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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的 9 月 8 日，中华职业

学校正式开学，黄炎培亲自授课。

建校初期学校开设铁工、木工各科，

此外还增设珐琅科、纽扣科以抵制

西方对华的倾销，并陆续开设了商

业、职业师范、文书、机械制图、化工、

石油机械等科。各科设置的课程一

般分三类：普通学科、职业基本学科、

职业专门学科，初中课程注重基本

技能与基本知识，高中课程侧重各

科理论、实习与实验。职校还附设

有实习工厂，后来发展成为中华珐

琅厂和中华铁工厂。

中华职业教育社还通过创办职

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

来实践职业教育。1920 年，中华

职业教育社成立职业指导部，向社

会开展职业介绍业务。学校面向附

近的工厂职工、徒工、商店学徒招

生，促进了在职青年的职业补习教

育。

由于学生动手动脑能力都很强，

中华职校毕业生受到社会欢迎。职

业教育之风从上海吹到中国各地，

到 1921 年，全国的职业学校及补习

学校已达 700 余所。

黄炎培将他的很多教育理想，

都放在中华职业学校去实践，这所

学校更像是现代职业教育的试验场。

比如当时的中华职业学校不直接颁

发毕业证，待到学生工作半年至一

年左右，得到雇主企业的认可后，

才能凭借工作成绩单和企业认可证

明获得毕业证。

度过艰难的创业期后，中华职

业学校迎来黄金发展期，培养了大

批人才。

1926 年，11 岁的顾准考入中华

职校商科初中，次年夏天毕业，经

人介绍去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从此与财税工作结缘，开启了经济

学家、思想家的一生。顾准毕业这年，

江苏来的华罗庚踏进了学校的大门，

在中华职校期间，他开始对数学产

生强烈兴趣，曾获得上海珠算比赛

第一名，后因家境困难只读了一年

半就中途退学。黄炎培的儿子黄大

能从中华职校土木科毕业后考入复

旦，后出国留学，成为中国混凝土

技术专家。

著名演员陈述 1935 年考入中华

职校商科，后因家贫辍学；表演艺

术家秦怡 1933 年至 1936 年就读于

中华职校商科，读书期间参加话剧

《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展露出

表演天赋。

在他们的身上，黄炎培当年“为

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谋

个性之发展”的教育理想得到了实

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职业学校

开枝散叶，分别形成了今天位于上

海的中华职业学校和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大学，后者也是国内第一所公

办本科高等职业学校。

什么是人才？相信这个问题是

百年前黄炎培苦苦思索、躬身探索

的问题。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沿着

这个提问，继续去探索和实践。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

体。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设立

了“职业教育研究部”和职业教育

编辑股，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

举办演讲和讲座，编辑出版职业教

育书籍和著作，举办展览会，开展

调查研究，并且举办集会、展览会、

专家会议来提倡和推广职业教育。

在当时的环境中倡导职业教育，

黄炎培遇到的阻力其实是很大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

技术工人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向往的

职业方向。

被珍藏下来的《教育与职业》

杂志创刊号，封面图画是一个饭碗、

一双筷子和一只汤匙，一些人嘲讽

说，原来职业教育就是“吃饭教育”。

对此，黄炎培撰文申明，职业教育

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个人谋生之准

备，二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

三是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

备，后来他又加上了职业教育要“谋

个性之发展”。

为表明信心，黄炎培把在沪江

大学附中上学的儿子转学到了中华

职业学校学习土木专业，他让儿子

剃了光头，换上布鞋，坚持在铁路

桥梁和建筑工地等处实习。

一场教育实验

为了将职业教育理念落地，黄

炎培发起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这也

是中国首次以学校之名开办的现代

职业教育场所，校址在上海市黄浦

区陆家浜路 918 号，而今天这个地

址上仍然是一所职业学校——上海

商业会计学校。

上图：原中华职业学

校，李大钊 1922 年

到这里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