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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的情怀 学术人的慧眼
———沈汉达教授职教思想探究

正像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

道”所言，要了解沈汉达教授有关职业教

育专著的地位与价值， 明眼人只要从书

的封后呈现的“推荐评语”中稍作咀嚼，
便能略知一二。这里，仅以其最近三本专

著为例：对《校长文化力》，著名学者余秋

雨写道：“沈汉达先生几十年来坚持对中

国职业教育的研究和著述，成果累累。今
天， 全社会终于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对中

国的重大意义，回过头去，不能不对一位

上海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而深

深感动。 ”
国务院参事黄尧在 “序” 中写道：

“《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新论》 从我

国当前经济进入战略转型期、 社会重视

民生发展的现实入手，角度全面，视野开

阔，构思新颖，贴近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

实际需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
《中国职业教育魅力建构论》，是沈

汉达的力作，识者也是好评如潮。 著名学

者邓伟志在“序”中直白，认为此书“上溯

源流，下及余脉，清晰明了，入情入理。 ”
历史学家熊月之有感而发：“书中阐发的

一个关键词：美丽转身，就是这一圆满人

生的代名词。 ”因为“本书所讲的道理，就
是如何通过职业教育， 将潜在的天赋激

活，以勤奋的春雨催发天山赋的枝叶，迎
接机遇的降临，学以致用，学而能用，学

而够用，在自信、自立、自强中实现圆满

的人生。 ”

如果说，职业教育是一串“金项链”，
那么沈汉达所著的 ５ 本专著， 就是镶嵌

在这根项链上的颗颗“珍珠”。
如果能这样形容的话，沈汉达的《高

等职业技术院校经营概论》（复旦大学出

版社 2008 年版）， 就是用经营的眼光触

及职业技术院校的“犀角”，锋利而执着；
《中国职业教育法制化进程研究》（首都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就是以法

律准绳评判职业教育的“裁定”，严苛而

庄重；《中国职业教育魅力建构论》（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年版）， 就是按

审美标准打量职业教育的“新宠”，美丽

而端庄 ；《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新

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版），就是从最尖锐的视角体察职业教育

的 “明镜”， 清晰而深邃；《校长文化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 2017 年版），则是职

业教育走向优质征途上吹响的 “号角”，
新锐而悦耳。

做职业教育，人不少；做职业教育而

去研究职业教育，真的，人并不多；做职

业教育而去深入研究职业教育， 又屡出

研究成果的，真是少之又少。 不过，上海

市经济管理学校校长沈汉达教授， 可谓

是一个“例外”。
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从高级的“门外

汉”到成为精通行当的“职业人”，继而成

为著作等身的“学者”。 长期在大学任教

的他，从 ２００6 年出任上海市经济管理学

校校长以来，职业教育成为他事业的“花
圃”和研究的“王国”，从此一心所系，倾

其全力，呕心沥血，用全身心的精力和全

智慧的脑力，酿制职业教育的“香饽饽”。
倾心为中国职业教育建树， 发力为

发展职业教育立言， 这是沈汉达教授的

“专业”和“技能”，分量重、论述新、有创

见、学术浓，是他先后出版 ５ 本职业教育

专著的“风骨”与“风范”。

专业情怀：专注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 尽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整部 “机器” 上不可或缺的 “齿轮”，
但由于偏见和轻视以及种种因素， “看好

不叫座” 的局面很难一下子打开， 一些内

中人也鲜有兴趣花大量精力涉足此领域。
而沈汉达则不同，身在职业学校，心

更在职业教育。一心专注职业教育，成为

他咬住青松不放松的学术形象。 时过境

迁，岁月辗转，他心依旧。 从高等职业技

术院校经营，到职业教育法制化进程，再

到职业教育魅力建构， 又到职业教育改

革与发展，直至论述校长文化力，都与职

业教育戚戚相关， 唯职业教育为研究的

“定位”。这种对职业教育的钟情，其实反

映的是他对经济、 教育发展高瞻远瞩的

眼光和对技术、工匠深切情怀的专注。在
他眼里，职业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执教者尽可以遨游，而谁能驾驭，谁就能

“横渡”到璀璨的“彼岸”。
他曾说 ：“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者，

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欣慰。对发展前景，
我满怀信心。 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我愿

意尽最大的力量， 并甘做一粒小小的石

子，为职业教育阔步前行而铺路垫高。 ”

