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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产生式迁移理论视角下高职农村籍大学生返乡生态体系
构建研究

刘冬青　于　源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2020 年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工作取得重要成效，返乡创

业就业人员累计达到 1010 万人，增长 19%。但是这部分人员集中

分布在 45 岁年龄段，存在持续活力不足的现实问题。高职院校中

农村籍大学生所占比例高达 70%，在技术技能、农村环境熟悉以

及农村条件适应等方面有独特优势，正确引导其返乡入乡，对于

避免农村长期“智力外流”，实现“智力循环”，为乡村建设注

入新动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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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现状

（一）返乡影响因素研究

王颖（2019）从社会资本方面讨论了影响高职农村籍学生

返乡入乡影响因素主要有学校返乡教育、自身社会网络及政府

支持政策等。另外，能力素养、成就动机及社会知识素养也是

影响其返乡关键（沈爱荣，2020）。研究普遍指出，大学生对

返乡认识不全面、存在心理包袱，以致返乡意愿低（张运琴，

2020）。

（二）返乡适应性研究

徐丹丹（2020）指出农村籍学生离乡求学，环境、社会网络

及习惯产生变化，再入乡普遍难以适应。刁欢（2019）则从心理适应、

环境适应及技能适应等角度分析了大学生为能顺利度过适应期，

需做好相关返乡准备。

（三）返乡支持研究

裴锦泽（2018）认为高职院校在鼓励、引导农村籍学生返乡

入乡创业就业方面，欠缺对毕业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宣传。目前

缺乏返乡入乡创业就业课程，针对性的教育体系更是少之又少，

导致返乡创业就业率低，成效差（周成军，2020）。政府在政策咨询、

项目进展、风险评估、创业指导、资金等政策支持服务方面不全面，

难以保障（陈玉娟，2019）。

述评：多数高职院校未重视农村籍学生返乡入乡教育培养，

缺少相关课程，指导方法单一，在教育意识、资源、平台等方面

存在不足。学生自身对返乡创业就业缺乏兴趣，返乡率低。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要求。乡村振兴关键在

人，帮助学生正确认知并树立返乡意愿，提升自我效能感，做好

返乡准备势在必行。

二、重要性分析

高职农村籍学生作为返乡入乡创业就业主力军，本课题有利

于帮助高职农村籍学生树立返乡意识，实现自身价值。能够优化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思路，对于推动农村特色产业、乡村经济有序

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有借鉴意义，其研究结果具有普适性和

推广性。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思想或主要观点，研究重

点及难点、突破点分析如下：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及主要观点

1. 产生式迁移理论应用研究

产生式迁移理论指因前后任务或情景间有重叠，将已学到的

知识技能推广到其他内容和难度相类似的情景中故能产生迁移，

继而解决现实问题。该理论通过问题空间的类比实现，将原问题

空间中算子、关系或路径等匹配或迁移到目标系统中去。从实质看，

就是通过整合已习得的技能，解决后续类似情景问题。为帮助高

职农村籍学生成功返乡入乡，基于“为迁移而教”，重视知识积累，

创设返乡环境，确保迁移效果。

2. 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返乡意愿在内因上受个体返乡态度、自我效能感、返乡能力、

个人经历等因素影响；在外因上受社会网络、返乡环境、学校对

其教育培育、返乡地经济发展以及政策支持等因素影响。本课题

针对省内高职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就业进行调研，梳理其

阻碍因素，力纠返乡意愿低的痛点，确保高职院校有效识别返乡

生源，为学生返乡知识、能力和素养迁移提供准备。

3. 构建农村籍高职学生返乡创业就业生态循环体系

按照生态系统理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构成生物群落。

返乡创业就业生态体系的生物群落即系统主体，包括高校、政府、

返乡意愿学生、乡镇企业、当地村民等。高职院校和政府在生态

系统中占主导地位，是“生产者”，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系统性

资助服务，可有效识别返乡生源。高校为学生提供优质返乡就业

创业教程和机会，为学生实现角色调试，树立返乡意识、获取知

识技能厚植沃土。政府以政策倾斜、税收优惠、资本等提供支持，

联合监管、科技等部门建立一站式服务窗口，为其打造有利环境。

返乡意愿学生是生态系统“消费者”，不断汲取高校和政府提供

的丰富“养分”。乡镇企业和村民为生态系统“分解者”，对连

接系统主体和无机环境起桥梁作用。

图 1 农村籍高职学生返乡创业就业生态循环体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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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设迁移类比空间，重塑学生自我效能感

个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获得成功的能

力。将主动返乡创业就业的主体能动性嵌入对其自身角色的认知

和形成的每个环节，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产生返乡意愿和行为。

在课堂教学、返乡模拟实践中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建立角色

认同，纠正角色偏差；完成角色调试，使学生做好从学校步入社会，

从城镇进入乡村，从一个依靠者变为一个就业者或创业者的准备；

树立角色形象，从角色内化和外化两个层面，学习、人际、社会

三个维度，充分发挥个体自身潜能，提升自我效能感，做好返乡

入乡创业就业的心理准备。

图 2 类比空间下的学生自我效能感迁移

5. 探索“通识基础—专业深度—精准定制”递进衔接的返乡

教育课程体系，迁移学生返乡知识经验

基于“为迁移而学”，整合多方资源，建立“专业导师 + 校

外导师 + 农村创业导师”教学团队，从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角度

设计满足学生所需的、与返乡创业就业相关的个性化、精准化课

程体系，做到“通识基础—专业深度—精准定制”递进衔接，理

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创设螺旋上升式课程知识体系，帮助学生获

得专业知识，树立返乡意识，培养职业素养和能力，通过返乡教

育实践活动迁移知识经验，增强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内在自我认

同感和自信心，提升返乡质量。

图 3“通识基础—专业深度—精准定制”递进衔接的返乡教育课

程体系

6. 加速政府社会资源联动，保障学生返乡创业就业，孵化农

村特色产业项目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创业就业保障机制，加强返乡入乡创业

园、创业孵化基地、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各类返乡载体

建设，提供低成本、全要素、便利化的创业服务，吸引高职院校

农村籍学生返乡，孵化农村特色产业项目。培育一批农村创业创

新带头人和农村创业导师，指导返乡大学生开展创业就业工作。

搭建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返乡大学生提供

政策咨询、项目论证、业务指导和技术服务以及市场行情、产品

销路、设施设备、项目指南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二）研究重点、难点及突破点

1. 研究重点

根据产生式迁移理论，学校课程的设置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

打造教学团队，设置相关课程，实现“通识基础—专业深度—精

准定制”递进衔接，设置返乡实训和体验，是研究的重点。

2. 研究难点

调动高职农村籍学生返乡积极性，树立返乡意识、做好角色

调试，做好返乡入乡心理准备，提高自身的个体效能感，是本课

题研究的难点。

3. 研究突破点

构建返乡创业就业生态系统，将主体（高校、学生、政府、

企业等），要素（课程、实践、项目、培训等）和环境（政策、文化、

思想等）三大因子纳入其中，类比返乡情景，创设螺旋上升式课

程体系，辅助学生实现返乡迁移，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有助于

提升返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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