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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杨凌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典型案例（一）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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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培育职业农民全新体系 

培养现代农业发展领军人才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具有 83 年办学历史的农林水专业较为齐

全的高职院校，也是国家首批示范院校和创新行动计划优质院校建设单

位。近年来，学院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学院基础建设、搭

建校企合作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构建了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了学院内涵发展,全面提升了办学水平。近两年来，

学院以职业农民培育学院、农民学历教育班、新生代职业农民培训班为

路径，将教育办到生产一线，探索建立了校地联动、教产衔接、开放融

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 

一、建立职业农民培育学院，让更多农民拥有一技之长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四化”同步发展全局，

解决未来“谁来种田”等问题而做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杨凌职院充

分发挥农科教一体化办学体制优势，成立职业农民培育学院，为提升农

民文化素质、促进农民致富履行责任担当。一是将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列

入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在陕西省建

成 10个县区职业农民培育学院，以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造就高素质

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强化人才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作

用。二是根据陕西自然地理特征，在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分别选

建职业农民培育学院。两年来，学院先后在关中的杨陵区、富平县、彬

县、周至县、眉县和麟游县，陕南的镇坪县、太白县，陕北的洛川县等，

建立了 9个县（区）职业农民培育学院，累计培训职业农民 1.9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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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三大区域的农民都能在家门口轻松学到并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三是结合县情民意，制定培训计划。本着探索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模式原

则，学院积极与各县（区）人民政府深入交流，按照县域产业和群众意

愿，重点围绕果树管理、电子商务、手工生产、特色养殖、乡村旅游、

经营管理等方面，科学确定专题，合理设置科目，认真制订培训计划。

四是坚持“四个结合”，创新培训方法。培训中，学院组织专家教授结

合当地农民群众的自身特点和产业需求，坚持系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

合、基地培训与现场培训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巡回培训相结合、理论教

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创新方式方法，突出培训效果，做到技能性与操

作性相统一，造就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使

他们成为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领头羊”。 

目前，杨凌职院职业农民培育学院的学员中，一些已经获得了杨凌

示范区农民技术职称证书，成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永久牌”土专家、

科技二传手。 

二、实施农民学历教育，圆农民“大学梦”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提升农民学历层次、技术技能及文化素

质，畅通农民发展上升通道，才能不断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2016 年 9 月，杨凌职院招收 18 名富平县职业农民、32 名杨陵村

干部来院进行为期三年的专科阶段学习，标志着我国首个农民学历教育

班正式开班，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步入规范化、学历化和专业化的新阶段。

为做好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工作，学院一是制定招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

和规则。在与渭南市富平县和杨陵区多次沟通的基础上，签订招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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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充分利用示范院校单独招生政策，发布招生计划，通过自主招生

考试录取富平职业农民和杨陵村干部上大学，为富平、杨凌分别培养农

业生物技术专业和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专业人才。二是量身定做人才培

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由于生源的特殊性，学院量身制定了富平

职业农民学历班和杨凌村干部学历班的人才培养方案，从素质目标、知

识目标、能力目标三方面对人才培养规格做出了定位，确定了公共必修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综合实践课五大培养模块。

组织任课教师专门编写了《农药化肥安全使用》、《农产品安全保护》

等 14门课程的教材，并在教学组织、授课方式和学生管理等方面，把学

历教育和实用培训紧密结合，确保每位学员学有所获、学有所得。三是

加强教学管理，打造高效教育。选派年龄大、责任心强、知识结构高、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给两个班代课，配优配强教师队伍。教学采用集中

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教学与农闲季节

相结合的多种教学与组织管理形式。学院的学业成绩考核实行过程性考

核与结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考核合格者，课程成绩录入学籍档案，考

核不合格时，按照规定时间进行补考。在校就读期间，这 50名学员和大

学生一样上课、学习，完成专业所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并修满 136 学分后，

才可获得由学院颁发的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文凭。四是创新学生管理，

激发办学活力。两个班都实行“双班主任制”，由学院和当地政府分别

安排辅导员和工作人员共同担任班主任，学院安排的班主任主要负责学

员在校期间的安全教育、日常管理考核工作，当地政府安排的班主任主

要负责学员校外期间的安全教育、日常管理工作。学员在校期间可参与



 6 

学院先进班集体、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奖学金等各项评优选先活

动。 

2017 年，杨凌职院又录取了 30名富平职业农民、36 名杨凌村干部，

并新开设了眉县职业农民学历班，招收 55名眉县种植大户和村干部来院

学习。今后，学院将不仅仅局限于陕西省，而是要让全国各地的职业农

民和村干部都有机会踏入大学校门，开始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真

正使职业农民培育方式由“培训”转变为“培养”，职业农民对农业科

技的需求由单一实用技术学习转变为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系统学习，职

业农民的自身定位由农业现代化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  

三、开展新生代职业农民培训，为现代农业发展培养后备军 

“融不进城，还不了乡”，这是 80 后、90 后新生代农民普遍直面

的困惑。如何在帮助这些农村孩子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加快实现农村

现代化？按照陕西省农业厅的要求，2014 年底，杨凌职院启动了新生代

职业农民塑造工程。学院一是结合专业设置，选拨培训学员。在生物工

程、生态环境工程、药物与化工、动物工程 4 个有涉农专业的分院中，

采取“自愿报名、择优选取”的原则，选拔品学兼优、具有较强专业技

能，且热爱农业并愿意毕业后从事农业生产、有创业意愿，并且愿意成

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优秀学生作为培育对象，在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

进行“加餐”培训。二是优化培养方式，提高通用能力。在培养方式上，

结合学员特点，紧紧围绕“学历、技能、创业”三个方面，制定有针对

性的培训方案，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和课时。培训方案分种植专业和养殖

专业两个，培训内容分创业和专业两大部分。两个专业在创业培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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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和学习内容一致，创业培训内容主要为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相

关政策法规、农村农业经营管理等，同时将经济与贸易分院创业班中一

些模拟训练安排进培训过程中，以加强学生对创业的认识。专业培训部

分则根据两个专业的特点分别安排综合交叉课程内容，以农业发展最新

技术展望和实际生产技能、技术实训等为主。三是注重过程监督，强化

培训实效。以参训学员所在分院为划分依据，将学员分为四个班级，每

个班级由一名所在分院教师作为班主任来管理学生。同时，在培训过程

中，对学员和培训专家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严格按照培训规范，

抓好每一个教学环节，确保培训时数、内容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杨凌职院已经培训了 2014—2015 年度、2015—2016 年

度两期 300 名学员，一些学员也已经投身农村广阔天地，为繁荣农村经

济、发展现代农业贡献一己之力。 

经过初步探索和有益尝试，杨凌职院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初显成效，

走出了一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新路子，但这离学院设定的预期目标和

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下一步，学院将继续深化“学历+技能+创业”型

农民大学生的培养，大力开展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在办学体制机制、人

才培养体系、教育教学模式上进一步创新，全面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的“杨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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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农民班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 

 

农民学历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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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开学典礼 

 

职业农民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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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坪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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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建林（左一）为周至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揭牌 

 

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建林（左一）为眉县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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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院长王周锁与眉县人民政府签约仪式 

 

杨凌职院-麟游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挂牌暨县校合作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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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邑县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挂牌暨县校合作签约仪式 

 

学院纪委书记刘粉莲一行参观金桥果业果品加工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