视角独特：进入核心地带

也许不能说， 沈汉达的职业教育专

著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可以说都是非常

独特的。用经营的理念“经营”职业院校，
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 但在他的学术笔

下，少了商人气息，多了匠心之意，读来

豁然开朗；用“魅力论”为职业教育“梳妆

打扮”，居然可以横贯中西，极尽天下之

美， 使人油然而生对职业教育的赏识之

欲；用法制化去为职业教育保驾护航，当
人们还在为职业教育争一席之地时，他

的“正说”无疑是一种“另辟蹊径”，让人

深思许久；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路

在哪儿？ “新论”指点迷津，开拓思路；而
校长文化力，一个新鲜的名词，引来他一

场“前赴后继”的“围、追、堵、截”，成就了

校长角色的“山花烂漫”，风景这边独好。
其实，抹去光环的话，沈汉达的职业

教育专著， 越来越走进职业教育的核心

地带， 在鲜有人研究的草丛开垦出了一

条让人耳目一新的生路， 五本专著五个

主题，层层推演，逐个深入，对宏观的职

业教育、中观的职业学校、微观的职业校

长，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引擎作用。

学术价值：不乏真知灼见

不是建设是建树，不是代言是建言，
沈汉达的职业教育专著， 不停留在一般

的建设而追求建树之功， 不满足于一般

代言而希冀建言之用，往往抓住话题“牛
耳”，缜密入手，加以精到的全程分析，瞄
准问题“关键”起承，予以入木三分的揭

示，从而勾起读者长长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所长石伟平，称《中国职业教育法

制化进程研究》一书为“一部关于职教法

制建设的‘立地顶天’之作，他说：“本书

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内地学者中关于

职教法制建设方面最具实践与理论双重

价值的一部扛鼎之作， 值得向广大同行

及关心中国职教事业的有识之士推荐，
更值得向政府部门的决策者推荐。 因为

本书不但对职教事业的从业者与研究者

来说，而且对决策者来说，都有着实实在

在的借鉴意义。 社会科学成果能够影响

到政府决策，我称之为‘顶天’。 要发挥

‘顶天’的影响，就必须‘立地”’即紧密结

合社会实践。 ”
而最新出版的《校长文化力》，少有

人提及这个话题，更鲜有人深究。沈汉达

却以一个很小的角度，挖掘开去，将校长

的角色再次赋予文化的内涵和教育的原

义，书中道出的一些判断和直言，深入浅

出，颇有新意和韵味。著名学者葛剑雄在

此书的“序”中写道：校长文化力的“探索

无疑具有创新意义， 本书也为教育管理

者， 特别是职校校长提供了有价值的指

导性读物。 ”

亲历中来：采撷灵性素材

沈汉达的五本专著， 具有非常浓郁

的理性色彩， 但这种色彩由他亲身投入

职校办学而酿制和成色。应当说，他在办

职校时不仅亲力亲为， 而且是用头脑去

触摸挑战中的各种问题， 并予以深层次

的思考和创新的实践。记忆犹新的是，上
海市经济管理学校近几年实现跨越式发

展，如跻身国家级重点职校、上海市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特色示范 学 校 的 行

列，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努力创建全

国文明单位等， 这些都是具有分量和地

位的。 尤其是沈汉达提出的“美丽转身”
的办学理念， 学校率先开设的 “幸福课

程”，主编的中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系列实

验教材等，都在职教界处于领先的地位，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办学层次的提升、教
育质量的提高， 为沈汉达职教专著的丰

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沈汉达的著作，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

神，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 严谨对待每一

个调研数据， 严肃得出每一个结论。 每

一个结论都由大量数据支撑起来， 不加

任何的主观臆断 ， 不带个人 的 主 观 倾

向， 完全是可靠可信的。 就此而提出的

对策建议， 也自然是有根有据， 有的放

矢， 绝非无病呻吟或随口一提而已。 这

也正是他的职教专著的价值所在。

职业教育的地位，历史已经证明；职
业教育的魅力，过去已经兑现；职业教育
的前景， 现在已经明亮； 职业教育的远
方，未来已经铺就。 沈汉达，就是职业教
育的“追梦人”、“思想者”、“好工匠”。 愿
他依旧笔随心走，再度笔下生花。

