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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培训的新机制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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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国民经

济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可

以说，农业机械化生产已成为当前农业产量提升，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

保证。因此，本文结合农村机械化培训的发展经验，摒弃机械化培训的

旧形式，为迎合培训发展的新需求，探索农业机械化培训的新机制和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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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生产作为农业发展的技术保障，对农业产量创收
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依
托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直线上升，农
业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为迎合现代化农业建设和新农村的建立新
要求，农业机械化培训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1]。一方面，
各基层农业培训部门要加大培训力度，建立人才发展观念，树立
人才就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发展意识。将机械教育培训作为农业技
术发展培训的工作重心，将培训思路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深化培
训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伴随着农业机械购买的惠民政策实施，
农业机械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在农机购置力度增强的同时，基
层农业培训部门也要面向更多的农机使用者。配合机械的购买，
农业教育培训部门要不断强化技能培训，在保证机械使用效率的
同时，推进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诞生和推广。可以说，依托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农业生产与机械化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教
育培训创新，既是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新时期国民
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一、农业机械化培训的机制创新 
农村机械化生产作为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现代化农业

建设的根本。目前，农村机械化生产的使用和保养都存在一定的
问题。因此，农业机械化教育培训应该结合生产实践，进行创新
教育机制，力求做到基层教育培训和农业机械发展相结合，实现
农民的机械技术的提升和发展。首先，在培训意识上，要形成专
人专责的培训意识，树立人才就是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意识，在
思想意识上重视农业机械培训工作。通过政府立项，打造机械教
学培训基地，建设服务信息平台，做到培训项目的资源共享。其
次，在培训管理体制建设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培
训制度，无论是培训内容的设计，培训计划的设定还是培训目标
的检测反馈，基层培训部门都可依照培训制度指导实践。 后，
在培训规模上，加强与高等院校的技术合作[2]。通过联名培训的
方式提高整体教育质量，实现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 

二、农业机械化培训的模式创新 
（一）细化培训内容，紧跟时代要求 
首先，在培训的课程设计上，要结合地区特点，开展个性化

培训机制，结合本地农民需求，因地制宜开设培训内容。一方面

在培训内容上进行细化分类，比如对拖拉机、起垄机、播种机、
农药喷洒机、采收机械、清洗机等专业设备开设专门的课程培训。
从知识结构上提高农民的机械使用技术，满足当前农业生产需
要。另一方面在培训内容的更新上，紧跟时代的步伐，结合现阶
段的机械使用型号，针对不同的使用需求和保养需要，进行新技
术的实时更新，不断推进机械生产的技术革新。 

（二）转变教学策略，科学制定培训计划 
在培训手段上，将网络信息技术与实际教学相结合，通过多

样的培训形式，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创设培训平台，提供多
种案例分析，实现培训资料的实时共享。与此同时，在培训方式
的选用上，我们还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培训策略，针对落后地
区的机械教育培训，我们还要采取必要的入户培训，专人负责机
制，真正将机械培训落实到位。当然在培训评价上，要建立长效
机制，为培训的农民建立学习档案[3]。定期进行技能的检查和回
访，及时反馈培训实效[4]。在培训时间的选择上，要尽量避免农
忙时节，结合机械使用的注意事项和保养问题，充分利用网络教
育平台的使用，扩大培训范围。 

（三）强化教学实践，理论联系实践 
在培训开展过程中，为进一步落实技能培训，满足农民的知

识需要，培训工作的地点要在田间地头开展实际作业培训。为强
化农民的农机使用技巧和维护技巧，基层培训工作可以通过专业
技术人员的机械操作，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帮助农民在学习理
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对机械实际操作的感知能力。真正将培训工
作落实到实际操作中来。 

结语： 
综上所述，农业机械化培训的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对农业机

械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推进作用。在基层教育培训中，我
们要契合农民的学习需求，结合实地教学，不断提高培训效果，
让我国农业机械化生产迈向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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