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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农民的重任主要由中等职业学校（即中专院校）实现，根
据我国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年末具有初中
文化程度的高素质农民占比达到 55.51%；随着高职扩招计划
的落地实施，标志着培养高素质农民主战场的转移——中职
类院校向高职类院校过渡，形成教育培养模式的新体系。在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是明确提出，通过经费有效管理等
措施，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2、百万扩招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面临的挑战
现阶段高职教育不仅要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区域企业

经济的发展，也要培育出一批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
质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然而在新定位下，高
职教育教学将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将难以继续使用。实践中针对
传统生源的学生，高职院校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人才培养
方案制定与实施意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方案，但定
位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后，必须思考 2019 年高职扩招主体农民
工入校之后应该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因为这个生源群体
原有的知识储备、工作经历、个人自我需求上千差万别，原有
的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将不能满足其切实需求；第二，原有的
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方式将受到冲击。农民工的心智相对更成
熟，自制力和适应力更强，同时受限于时间、精力等其他因素
的影响，传统的集中授课制形式可能不太适合，更适合选择诺
尔斯的自我导向学习方式；第三，传统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将
受到挑战。考核评价是验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对于农
民工新的群体，单一的理论知识测试或简单的技能测试都不能
真实反映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质量，是否真实完成了高质量农民
培训是值得商榷的。

3、百万扩招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的发展策略
为更好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及教育部

等印发的《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高职扩招后带
来的生源之变、学情变化等问题，教育部办公厅出台了《关于
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通过提出十大条要求规范高职扩招后的问题。笔
者认为，高职教育在确立服务农村发展的定位基础上，应结合
《指导意见》，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

第一，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立德树人”的思想教育。国
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高职院校在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创

百万扩招背景下把握高职教育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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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担负着为企事业单位培育人才，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使命。国家为解决就业问题及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的培养问题，继而实施了“高职扩招百万战略计划”及“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这为农村地区发展提供了人

力资源保障，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笔者以此为契机，以高职扩招生源的主体——新型职业农民为切入点，剖

析高职教育在乡村振兴发展中担负的新使命。

高职教育；乡村振兴；定位

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是实现我国高等
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桥梁，其担负的角色和定位，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第 1 点
和第 2 点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实践中高职院校通过“双核培养、
工学结合”的模式，培育出满足企业需求的“德馨技精”的高
技能人才，为地区经济发展储备人才。2019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宣布高职院校要扩招 100 万人；随后教育部等六个部门印发
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为高职扩招工作提供行动
指南。高职扩招百万计划是国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产
业转型升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缓解我国当前巨大的就业
压力和填充高技能人才的缺口具有积极作用。高职扩招的生源
对象由传统的学生来源转变为包含下岗工人、退役军人、新型
职业农民等在内的社会群体。本文以高职扩招的生源对象—— 
“新型职业农民”为切入点，探究高职教育在传统定位（培育
职业性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外，
在农村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

1、高职教育的“新定位”
1.1 高职教育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其中“产

业兴旺”居于首要和核心地位。笔者认为，农村产业的发展需
要具备三要素：人力、物力、项目，其中“人力”起着重要作
用。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亲历者，是受益者，更是建设
者。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如能充分调动农村农民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使其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将有助于激发农村
的发展活力。2019 年高职扩招计划的实施，为农民提供了培养、
提升职业技能的机会，为再就业夯实基础。此外，农民在接受
职业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教
育，培养出一批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使其
愿意扎根农村，致力于农村的发展。
1.2 高职教育有助于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
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是——高素质的农民，而高

素质农民的培养需借助于教育完成。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现代
化农业的中坚力量，其与传统农民有着明显差异。新型职业农
民来源广泛，包含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农民工、退伍士兵等，
其划分依据是该群体将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
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农民教育培训源于 2005 年国
务院提出的大力培养农村实用型技能人才，此时担负培养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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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培育其扎实的农业经营、管理办法，还
需要加强思想道德情感层面的教育，培育出一批批“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愿意扎根农村、服务农村，具有奉献精神的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懂农业”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只有“懂
农业”才能立足农村现状，做到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统筹布局，
挖掘出一条适合当地群众发展致富的新路子；“爱农村”是乡
村振兴的基础，只有“爱农村”才能吃的了农村的苦，耐得住
农村的寂寞，主动融入农村、专心服务农村；“爱农民”是乡
村振兴的关键，只有“爱农民”才能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
所急，解农民之所需，时刻将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有助
于调动大家劳动的热情和激情，释放出新的创造力。

第二，修改并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
培养方案适合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一个精准的定位。通过采用
一线工作法的方式，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实地调研新型
职业农民之所需，然后在教育经历、职业技能、从业经历等方
面全方位分析，结合现阶段职业农民岗位能力要求，在原有人
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以职业农民学习需求为切入点，
形成适合其发展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 

第三，采取适合新型职业农民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由于新
型职业农民工作、时间、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其不能
接受统一的教学方式，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教育应采用多元化
的方式。诺尔斯曾指出，成人教育中的教师是成人学习的帮助
者、指导者、鼓励者、促进者、咨询服务者、资源提供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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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不是学科的主宰、法官和权威。针
对成年人拥有较强自学能力特点，引导其自主学习；针对新型
职业农民身份的特殊性，可以结合学生需求，采用灵活的学
制——如半日制、周末班、旺工淡学、晚间制等；针对学习内
容的碎片化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模块化授课形式，借助于雨课
堂、云课堂等完成理论授课，对实践课和实训课可集中、分多
批次方式安排，同时事后要加强课后学习的跟踪、反馈，以保
证教学效果。

第四，探索以新型职业农民需求为主的综合性考核指标。
实践中服务提供者仅仅满足客户明确提出的要求是不够的，必
须揣摩客户心思，探究其潜在的需求，立足于客户的深层需求，
才能为之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高职院校教育水平的检测应将
新型职业农民最终的满意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使
它成为学校全体教职工共同追求的目标，促使其学校的教育教
学理念及方法等持续改进、完善，不断提高。

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乡村创新创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高职
扩招百万的背景下，通过探究新型职业农民的高职教育现状，
把握高职教育的新定位，提出相应的策略，将有助于培育高素
质的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储备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