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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村共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研究背景

从 2006 年至今，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加快农村人才，培育大批高素质新型职

业农民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从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大力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到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再到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但是，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农民从业意识和素质普遍低下，新型

职业农民资格认定的比例还很低，城乡差距还很大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甚

至表现得更加突出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途径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就业创业技能，让他们实现家

门口中创业就业，提高可支配收入，改善人居环境和劳动条件，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幸

福指数。这些都指向了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教什么”、“怎么教”和“怎么评”的问题。

二、研究内容

校村共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是通过校村共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生产性实训基地和

实验室，共建教学团队，让教师、学生、能工巧匠、技术员、村民在村校共建中共同成

长。村校共建，实现校企互通、互进共赢、共同发展，形成村校融合、校企互助新格局。

1.实施区域划分，教学内容精准定位

通过对覆盖全市的 596 名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教学内容选取

随意性较大，衔接性不强，与农民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生产需求不相符，不利于培

训对象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我们根据行业发展要求及南宫产业特色，将南宫畜牧产业划分城东区，城郊区和城

西区三个教学区，将南宫市种植产业划分为城郊区和两河流域两个教学区。根据每个区

域的产业结构的不同特点，分析典型工作任务，确定“知识、技能、素质”三方面的教

学标准和教学内容，构建“岗位化”课程体系，精选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明确重

点教学内容，联合行业企业编写校本教材，确保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到、见实效。

图 1 公开出版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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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东区畜牧兽医类专业课程体系

2.开展岗位轮动，增强教学过程的有效性

破除传统的班级授课、教学时间固定、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通过企业参与，校、

村、企共建教学团队，让学员在不同岗位上循环轮动教学的方式，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

一是共建教学团队。学校教师为村民提供素质提升培训，为合作村庄提供技术咨询，

向涉农龙头企业输送优秀的技能人才；农村及村办企业为教师的技能提升、行业实践及

学生实习实训提供场地和技术指导，村里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担任学校的兼职专业教

师，参与学校现代农艺、畜牧兽医、电子商务等专业的课程建设和实训教学。

二是共建实训基地。学校与王家屯村共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生产性实训基地，打

造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示范样板；同时，在每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各建立一个示范村，

在示范村内建立实验室，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为农户提供农产品检测、防疫治病和技

术推广服务。这就实现了校村互通、互进共赢、共同发展，形成村校融合、校企互助的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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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共建实训体系。根据教学区的行业发展要求及产业特色开展针对性教学，根据

专业课的特点，在教学区内选择一家或多家合作企业，让学员在同一企业不同岗位或不

同企业不同岗位轮动教学。这就保证学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参与岗位实践，增强了实

训内容的实效性，使学员在循环往复的实训当中熟练掌握了技能，实现了培训内容与乡

村振兴实际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图 3 校村共建的运作模式

图 4 岗位轮动教学体系

3.开展全程服务，增强学员发展的可持续性



5

“全程服务”就是以集中流转土地为基础，引导学员和村庄开展特种种植、特种养

殖和规模化生产，采用“五统一、一回收”的管理模式（即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

药品、统一检测、统一管理，回收订单产品）为学员和合作村庄提供全程技术服务和指

导，帮助学员和合作村庄实现可持续发展。

4.开展多元评价，构建了“任务+过程”考核方式

在考核评价环节，突出实践能力考核，引入企业和学员主体，构建了“任务+过程”

的考核方式。其中，公共基础课的考核主体为学校，分项目考核（70%）和期末考核（30%）

两部分组成；专业技能课的考核主体为参与实习（实训）的企业，由项目考核（60%）、

技能考核（20%）和期末考核（20%）三部分组成；学习过程自评的主体为培训学员，由

职业能力自评（60%）和职业精神自评（40%）两部分组成。每个教学单元完成后组织项

目考核，所有教学单元的成绩综合即为项目考核总成绩。这就有效地解决了评价主体过

于单一，评价指标体系不全面的问题。

图 5 项目化考核表

三、成果的创新点

1.教学理论创新——首创校村共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理论体系

该理论体系聚焦新型职业农民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综合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技

能人才的基本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通过任务分解、教学项目化、过程实训化、

评价多元化，对不同阶段的学员实施个性化教学、创设立体化的培养环境，全程关注学

员的成长历程和核心素养，在素质本位观、多元主体观、自主发展观等方面实现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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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版《农业生产技术》《特种动物养殖技术》教材两本，在《现代农村科技》公开

发表论文 1篇。

2.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双轮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

遵循全面发展、全员参与、全程服务的基本原则，创新提出“区域划分+岗位轮动”

的“双轮驱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该模式真实体现了南宫市的地域特点和农业产

业结构特点，具有培训内容系统化、教学实训全程化、企业参与全面化、学员成长个性

化四个特征，具有服务农民素质提升、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助力农

村全面振兴四大作用。培养模式可移植性强，为县级职教中心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蓝本。

3.评价模式创新——创建新型职业农民多元化评价体系

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特殊性，以促进学员素质全面提升为最终目标，细化综合

素质评价要素，建立学校、企业、学员“三位一体”评价模式，以教学单元为单位对学

员进行项目考核，根据项目考核总成绩对学生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学员差

异化、个性化发展，体现了新型职业农民素质培养的特殊性，有助于引导学员实践能力

的提升，为学员的就业、创业、创新提供了机会，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实施学分制、

弹性学制创造了条件。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学员受益面广

自从 2009 年成果应用以来，王家屯村受益学员达 1000 人，孝昌、王道寨、谢寨等

16 个试点推广村受益学员累计 2.5 万人。学员素质普遍提高，自主创业率达 80%以上，

共建村土地流转率达 75%以上。校村共建示范基地王家屯村先后获得“省级旅游精品示

范村”、中国村庄 2017 特色村”等荣誉称号，在河北省农业厅举办的“农村创业创新

项目大赛”中荣获河北省一等奖。

2.教师能力提升明显

成果研究团队承担各级各类课题 7 项，公开发表论文 20 余篇，荣获邢台市职业教

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在省级、市级优质课比赛、教学设计大赛中获奖

8项；获邢台市优秀教师、南宫市优秀教师、南宫市政府嘉奖等各级综合性荣誉 30 余人

次，6名教师晋升为高级教师或高级讲师。

3.专业建设能力提升

成果带动了畜牧兽医、现代农艺、电子商务、会计等相关专业的建设，学校现有畜

牧兽医、学前教育、会计、汽车运用与维修 4个省级重点专业，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电子商务方向）2个省级特色专业，省级骨干（特色专业）总数位居邢台市第一

位、全省前列；学前教育、环境艺术设计、服装工艺与工程、电子商务 4 个“3+2”分

段培养试点专业，电商运营与推广、汽车运用与维修、建筑信息模型（BIM）3 个“1+X”

证书制度试点专业。

4.学校办学实力增强

学校于 2013 年顺利通过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同年入围第一批

国家级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2016 年通过国家级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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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同年列入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名牌学校第一档。

5.社会贡献提高

12 年来，累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6万余人次，参训学员满意度达 98%以上，学

员普遍认为教学内容针对性强、实用性强、安排合理；特别是在夏家寨脱贫攻艰工作中

产生了明显的“培养一人、脱贫一户”的精准扶贫效应，数以千计的家庭实现了脱贫致

富梦。

6.资政效果明显

成果被南宫市人民政府采纳，在邢台市职业教育现场会上多次推广，在 2019 年全

国县级职教中心联盟年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对其他县级职教中心具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