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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园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乔红  王慧蕾  刘璐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东省清远市  51151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对于乡村综合产业发展工作的重要理论政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理论指导，对加强乡

村民生基础建设工作，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园艺专业，是农科类专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显著的实践性和综合性

教学特点。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要求，深入剖析园艺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阐述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园艺专业教学的积极

意义，科学探讨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创新园艺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高校园艺专业教学工作的持续性发展，进一步

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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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prehensive industry，is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re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and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rural livelihoo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llege horticulture majo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agricultural major，which has remarkable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ltivation of horticultural professionals，expound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or the teaching of horticultural majors，and scientifically discusses how to innovate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horticultural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rticultural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further deepe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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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党十九大的顺利召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求也得到重

点强调。新时期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乡村综合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

性日益显现。高校作为培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

论下建设性复合型人才的教学摇篮，要求对于相关的农科类专业教

学工作，要真正的落实到实践教学工作中，能够充分顺应时代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变化。高校园艺专业，是在农科类综合专业体系中，

能够有效、积极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专业。高校如何在

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紧紧抓住新课程改革的相关要求，将园艺

专业人才培育模式进行转型和升级，是高校在综合教育教学创新工

作中的首要解决问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园艺专业人才培养的概述 
（一）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会议中，对于如何解决“三

农”问题，提出的重点思想理论指导政策。乡村振兴战略，由乡村

人才资源振兴、乡村经济振兴、乡村精神文明振兴、乡村基层党建

工作振兴、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振兴等方面构成，对于促进乡村综合

产业发展，建设高质量信息化乡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乡村振

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要求相关政府部门要坚持乡村综合产业的共同

发展，促进乡村经济产业创新、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等工作。要坚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帮助贫困的乡村地区，

提高乡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促进现代化乡村农业的

基础建设，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布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背景下，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斗目标的必要手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

为指导思想，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加快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有利于乡村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的优化和完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关键点，是要实现乡村人才资源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到，人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要将优秀的

人才资源，充分引入到乡村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当中，弥补乡村人力

资源的不足之处，营造浓郁的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环境。要自主开发

乡村当地的优秀人才资源，鼓励乡村大学生返乡建设，吸引相关的

企业进入乡村进行实地考察和开发，引导优秀的专业人才参与到乡

村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体系中。高校也要整合和优化相关的教学资源，

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设施，创新高校农科类专

业的人才教育方式，充分发挥校企协作的作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全面实施。 

（二）园艺专业 

园艺专业，作为高校农科类综合专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对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随着新

时期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园艺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也要推陈出新。

高校园艺专业教研组，要立足于新课程改革的具体要求，以及社会

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将园艺专业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教学形式进行转型和升级。高校园艺教师在进行园艺专业课程的理

论知识教学时，更要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全面提高。要培养

园艺专业学生既能够拥有夯实的园艺理论知识基础，还要具备专业

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及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能够将园艺专业课程

理论知识同农科实践操作相结合，成为高素质、高能力的园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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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复合型人才。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园艺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园艺实操能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创新高校园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能够全面提高园艺专业学生的综合专业能力，为乡村综合产业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随着新时期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乡村综

合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乡村生态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愈来愈

收到人们的重视。乡村综合产业发展，要基于建设自然乡村、美丽

乡村的环境保护理念下进行，要将乡村的整体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得

到深入发展，保证乡村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高校的园艺专业教育

教学工作，对于维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影响和意义。

高校园艺专业要综合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在讲授园艺专业课程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和内涵融会贯通，充分

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对园艺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全方位提高园艺专业

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强化学生服务乡村、发展乡村、热爱乡村的

积极意识。 

（二）促进园艺专业教学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贯彻落实，也影响着人们对农副产品的选

择趋向。愈来愈多的人在进行乡村产品的消费过程中，会更加侧重

于考察农副产品的生产环境、营养含量、产品效果等方面。高校园

艺专业的课程教学改革工作，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发展下，能够

对学生的实际学习动态变化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创新和发展。对于

园艺专业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高校园艺教师也能够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的相关政策理论要求，积极创新园艺专业教学方式和教学模

式，改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良学习习惯，促进高校园艺专业教

育教学工作的全面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园艺专业人才培养的策略 
（一）树立乡村发展学习理念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新高校园艺专业教学模式，首先要

树立学生的乡村发展学习理念。随着新时期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

的高校园艺专业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无法顺应时

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化，较为单一和陈旧。高校园艺教师要紧紧

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内涵，将高校园艺专业教育教学工作进行

多角度、多元化、多方面的创新。要积极相应相关教学政策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政策要求，将乡村发展学习理念同高校园艺专业教学工

作相结合，充分满足高校学生对园艺课程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建立

健全科学的园艺教学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人

才，加快构建高质量信息化现代乡村。 

比如，在讲授《土壤学实验》这一课时，园艺专业教师要充分

收集和整合相关的教学资源，将不同乡村地区的土壤样本带到课堂

中来，使学生通过观察、触摸、实验，来切实感受不同土壤的培育

特点。能够强化学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学习意识，对乡村发展的探

索精神，创新园艺专业的综合教学方式。 

（二）加强乡村建设的责任感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理论背景下，创新园艺专业人才的培

养模式，也要加强学生对乡村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园艺专业教师，

首先要培养学生对乡村发展现状的正确认识和了解，对乡村农业综

合发展体系的总体认知，强化学生关心乡村发展、助力乡村发展的

积极学习意识。高校也要在校园文化和校风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

潜移默化的渗透乡村振兴战略内涵，提高学生对乡村建设工作的归

属感和责任感。 

比如，高校园艺专业可以举办相关的乡村产业进校园活动，唤

醒学生对乡村故土的情怀教育，强化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学习

意识，培养既具有高素质、高能力的园艺专业课程理论知识，也能

够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综合性园艺专业人才。鉴于城

乡二元现象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高校园艺专业教育教学，尤其要针

对于乡村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教育，加强其对乡村建设工作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鼓励乡村大学生毕业后积极投身于乡村综合治理工作过

程中去，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三）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高校园艺专业有其自身独特的教学特点，是一门实践性、综合

性、全面性的高校专业课程。故此，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

新高校园艺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仅要将园艺专业课程的理论

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还要立足于乡村发展的现状，锻炼学生的实践

操作能力。高校园艺专业教师要激发学生对园艺专业课程的自主学

习能力，科学引导学生对园艺专业理论知识的深入研究，并且能够

充分利用所学知识，解决乡村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创新高校园艺专业的

人才培育模式，是新课程改革的创新理论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对

高校园艺专业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建立健全教学育人体系。保证高校园艺专业人才，既能够具备夯实

的园艺专业理论知识，还能够树立乡村综合产业发展的创新意识。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能够持续推动高校园艺专业教育教

学工作的全面发展。在创新教学工作的过程中，高校园艺专业教师，

要实时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变化，更新和调整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法，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要求，优化和完善园艺专业的

教育教学资源，创设浓郁的高校园艺专业学习氛围。提高高校园艺

专业教学工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促进园艺专业人才综合能力

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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