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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剖析为基础,阐述了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与特征,并围绕教学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实践教学体系、教学团队及多元考核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探

究分析,以培养出适应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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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下简称“一村一”)为
广大农村培养了“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善经营”的
乡土实用人才,使学员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新生力

量,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1-2]。园

艺技术专业是综合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由
于受到教学条件的限制,使本该实践性很强的学习流

于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村一”项目的实用

性,偏离了办学初衷,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为了加

快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及着力培养本专业学生

的实践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竞争

力,本文探讨了如何构建与完善“一村一”园艺技术专

业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该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的改革提供依据,对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一、电大“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探索的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近6亿中国农村人口擘画了

宏伟而美好的蓝图。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是广

大农民,重点是人才,关键在教育[3]。培养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时代赋予

电大“一村一”教育新的责任和使命,对于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具有重大的意义。
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我省园艺产业在新时代

的大潮中,迎来了战略机遇期。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园艺产业未来发展大有可为。近年

来,安徽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探索创新、因地

制宜,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园

艺产业供给质量和经济效益,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增绿。
长期以来,电大“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教学主要

以理论教学为主且与地方产业布局脱节,逐渐暴露出

各种问题,如培养目标定位偏差,人才培养与本省园

艺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明显加速相矛盾;
校企合作深度和广度不够,导致学生实操能力不强,
进入相关的企业或者园艺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

适应岗位工作;学生对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缺乏理性思

考,就业优势不足以及为农服务的意识较薄弱等。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本专业复合型人才的

渴求与日俱增,我校“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在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提出了结合自身特色,适应地方产业

发展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扎实推进产学合作,

13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协同育人,着力培养知行合一的实干型人才。
二、电大“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的定位

园艺技术专业实践性很强,人才培养目标须以服

务地方经济建设,满足相关企业人才需求为宗旨,以

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因

此,对于地方电大而言,应以行业、企业为背景,使人

才培养模式定位适应当地园艺产业发展的新形势。
(一)区域内园艺产业的基础条件

安徽省园艺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园艺植物

主要有蔬菜、水果、花卉、苗木等,其中蔬菜、水果列入

我省十大主导产业。安徽省为全国十大蔬菜大省和全

国五大棚菜主产区之一,且已形成水果种植、销售、深
加工较为完整的水果产业链。作为后起之秀的安徽花

木产业,已经具有自己独特发展模式,以肥西为代表的

安徽花木产业,在国内业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二)“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定位

我省“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定位要与我省现代

园艺产业发展相适应,服务地方经济。本专业学生需

掌握良种繁育、栽培技术、设施园艺、病虫害防治、园
艺产品采后处理等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应具有综合

职业能力、善于组织生产和管理的现代园艺技能,就
业面向园艺生产、种植技术推广、园艺产品与农资营

销、农业企业管理及休闲园艺等工作岗位。
(三)“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学情

“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薄弱,
学历结构单一,学生主要由高中毕业生组成,大多数

学员受教育程度限制,对于所学专业理论知识了解不

多,所具备的知识迁移能力不足,在学习过程中明显

感觉到吃力。此外,存在突出的工学矛盾,投入的学

习时间和精力严重不足,学习自主性差,较少接触现

代信息技术,缺乏获得网络信息的基本能力[4]。
(四)“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学生职业发展

根据对学生就业岗位及职业发展分析,坚持以职

业能力培养为主线,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熟练的职业技能、科学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适

应一线的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工作。
三、电大“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内涵与特征

工学结合人才培育模式是学校与企业紧密联合,
以职业为导向,将学习与工作相结合,学生在“产”中

训,在“训”中学的教育模式。学校以企业需求为出发

点,经过全面的市场调研,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人

才培养的知识结构、操作技能等,合理调整专业培养

方案,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以适应人才培养目标[5]。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较多,国外比较成熟的培养模式有以工作职责和工

作任务确定能力标准的CEBT模式[6]、以职业岗位

确定能力目标的CBE模式[7];国内园艺技术专业具

有代表性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有“三位一体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8]、“前校后园,校岗直通”[9]、“4+
1”工学交替[10]、“两线·四段·三融合”工学结合模

式[11]、“四位一体、五段式”创业人才培养体系[12]等。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中,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场

所,突出实践能力培养,体现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

性和职业性。要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能力

拓展与职业认证相结合,培养适合不同用人单位需要

的具有较高创新与实践能力的人才。

图1 园艺技术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特征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是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基于“一村一”生源特

点、学制较短及服务区域园艺产业生产的目标任务,
需研究构建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一村一”园艺技术

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我校根据安徽省在园

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对人才需求的转变,提出了

“面向应用、理实融合、模块教学、任务驱动”的分周

期、分阶段“工、学”轮换,校企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

(如图1所示)。
教学过程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融合。理论

教学阶段,学生利用线上线下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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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培养学生的专业认知;实践教学阶段充分利用各

