個可以終身奉獻的事業 

就像黃炎培終其一生投入職業教育的發展，乃能對中國大陸的職業教育產生

極深遠的影響，是故教師宜對教師工作產生高度認同，並願意為之奉獻一生。誠

如臺灣屏風表演班創辦人李國修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個人的一生只要做對一

件事情就可以了。」我們有幸身為一位老師，又何其有幸，終其一生只在做一件

有意義的事情：為教育學生服務過、奉獻過。 

(四) 教師宜具有敬業樂群的態度 

「敬業樂群」的精神，誠是黃炎培留下的文化遺產。所以一位好老師當對教

育事業應具有強烈的興趣和好奇心，對自己的工作具有高度的責任心。此外，教

育工作絶不是單打獨鬥就能做好的工作，如何與同事在分享合作的文化氛圍下，

透過夥伴協作，攜手同心，為教育事業共同打拼，這樣才能創造優質的教育。 

(五) 教師宜實踐終身學習的理念 

黃炎培在逆境中奮發向上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黃炎培從小就是一個孤

兒，但是他從未放棄每一個學習的機會，也就是經由不懈的學習和奮鬥，終能成

為一位國學與西學兼備的大學者。是故，老師們何如把握終身學習的理念，在教

學知識、技能、態度上不斷地專業成長，才能成為與時俱進的好老師。 

(六) 教師是學生生命中的貴人，可以發揮貴人啟導的作用 

在黃炎培學習與成長的歷程中，貴人的相助與啟導起了很大的作用。黃炎培

先是受姑父沈肖韵的栽培，其後在南洋公學後受恩師蔡元培的啟迪，而在觀念、

準則和行為模式，受蔡元培極大的影響，最後受楊斯盛的信任與支助，才能順利

的辦學。由此可見，生命中的貴人對一個人的影響力有多麼的大。是故，老師可

以做學生生命中的貴人，經由貴人啟導，關心學生、愛護學生，改變學生的命運，

把每一個學生都帶上來。當學生有了成就，便是老師的成就和安慰。 

(七) 教師宜在實踐中反思中，建立教學實務智慧 

黃炎培知行合一、力行實踐的精神也是值得效法的。黃炎培不只倡導職業教

育的理念，而且親自創辦一系列的職業學校，這種不空談理論，而能劍及履及的

實踐作為，才能結合理論與實務，以理論指導實務，以實務印證理論，最後終能

建立一個完整的職業教育理論與實務體系。同樣的，當老師的，也要經由不斷的

實踐與反思中，建立起自己的教學實務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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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黃炎培所倡導的實用主義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的改造」、「做中學」等理念，是實用主義的巨

擘—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帶給中國教育巨大的影響力。黃炎培受實用

主義思想的影響，而能在中國教育界針對時弊，引以為針砭，當有其歷史上的貢

獻。 

五、結語 

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有「四位聖人」：陶行知是鄉村教育的聖人，晏陽初是平

民教育的聖人，陳鶴琴是兒童教育的聖人，而黃炎培是職業教育的聖人。前三位

聖人在筆者所著的《中外教育家的故事—兼論在教師專業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

啟示》已有論述，今則補齊第四位聖人的介紹。 

就職業教育的聖人黃炎培而言，他能專心致志，鍾情於職業教育，在幾十年

的教育實踐中，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並批判地借鑑吸收歐美、日本等國有關理論

與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有特色的職業教育理論，其思想及實踐對中國近現

代學制的改革和職業教育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力，誠是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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