（苏军）

沈汉达
文 学 学 士 ，

经 济 学 硕 士 ， 教

授 。 现 任 上 海 市

经济管理学校校长。
聚 焦 职 教 ， 潜 心 学 术 ， 主 持

多 项 省 部 级 、 国 家 级 科 研 项 目 并

获 奖 。 已 出 版 专 著 《高 等 职 业 技

术院校经营概 论 》 等 5 本 ， 主 编

《美 丽 转 身 文 库 》 (30 卷 )、 《中 高 职

学 生 人 文 素 养 系 列 实 验 教 材 》 （23
册 ）、 《全 国 通 用 秘 书 职 业 资 格 培

训 教 材 》（初 、 中 、 高 三 级 9 册 ）、
《职 场 当 自 强 》 《职 校 生 就 业 一 本

通 》等 ；参 与 主 编 《先 进 文 化 与 高

等 教 育 创 新 》 《 厂 长 经 理 实 用 文

库 》 《实 用 交 际 大 全 》等 ；编 著 《公

司 创 业 文 书 》《题 型 写 作 教 程 》等 。
此 外 ， 在 海 内 外 报 纸 杂 志 上 发 表

近 百 篇 学 术 科 研 论 文 。 已 出 版 专

著 、 发 表 论 文 和 主 编 文 集 总 计 达

1050 万字 。
1988 年 获 上 海 市 先 进 工 作 者

称 号 。 1993 年 获 局 级 优 秀 教 学 成

果 一 等 奖 。 1994 年 获 上 海 市 优 秀

教 学 成 果 二 等 奖 。 2007 年 荣 获 中

国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杰 出 贡 献 奖 。
2008 年 分 获 职 业 教 育 优 秀 教 育 工

作 者 奖 和 职 业 教 育 优 秀 科 研 奖 。
2012 年 分 获 上 海 市 园 丁 奖 和 上 海

市 职 业 教 育 杰 出 校 长 称 号 。 2014
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
2015 年 获 中 国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学 会

“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 果 ” 三

等 奖 。 2017 年 获 首 届 上 海 市 黄 炎

培 职 业 教 育 杰 出 校 长 奖 。 2018 年

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

世界名校课程进入上海高中课堂
宋庆龄学校携手 UCLA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本报讯 （记者张鹏） 世界一流大

学的部分课程将进入上海的高中课堂，
高中生选修大学课程所获的学分， 北美

超过 97%的大学都认可。 昨天， 宋庆龄

学校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简称

“UCLA”） 签约， 两校将就建立全球课

堂、 探索从高中到大学的衔接和过渡的

实践研究， 开展教育合作与项目分享。
据悉， 今年 9 月起， 宋庆龄学校将

招收第一批 50 名中国部高中生。 据介

绍， 此次宋庆龄学校与 UCLA 合作建立

全 球 课 堂 ， 将 把 UCLA 的 科 学 研 究 资

源、 大学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引入高中

阶段； 在课程建设上探索将中国高中课

程与大学研习课程相融合的课程结构，
促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有机衔接。
同时， 借助大学的科研资源， 提升学生

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素养。

国家天文台揭开蓝离散星之谜
本报讯 （记者郭超豪） 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邓李才研究员领导的科研