学习中心校内外实训基地,以实训项目为依托,专兼

职教师共同参与指导,培养学生的专项技能;企业顶

岗实习阶段,培养学生专业综合素养。按照职业成长

规律,循环递进培养职业能力,为区域园艺产业现代

化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课程设置根据用人企业和

学生的实际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增设课程或者是重建

课程群,且课程模块设置是多元化和开放式的,课程

之间的教学内容避免相互重复或脱节,保证知识的相

互衔接,穿插讲解学科领域最新科研动态和进展(如
图2所示)。本专业课程设置既保证了知识体系的完

整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实用,大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图2 园艺技术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过程

  四、电大“一村一”园艺技术专业工学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建

(一)工学结合模式下课程体系的转变

通过对用人企业调研,针对企业用人需求,结合

我省现代园艺产业的发展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

景下,对现代园艺产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人

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以实用性、先进性作为原

则,将相关园艺植物生产技术行业标准融入教学内

容,参照高级果树园艺工、高级花卉园艺师,高级茶园

园艺工等国家职业标准,归纳出园艺技术职业岗位群

的典型的工作任务,构建园艺技术专业科学、合理、系
统的课程体系,突出园艺技术专业特色,增强专业实

用性。课程内容的设置原则是根据工作任务,充分考

虑学生的个性发展,兼顾学生的职业发展。学校主导

开发课程,如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

程。企业则从自身实际需求出发,协助学校或委托学

校开发出特定的技能拓展课程或职业核心课程。通

过整合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通识

课和特色课等,将不同教学模块纳入学生的整个学业

指导中并渗透职业素养的培养,实现教学内容与企业

生产的无缝对接,与市场发展趋势相契合。
(二)工学结合模式下教学方式的转变

在教学计划改革的基础上,教学手段与方法也进

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根据园艺技术专业不同课

程特点,采用项目教学、模块教学等教学方式。结合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设定好项目或模块,并结合园艺

植物生长规律,科学灵活地安排教学时间。按照园艺

植物生产季节组织,周年不间断地学习和生产,使教

学活动与园艺植物生长周期同步进行。将作物周年

生产分成整地育苗、定植栽培、花果管理、整形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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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后处理、产品质量检测、技
术推广等项目或模块[13]。通过完成以上任务模块,
学习栽培理论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生产技能,为今后

的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基于电大远程教学特点,可加强信息化教

育建设。大力开发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网络课

程和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发挥多种媒体教学资源的优

势,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方

法,着力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三)工学结合模式下实践教学体系的转变

园艺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包括毕业作业和生

产实习。通过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完善校内外实训基

地建设和就业网络,安排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实训

课程任务贴近生产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学生通过生产实习环节,培养了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熟练的职业技能[14]。
学生毕业生产实习可根据专业学习的侧重点及

未来就业意向,双向选择校外实习基地。学生到学校

合作的校外实习基地进行毕业实习,增进学生与用人

单位的互相了解,有利于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专业责任教师定期到实习单位对学生进行指导,并与

用人单位一起对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
(四)工学结合模式下师资培养方式的转变

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的质

量水平,工学结合模式下师资培养方式需要转变及创

新。着重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双师型”教师是保

证教学质量的关键。随着园艺技术生产方式和企业

生产技术的不断变革与更新,专职教师的专业技能也

要随之不断提高。一方面,定期组织专业教师进行技

能培训,深入先进企业考察学习。通过校企合作,产

学研通力合作,鼓励专业教师到园艺企业挂职锻炼,
将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带回学校、带进课

堂,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生产技能和服务水平。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聘请相关园艺企业的高级技术人

员或者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负责部分课程的教

学。培养造就一支业务熟、素质高、技能强的专兼职

教师队伍,为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质量保证,实
现了“一村一”实践教学的有效性。

(五)工学结合模式下考核评价方式的转变

课程考核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
现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单一

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重结果、轻过程;重理论知

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培养,极大影响了学生运用综合

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改革现有的学生成

绩评价体系,强化学习过程,建立多元化、多节点的

课程考核方式,如专业规则中《遗传与育种》课程考核

方式为随学随考;《植物学基础》课程考核方式为形成

性考核百分百。考核方式的多样化是进一步构建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体现,为学生提供便捷、有效、合乎成

人学习特点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满足了学习者个性

化的需求[15]。考核方面分层次进行,专业责任人根

据管理规定,结合面授和实践教学环节参与程度等多

个维度进行评价。
总之,园艺产业的发展是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园艺产业兴旺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16-17]。
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有效实施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提升了

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的综合竞争力,进而形成企业、
学校和学生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为现代园艺产业发

展提供应用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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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talentcultivationorientationofhorticulturaltechnology
professionalsinthe“OneVillageOneCollegeStudentProject”,theconnot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the
Work-integratedLearningCombinationtrainingmodeareexplained.Inquiryandanalysisarealsoconducted
aroundtheconstructionoftheteachingcurriculumsystem,teachingmethods,practicalteachingsystem,
teachingteam,andmulti-assessmentsystemtocultivatetheapplication-orientedtalentsneededtoadaptto
thedevelopmentof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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