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业技文敖唷
VOCATl0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基本经验与时代特征

元宇宙赋能职业教育：价值意蕴、应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正当性、限度及可行进路

删㈣㈣㈣艄
，∥蓑

曳篡矽 。慕豢

翱

万方数据



P1

P6

P14

P21

P27

P34

P40

■

P47

P53

P60

|蠡

卷首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李玉静

改革前瞻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之路⋯⋯⋯⋯⋯祁占勇 鄂晓倩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基本经验与时代特征⋯⋯⋯⋯⋯⋯⋯⋯⋯沈中彦

中I玉i式现代化视域下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价值向度与推进策略

⋯⋯⋯⋯⋯⋯⋯⋯⋯⋯⋯⋯⋯⋯⋯⋯⋯⋯⋯⋯⋯⋯秦祖泽黄俊伟 吴敏等

职业教育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机遇与战略路径⋯⋯⋯⋯⋯⋯胡陆生 彭与格

创新视域

元宇宙赋能职业教育：价值意蕴、应用机理与实践路径⋯⋯⋯⋯⋯⋯⋯⋯⋯⋯赵书琪

教育正义视角下职业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及路径⋯⋯⋯⋯李政 胡 刚

校企合作

参观者还是参与者?

——企业自身参与职业教育影响囚素的扎根研究⋯⋯⋯⋯徐慧 常甜马早明

教育评价

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正当性、限度及可行进路⋯⋯⋯⋯⋯李作章倪晓丰

中国特色学徒制成效评价体系的构建缘由、影响因素及设计策略⋯⋯宫丽丽 张安强

万方数据



哥蠹

P66

P73

P80

学生发展

高技能人才职业适应性实证研究

——基于300名职业技能大赛优秀选手的调查⋯⋯⋯⋯⋯⋯⋯⋯⋯⋯⋯⋯⋯胡凌霞

国际比较

迈进“4．o时代”：菲律宾技术和职业教育政策调整与价值意蕴

⋯⋯⋯⋯⋯⋯⋯⋯⋯⋯⋯⋯⋯⋯⋯⋯⋯⋯⋯⋯⋯⋯⋯⋯张曦煜 高皇伟 吴 坚

要目检索

全国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要目检索(总第297期)

本期封面为亳州中药科技学校校园

来稿须知

请写明作者单位全称、详细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以及电子邮件地址。

注明作者出生年、性别、职务、职称、学位以及主要研冤万向。

属于基金资助项目或立项课题的来稿，请注明项目或课题名称、编号以及主持人。

参考文献采用尾注实引方式，凡是引用他人的观点、理论及数据必须按顺序标注出来，文后的文献排列顺序与文

中对应，引用专著精确到出版地、出版社、年份和页码，学术论文精确到具体期数和起始页码，网络文献注明下载日期。

本刊已启用“社科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和待发稿件进行检测，如果发现不端行为，将按有关规

定处理。请作者规范投稿，维护自身和期刊的良好声誉。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使用本刊全文，凡在本刊发文的作者均视作同意将著作权授予本刊及中国知网

使用，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

1

2

3

4

5

6

万方数据



2023年第1期第44卷总1067期

P1

P6

P34

■

P47

P53

P66

P73

Editorial⋯⋯⋯⋯⋯⋯⋯⋯⋯⋯⋯⋯⋯⋯⋯⋯⋯⋯⋯⋯⋯⋯⋯⋯⋯⋯⋯⋯⋯⋯⋯⋯⋯⋯⋯⋯⋯⋯⋯Li YIljing

Reform Frontier

Chinese—styl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Qi Zhanyong，E Xiaoqian

InnoVatiVe PerspectiVe

Meta UniVerse Empowering Vocational Education：Value Implications，Applic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aths

⋯⋯⋯⋯⋯⋯⋯⋯⋯⋯⋯⋯⋯⋯⋯⋯⋯⋯⋯⋯⋯⋯⋯⋯⋯⋯⋯⋯⋯⋯⋯⋯⋯⋯⋯⋯·‘Zhao Shuqi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visitors or Part秭pants?

————Rooted Resear(：h on the Inn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Hui，Chang Tian，Ma Zaoming

Education Evaluation

Social 0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Valuation：Legitimacy，Limits and Coping

Strategies⋯⋯⋯⋯⋯⋯⋯⋯⋯⋯⋯⋯⋯⋯⋯⋯⋯⋯⋯⋯⋯⋯⋯⋯⋯⋯⋯⋯⋯⋯⋯⋯⋯Li Zuozhang，Ni Xiaofeng

Student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n the Career Adaptahility()f High—skilled Talents

————A SurVey of 300 0lItstanding Vocati(1nal Skills C()mpetiti()n C()mpetitors⋯⋯⋯⋯⋯⋯⋯⋯⋯⋯⋯Hu Lingxia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Entering the“4．0 Era”：Policy A(如ustment and Value Implications of‘r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Zhang Xiyu，Gao Huangwei，Wu Jian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