团队， 在大麦哲伦星云的一个年轻星团

中发现处于赫罗图上规则的两个蓝离散

星序列， 该成果近日发表在 《天体物理

学报》 上。 英国 《自然》 杂志天文子刊

于 5 月 1 日刊登对该工作专门的评述文

章称， 这一工作挑战了对蓝离散星形成

机制及动力学环境的传统认知。
星团一直以来被认为不能形成新的

恒星， 只有恒星之间的碰撞或者并合才

有可能为年老的恒星补充燃烧物质， 通

过碰撞或者并合形成的这些恒星被称作

“蓝离散星”。 国家天文台邓李才研究员

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 利用哈勃太空望

远 镜 的 观 测 数 据 ， 对 年 轻 星 团 NGC
2173 中的蓝离散星进行了研究， 首次在

这个年轻星团中观测到了一支不同寻常

的蓝离散星。 据他们的发现， 这一星团

包含着突然爆发性形成的一支蓝离散星。
“对于普通的星团， 它们的蓝离散

星无论是形成于恒星之间的碰撞还是双

星的合并， 形成时间都是大抵随机的过

程， 因此蓝离散星在星团中往往具有不

同的年龄。” 本文第一作者， 来自澳大

利亚麦考瑞大学的李程远博士解释说。
对 NGC 2173 的蓝离散星， 邓李才

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发现它们形成了两条

显著分离的恒星带。 “过去天文学家们

认为， 蓝离散星同时形成是由于星团经

历了灾难性的‘核坍塌’事件。”邓李才研

究员介绍说， 通过研究 NGC 2173 恒星

密度的空间分布， 这一团队没有发现任

何星团发生过“核坍塌”的痕迹。 “这个星

团的核心看起来非常普通，恒星的分布非

常均匀，实际上，它们包含的恒星密度远

远低于银河系的球状星团。 ”李程远说。
在 5 月 1 日出版的 《自然》 杂志天

文子刊中，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

艾莉森·西尔斯对这一工作撰写了专门

的评述文章， 指出 “这一工作挑战了我

们对蓝离散星的传统认知”。

原创情景剧为学生解疑释惑
上海电力学院基层党支部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李晨琰） “学

电不就是爬杆、 修灯泡吗？” “即将走

出大学校门， 你是否已经做好在电力行

业奋斗的准备？” ……面对学生的这些

困惑， 上海电力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基层党支部

日前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用精彩的原创

情景剧为学生解疑释惑。
情景剧从一名刚进入电气专业却满

怀困惑的大学生的故事讲起， 在家人的

激励下， 大学生重拾对电力行业的信心，
愿意为国家未来的电力事业贡献力量。

“情景剧的表演就像是我家庭的一

个缩影。” 看完情景剧后，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大四学生成延庭 感 触 颇

深， 他告诉记者， “爸爸一开始参加工

作的时候 ， 在基建工地上一干 就 是 六

年， 每次变电站开展实地调研工作， 他

最大的满足就是看到居民脸上对工作的

支持和对电力人的殷切期望。 作为一个

电力人的后代， 电力行业于我而言除了

是自己的事业、 未来， 也是传承。”
基层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办得有新

意才能聚人气。据悉，上海电力学院在上

海高校最早开通“上电组工在线”党员教

育微信公众号， 最早开展基层党支部书

记微党课展示、 主题党日及组织生活现

场展示与观摩，并通过组织开展“十佳组

织生活”项目化评选、基层党建“互讲互

学互检” 活动、“书香电院·读有所得”读
书荐书活动等， 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

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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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自担风险，不愿病人受苦”

上海交大医学院举行特殊思政课，邀请十年前汶川大地震
救灾医生与学生共话医者的责任担当———

“我们不能撤，撤了这里就成了医

疗空白点。 ”当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感染

科主任许洁回忆在汶川大地震灾区被

困 30 天的往事时， 很容易让医者忆起

那段医学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今年 5 月 12 日将是汶川大地震十

周年。 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学

生们上了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曾参与这

场地震救援的医务人员回到校园，回顾

这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更与年轻医学生

探讨：你要当一个怎样的医生？

特殊医患情： 北川坚强
女孩与“上海老爹”

2008 年 5 月 12 日，大地震袭击四

川汶川县及其周边许多地区。几乎在第

一时间，各地集结了大量医务人员赶赴

灾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重症医学专家陈尔真是其中之一，他
是最早奔赴四川救援的上海医生之一，
被安排在华西医院。当时，最重的伤员、
全国的重症医学专家都集中在那里。

“我分管的病人中有一个女孩名叫

秀秀，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十多个小时后

救出来的，在野战医院截肢，由于术后

发生了并发症，被转移到了华西。”陈尔

真说起这段往事，如昨日般清晰。
这是他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原因

之一是她病情很糟。 转到华西后，秀秀

经历着严重感染，面临再次截肢的可能。
保命，还是保腿？ 这个问题捶打着

陈尔真的内心。 “她只有 15 岁，比我的

女儿才小 1 岁，如果再度截肢，即便我

们把她救活了，她将来怎么办？”陈尔真

与同事日日夜夜讨论，不断调整女孩的

治疗方案，希望能够不要再截肢。
尽管当时秀秀气管插管了，大部分

时候意识也不清醒，可她记住了这个上

海医生，管他叫“上海老爹”。 这是一段

特殊病区里的特殊父女情。
但病魔无情，最终秀秀经历了二次

手术，高位截肢。 再次敲击陈尔真内心

的是这个北川女孩的坚强，“给她换药，
创面真的很难处理，她肯定很痛，我说打

点麻药吧， 她不同意， 说你给我拿块毛

巾，让我咬在嘴里。 因为，她说麻药打多

了，脑子会笨的，自己以后还要读书。 ”

