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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

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他不是职业教育家，而是作为洋

务实业活动家和维新改革思想家闻名于世。但他中西贯

通，一直参与洋务实践活动，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许多

理论和主张，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起步和形成发挥过

重要作用。
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他所生活的

时代是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家的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笔

者认为，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正是中西关系格局的

变化、经世思潮的熏陶、长期的洋务实践活动经历及地缘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中西关系格局的变化

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

一步中西加深，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

这种深沉的中西历史背景下，各种救国陈弊的方案纷纷登

台亮相，如“借村异中西域”，创办新式企业以致富：练兵制

器，巩固边圉以致强等。郑观应作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

的先进代表，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认识到，借材异域、练兵

制器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抓住教育、培养人才这个关键问

题，那就等于舍本求末，最终还是达不到富强救国的目的。
他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

视之。”[1] 在郑观应看来，“不积极发展教育，育才于学堂”，
其恶果首先是“权自外操”。即使在各处创设各样制造、织
造、开矿、轮船等局，也“无不为外人要挟愚弄，大受其

亏”。 他认为，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人才，不仅无法在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只能在日新月异的

发展形势中，拾别人的“蔗渣”、“穷日咀嚼”，永远处于被动

挨打的地位。郑观应在考察西方各国经验后指出：“近世

反弱为强之国，奠捷于德、日”，其练兵制器和发展商务，

莫不从教育来，故均一蹴而为世界之强国。所以，他在其

论著中反复强调：“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

以设学堂为先。”[2]

郑观应正是在这种中西关系格局发生剧变时孕育了

一些职业教育思想，毫无疑问，这种土壤是培育他职业教

育思想先决条件。
二、经世思潮的熏陶

郑观应的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还受到经世思潮的影

响，经世派针砭时弊，关心时务，呼救人才，尤其是放眼世

界，抵御外侮，呼唤了郑观应的爱国情怀，为他寻求对职业

教育往提供了初步的蓝本。这股思潮的主要内容有：改革

时弊，养民裕国，纷纷指斥时政，提出变革的要求；革虚务

实，呼救人才；放眼世界，抵御外侮。尤其是最后一点，能反

映时代的呼声，是经世派对时代课题的回应。林则徐编写

《四洲志》，是放眼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

以制夷”这种饱蘸时代墨汁的救世之方，对后世产生深远

的影响。郑观应学贯中西，不但受到林则徐、魏源等前辈人

格力量上的感召，在思想上也身受启发，综观其诗歌，无不

洋溢着经世派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不光把目光投射在如何

抵御外侮上，还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经世派所关注的职业教

育的内治上。他所提出的方略，显然烙上了经世派“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痕迹。因此，经世致用的思潮对郑观应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郑观应在长期的政治、洋务、职业教育生涯中

实践着他的经世思想。可以说，郑观应职业（下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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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46 页）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晚清初年的经世致用思

潮有不小的联系。
三、长期的洋务实践生涯

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长期的洋务实践活

动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郑观应坎坷的境遇并未使他

放弃实业救国的抱负。作为一个爱国的工商实业家，郑观

应对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有很深的感触。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他就抱着“百强”的目的，先后撰写和辑录过许多议

论时政和经济问题的文章。19 世纪 70 年代初将它们辑成

《救时揭要》一书，以后他又编写《易言》一书，于 1880 年刊

行，两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很快就流行到日本和朝鲜等地。
在澳门期间，经过对其经历和时事的总结，他对《易言》修

订扩充，辑成著名的《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标志着郑观

应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1884 年此书发行时，正值中

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兴起，因而

很快轰动社会。郑观应的一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重大屈辱

事件，深知国家实力须以职业教育作后盾，而当时中国却

缺乏这种实力。为此，他主张以“西学”增强职业教育的实

力，形成了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郑观应在漫长的实践生

涯中，努力思索着职业教育之道。
四、地缘因素的影响

地缘因素的影响是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又一

重要条件。郑观应生于广东香山，这里是较早接受西方经

济和政治影响的南海之滨，在 17 岁的郑观应弃学从商以

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一环境之中，这里最先受外洋风气浸

染，兵器工艺多从此传入，广东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对

对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广东是中国

最早的通商口岸，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和重要的

地位。1757 年，清政府指定广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

岸，粤海关是中国惟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种情况一

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为止。在洋人汇集的广东，这里的人们

见闻广远，他们既热爱祖国，又有国际思想，对外来文化既

不排拒也不盲目崇拜，中西文化兼容并包，取长补短，从

而丰富和发展了岭南文化，岭南文化铸就了一批懂洋文、
识洋务的人才，也铸就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士

大夫从这里开眼看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郑观应接受

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曾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指出，中国

自海禁大开以来，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各地士商出外

者，实不乏人，郑观应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地理环境对

郑观应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必然有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的影响。
综观郑观应的职业教育思想，积极意义是巨大的，对

中国职业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毕竟有其局

限性。比如，他看到了西方职业教育的先进性，却没有认清

西方职业教育为列强服务的本质，甚至希望中国职业教育

能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

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

本主义生产情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3] 如对外

国列强抱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他们尊重中国教

育主权，希望他们帮助中国改革职业教育，以致富强。因为

他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观念上，与外国列强和清政府既

都有尖锐的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进步性夹杂着局

限性，这是近代先进人物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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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一个单词可能有几个意思，不同

的单词也可能有相同的意思，这就给二语学习者在记忆单

词时构成了极大的麻烦，Craik & Tulving（1975）的实验中，

三组受试（词语结构组、语音组和语义组）在记忆生词时效

果有所不同，语义组的再认测试成绩最高，这表明语义加

工是一种深层加工，对记忆单词有极大的帮助。
4.上下文加工

胡壮麟（2001）对“上下文”有一个解释：“上下文”有三

个水平：语言、语境和文化。语言是文章本身的结构和逻辑

关系，语境是特殊的语言情景以及文章所包含的事件与

人。文化是指文章相关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如果没有上下

文，文章就很难被理解，记忆单词也是一样。在词汇教学

中，我们应当鼓励学习者借助上下文猜测词义或句义。当

然，学习者不应只了解单词的读音、拼写和结构，还应当了

解单词的文化内涵来强化学习者的理解。下面这些“文化”
对学习者很有帮助。（1）与“海”相关的文化。英国是一个四

面临海的国家，这使得大量的英语单词跟海有关，如 all at
sea，in the same boat，etc.（2）神话故事、名著和宗教文化。宗

教对英国有很深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文化的方方面

面得以体现。《圣经》、莎士比亚的作品等都非常经典，学

习者可以从中了解许多单词及搭配。（3）西方文化与中国

文化。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词语，中西文化的对比能帮

助学习者了解其历史，也进而了解其词语。
加工层次理论在二语词汇记忆法研究中被广泛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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