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战略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职业学校作为一种为社会

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的特殊社会组织，它以一定的职业教育

资源投入作为其运行的基础，以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生产

需要的人才为产出。在这个从获得投入到完成产出的过程

中，职业学校围绕培养专业人才的总目标同时实现自身的

发展。在职业学校发展的过程中，战略设计是保证学校良

好发展的先导力量，学校如何在战略层面上设计自身的发

展将决定这所学校的发展质量。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很

多职业学校发展的在战略设计层面上存在不足，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价值观不够清晰

价值观是一个组织各种行为的基本动力，是企业的核

心信仰，被喻为战略控制的“金钥匙”。良好的价值观对

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具有凝聚人心、引导志向、激励进

取、约束行为的作用。一个好的价值观应当是一个清晰的

价值观。只有清晰，才有利于形成共同认识，进而促使各

项组织行为在价值观上实现协调统一。含混不清的价值观

会导致战略思维的无序和繁冗。职业学校的价值观应当是

以人的职业性发展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的，然而培养什

么样的人，通过怎样的教育工作培养人，如何评价学校的

各项工作，不同的回答背后都隐藏着价值观的不同取向。

学校目标、学校工作和学校评价三者是否符合同一的价值

观容易受到忽视。比如，在目标上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

现代化劳动人才，在学校工作上采取军事化管理和“演示 

-模仿”的教学方法，在评价上以就业率作为学校的终极评

价指标。这样的战略设计的运行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其深

层原因就在于，学校各种行为没有在统一而清晰的价值观

的统领下进行。只有当各方面行为的价值取向相互统一才

不致出现各项工作相互制肘的情况，才能使各项工作沿着

战略设计的总目标前进。

二、定位不够准确

定位是一个组织对自身在所属行业中的位置的设计，

即如何在一个已经竞争充分的行业中找到自身的最好的位

置。从战略设计的角度看，真正的定位是能力上的定位，

企业合理的定位应以其所拥有的个性化资源为基础，同

时，定位也包括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符合消费者

心理期许的经营行为才是能够被消费者接受的。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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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同样应以其所拥有的资源及这所学校在社会群体心

目中的位置为基础。我国一些职业在进行学校发展的战略

设计时，其定位显得并不切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比如

具有传统商业教育传统的职业学校，提出要建立一流的综

合性学院，结果是一方面在学校建设方面为追求全面发展

而缺少对传统优势学科的支持，使得具有相对优势的个性

化教育资源未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丢掉了原有

在社会群体心目中的期许。因而造成了在全面发展上实力

不足和传统学科优势不在的尴尬境地。以此为鉴，职业学

校在战略发展上的定位设计不能忽视其所拥有的职业教育

的个性化资源和在社会群体心目中的地位，这样才能在激

烈的职业学校竞争中保持优势，形成特色，吸引学生，开

创局面。

三、目标设计不够合理

目标的设定绝非是对终极目标的单一设定，科学的目

标设计是对学校发展全面工作的设计，是由若干目标项目

组成的一个战略目标体系。战略目标体系包括两个主要构

成，一是基于学校使命的总目标，二是为保证总目标的实

现而将其层层分解的职能目标。职能目标的逐步实现对总

目标的实现起到保证性的作用。因此对于职能目标的设计

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不具可操作性的目标不过

是空中楼阁，而不可量化的目标则难以对目标体系内各层

级的职能目标的实现作出准确评估，进而无法为下一步的

工作提供指导和反馈。对于职业学校的发展而言，学校工

作的总目标就是培养满足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人才，学校

发展的目标设定就必然要将办学成果、学校规模等指标纳

入到目标体系当中。然而教育活动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复杂

的社会活动，学校发展的一些质性的目标是难以准确量化

的。因为量化的目标过度具有形而上的特性，容易致使教

育活动质的规定性被忽视，所以过于重视量化的目标对于

学校发展而言反而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由此看来，学校

发展的目标设计和企业发展的目标设计还是有所不同的。

学校在获得投入的基础上，应当把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的劳动人才这一使命作为其总目标。因此，包括存在于学

校整体活动之内的教学、德育，实训等各项职能目标应当

从是否实现其相应的质的规定性来检视其可操作性的程度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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