“我们不能撤，撤了这里
就是医疗空白点”

地震震出了特殊的医患感情， 也

震出了前所未有的斗志与激情。 仁济

医院胆胰外科主任王坚教授也是最早

入川救援的上海医生之一， 2008 年 5
月 13 日参加完学术会议刚刚自西班牙

回来的他， 接到命令就马不停蹄地奔

往四川。
“老实说，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带着小时候 1976 年听大人讲唐山地震

的那种恐惧感，我带着十几名队员去了

成都。 ”王坚说，入川三周，收获人生中

最宝贵的经验。
这， 不仅因为地震让他们经历了

“不合眼的抢救”———入川第一天就做

了十几台手术，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

钟，天亮了，不休息，继续手术，救命；更
因为， 这场地震也震颤着他们的内心，
让他们去思考为医的初心。

“与尔真一样，我们遇到很多伤员，
两只手和两只腿都没有，这种伤员未来

的人生是很痛苦的。 我们当时提出‘科
学救治’，不仅仅是保命，还要尽可能保

障伤员灾后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尽快重

归社会，这是我们考虑得更多的问题。”
王坚告诉在座医学生：很多时候，前线

手术截肢是最有效的，不截肢却是风险

最大的， 因为病人将面临很多并发症；
但也因为这场地震，面对这些活生生的

生命时，身为医生，宁愿和团队把风险

担在自己的身上， 也不愿病人再受痛

苦。“多一个支点，让他们有更多活下去

的勇气，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王坚说。
同样将这场地震视为人生财富的

还有许洁。 2008 年的 5 月，她是被空投

到重灾区第一线耿达的医生，而这部直

升机就在送完他们一行医务人员后，在
返程时坠毁，机上无人生还。

“我们当天下午知道这个消息后，
非常震惊，这才知道当地的气候条件多

么恶劣、复杂。 ”许洁回忆，但当时根本

没法想太多， 做好暂时没有直升机来

接、无法撤离的准备，全身心投入救援。
就这样， 他们在耿达被困 30 天，

远超普通救灾原则的 “理论上两周”。
“我们可以硬撤， 沿着毁掉的公路撤出

来……但我们不能撤， 撤了这里就成

了医疗空白点。 我们代表的是上海医

生， 不能走。” 许洁说， 当时也有心理

压力， 余震不断， 也不知后方救援的

直升机什么时候再来， 但内心就是有

一股劲在支撑着： 这就是医生的责任。
她说， 这就是医生这份职业赋予自己

的特殊力量与使命。

四川籍医学生： 我就要
成为这样的医生！

许洁还回忆起让她特别感动的细

节， 当时在灾区问小朋友将来想干什

么，有孩子说要当医生，有的孩子说要

当解放军……这些都是救过他们的人。
“小时候你救了我，将来我要成为

你！”这句话，在如今的上海交大医学院

真的成为现实。聆听这堂特殊思政课的

学生里，有不少四川籍的学生。
“十年前的我，在家乡亲历汶川大

地震，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身为医

学生，我和当年给灾区带来生与希望的

白衣战士共同回顾汶川情义。今天的分

享让我加深了对医者使命的认识，我要

成为良医，回馈社会。”上海交大医学院

2017 级内科学研究生梁丹丹说。
2017 级临床医学五年制学生赖经

纬说，这堂课对四川学生来说有特殊的

意义，“作为灾难的亲历者， 从这一个个

鲜活的救援故事中， 我更加深刻认识到

医者所肩负的仁爱、坚毅、责任和奉献。”
学生们说，汶川地震时，他们都还

年幼， 这堂课让他们感受到人间大爱，
前辈们身披医者白袍，突破人类“趋利

避害”本能，迎难而上，让他们体会到这

才是当医生真正的荣光与骄傲。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昨天 ，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的一

堂 特 殊 思 政 课 上 ，
“上 海 老 爹 ” 陈 尔

真 (右 ) 回 忆 与 北

川坚强女孩的特殊

父女情。
叶佳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