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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our country,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practical 
talents with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hard work and super skills. The practical talents play a 
great role to the upgrading of equipment,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tech-
nological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Meantime,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to the increase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the workers’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The prac-
tical talents have the decisive role on the promotion economy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 on. Therefore,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tively transform their 
undergraduate majors from academic talents to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serve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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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急切需要培养实践经验丰富、勤奋敬业、技艺高超的实用技能型人才。而技

能型人才对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提升、效益增加至关重要，在全面提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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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素质、发展先进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大批地方本科院

校积极进行本科专业转型，由培养学术型人才转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企业和行

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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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明确指出，“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行各业产业大军的优秀代表，是

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在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见，劳动者、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动力。 

2. 农科专业转型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 

培养技能型人才对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关键

在人。 

2.1. 推进专业转型，加快技能人才培养契合国家人才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在大力倡导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

之下，更多更快地培养技能型人才，对我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10 年，《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指出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

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一线劳动者综合素质，尤其要加快培养技能型人才。2014 年，教育部《关于地方本

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公共服务发

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要路径，通过试点推动、示

范引领，引导和推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提高地方高等教育支撑产业升级、

技术进步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高等教育特色发展，推动学习型社会建

设[1]。 

2.2. 加快培养高素质的农业实用人才是农科专业办学的紧迫任务 

地方高校更多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以教育的经济学观念，要增强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就要提高

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使他们获得理想的就业岗位，高额回报教育的投入，从而实现体面地工作，有尊

严地生活。而传统的学科式教育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重理论轻技能、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应用，对人

才培养没有考虑市场多元因素。其次是人才培养目标笼统而不明确。学生理论学和技能训练与企业就业

岗位需要没有很好对接，培养的毕业生与职业岗位人才需求脱节。第三是很多专业课程仍然是学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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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式，偏重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轻视知识的实用性和实践技能，极不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

形成。为此，必须研究和遵循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转变育人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培养内容

和方法，创新培养机制，与企业深度融合，真正培养出企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3. 农科专业转型的理论思考 

国外职业教育发展已经形成了适应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的培养模式和就业制度，也有了较为完善的课

程开发模式和职业教学、培训模式。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有二种：德国的“双元制”和美国、加拿大的 CBE
教育两种模式[2] [3]。 

3.1.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验对农科专业转型发展的借鉴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学校和企业分工明确又密切协作，共同完成人才培养的一种职业教

育办学模式。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德国手工业“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培训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

的“双元制”职业教育逐渐成熟，且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经验与做法，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

进一步提高了国家工业化水平。这一模式着重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之后，必须到企业进行相关的实

践技能操作训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构建岗位能力导向课

程体系，注重工学结合的教学方法，重视学校和企业双元的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建设，强调校企高度合作。 

3.2. CBE 教育模式对农科专业转型发展的启示 

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 CBE 模式(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简称 CBE)，也称“能力本位教”。

它是以培养学生具有职业(岗位)所必须具备的全部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其核心是从职业岗位的需要出

发，确定职业所需的综合能力和专项能力，然后根据所需的能力设计教学内容体系，制定能力分析表(课
程开发表)，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学生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CBE 教学模式一般分为五大部分：1) 
市场调查与分析；2) 能力图表的制定；3) “学习包”的开发；4) 教学实施；5) 教学反馈与管理。其特

点是制定能力分解表，即 DACUM (课程开发表)，编制教学大纲，实施教学内容。 

4. 农科专业转型的实践 

借鉴“双元制”和 CBE 模式，课程设置根据人才的职业岗位需求，一定程度上受市场需求的驱动，

能够真实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因而具有很强的地方性。这样，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相同专业

的教学内容也可能不同。人才培养方案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才市场变化，会得到及时修正。学生的社会适

应能力与社会需求的交集也最大，学生接受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都是用人单位职业工作所必需或急

需的，学生具有上岗后迅速适应工作要求的潜力，必然受到人才市场的欢迎。 

4.1. 实现专业技术能力培养为主的目标，突出办学特色 

打破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具体化、量化和指标化。可以借鉴 CBE 模式及

DACUM 方法，有针对性、有选择地加强职业技能训练。尽快扭转教学内容脱离生产现实，学过的理论

大多无用，有用的知识学得太少，在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的被动局面。学生在学习之前就

清楚自己从事职业应具备的能力，在学习前就知道应达到的知识、技能、工作态度等项目的标准，了解

理论知识的实用价值。学生必然增加学习兴趣，乐于接受与从事职业有关的思想、素质教育。 

4.2. 尽快解决长期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知行割裂的问题 

教学中长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导致了所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研究功底不扎实，实践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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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能不强，很多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力。这就迫切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体系，以岗位技能为依据，以

专业活动为核心，学生认知的客观规律，科学设计课程体系，设置课程教学内容，构建理论与实践课程

“二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借鉴“双元制”中“工学结合”或“工学交替式”的灵活学习方式，要求学

生边学习边工作。 

4.3. 构建岗位能力导向课程体系 

课程的开设主要以岗位能力为导向，紧紧围绕大学生职业实践活动，按照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专

长课程划分为阶梯式逐渐上升的三个层次，由浅入深，从泛至精，逐步分层开展理论与实践一体的阶梯

式教学活动，较好地培养了大学生实践综合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4. 采用工学结合的教学方法 

学校负责对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企业负责学生实践技能的培训，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又

互相补充。在教学过程中，既提高了学生职业能力，又提升了学生专业理论水平。根据学生不同学习阶

段的需要，具体确定学生是在学校接受理论教育还是在企业进行实践教育。学生在企业实践教育过程中，

特别重视学生良好的职业规范习惯的养成。如，在上岗前十分钟，要求学生清理卫生；在工作中，学生

必须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操作，凡达不到规范要求的学生必须重新返工，直至达到要求；下岗后，还要求

学生严格按照工具使用顺序，认真整理工具，传授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了学生职业竞争的能力。 

4.5.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是转型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学校有一支较高职称与学历，有广博的学识和丰富教学经验专职教师队伍外，也要聘请一支来

自生产企业第一线，拥有丰富的实践与管理经验兼职教师队伍。这支兼职队伍使学生获取了各项实践技

能操作的训练。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两个途径实现，首先是通过学校的培养，有目的、有针对性的

将年轻教师选派到实践基地或者企事业单位，进行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培养成即懂业务，又精实践的教师；

另一个途径是聘请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参加学校的课堂教学，进行知识的传达和能力的培养[4]。 

4.6. 校企高度融合，理论实践相互渗透 

学校和企业是“双元制”教育的两大基本支柱。学生在学校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企业的实践技能操

作，相互促进渗透和补充，有利于学校确立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课程体系，科学的设计并有效实施教学环

节，师资队伍素质的提升以及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实现校企双赢。德国政府还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

规范约束学校、企业双方的权益、义务和责任，为校企合作提供了较好的制度保障。 

5. 结论 

在大力倡导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之下，更多更快地培养技能型人才，

对我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地方高校更多的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面对产

业的转型升级，就要增强高等教育的吸引力，要从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入手，借鉴美国和德国的先

进模式，以课程体系改革为抓手，以双师型队伍建设为基础，以高度的校企合作为支撑，培养高水平的

实用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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