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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守正与创新 
李俊霞  刘永兴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0） 

摘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本文通过对职业教育与乡

村振兴的契合关系进行分析，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仅要守正，也要创新。职业教育的守正与创新为技能环境提供智

力支撑，为提升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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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fully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to build a strong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keep the integrity，but also innovate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skill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s cultural 

level and skil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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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政策相继出台和 2022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行，都明确指出国家

非常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前景广阔，职业教育在培育人才方面

大有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助推职业教育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更优地为乡村繁荣赋能。职

业教育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在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立德树人、培根铸魂。 

一、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经济形势下，接受教育是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的主要方法，而

职业教育在提高人们学历和整体素质的提升过程中与普通教育具有

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职业教育是是农村人才支撑开发的主要来源，

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

而职业教育在培养“懂农业、有文化、技术高、会管理、善运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面发挥独当一面。职业教育课堂与乡村振兴

完美结合，在乡村这片广袤土地上扎根生花。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

素质农村劳动者和高技术高技能乡村复合型人才。二十大顺利召开，

我国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新的发展阶段，

新的起点征程，乡村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乡村振兴

对高技术强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也逐渐凸显出来，紧扣农村发展和变化，强化党建理论，注重调

查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二、职业教育发展意义 
首先：构建系统化职业教育体系。为了更好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构建系统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涉农教育。目前很多职业院

校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还把职业培训放在核心、职业院校的继续

教育部门依托县乡村三级政府相把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统筹优化，在

中职、高职等不同教育层次过程中逐渐加大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职业教育不仅为打通和拓宽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空间和发

展打通通道，而且满足三农发展对不同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势在必行。职业教育肩负着培

养新型农村多样化人才、传承现代农业技术技能、促进农村农业人

才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其次：优化新型农村技能人才需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心

仍在农村农业和农民三个方面。经济结构上从依赖制造业的经济日

益转型为由技术和服务带动的农业经济，使得受过农业实践和优秀

农业职业培训人员缺口逐渐扩大，目前乡村振兴技术类人才，技术

岗位的缺口也很大，培养乡村振兴高端技术人才或将是未来农村发

展的大趋势，三农所需的技能和人才架构需逐渐优化完善。 

再次：赋能三农优质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体系

中的重要环节，承担着培养乡村振兴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任务，

而高素质农村技能人才正是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队伍支撑的必要保

障。职业教育在输送农业领域优质人才，以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为目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有作为。 

最后：推进“农科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围绕解决

农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利用互联网+平台实现信息互联、经验推广、

资源共享、成果共鉴，从而推进人陪模式的深度改革，创新对学生

学习的评价体系，建构知识基础，提高学习能力，提升教学质量。

职业教育在涉农专业及乡村振兴相关专业领域和教学科研相融合，

把人才培养的质量放在首位，人才培养的能力做为重点。将高素质

农民培养为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带得动的乡村振兴队伍带头

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现代农业发展。 

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守正：固本强基 
（一）强化党的领导地位 

《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实施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在乡村振

兴背景下，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坚持面向实践、强化能力，

坚持面向农村、因材施教。培养学生扎根基层一线的劳动精神，营

造涵养崇劳尚技的文化氛围。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基础

知识较为薄弱，在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方面要加强引导。

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培养技术技能，而且要培育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把课堂思政落实到实处，让学生走出社会既能仰

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从心里培养学生对农村农民农业的热爱和为

之奉献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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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准人才培养方向 

职业教育要以德为先，落实根本任务。乡村振兴是中国迈向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不仅是政治任务也是职业

教育的基本功能。乡村振兴战略要面向农村人人有技能，人人通技

能，人人精技能。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在培养模式改革中面向三农输

送技能人才，为乡村发展不同学习群体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渠道和多

样化的学习方式，努力使教育选择更多样、使学生成长道路更宽广。 

（三）丰富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 

“十四五”阶段，农村经济、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将呈现出

新的发展特点。建设现代新型乡村产业体系、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高质量社会发展，必然对职业教

育提出新的发展要求。把职业教育放在优化发展的战略地位，优化

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推动职业教育做大做优做强，为更高水

平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把人才留在事业中。以提高质量为

核心，以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为重点，守正创新，全面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全力提升师资队伍建设、全过程参与专业课程建

设和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努力建设内涵丰富、全面发展的适应现

代产业发展的职业院校。 

（四）凸显职业教育的效应活力 

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应改

变传统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乡村振兴的产业形态积极探索新

型教学模式，比如“订单式”教学、校企合作联合办学、新型学徒

制等技能人才教育培养模式，强化管理注重实操，培养学生技能更

全更精，实现生产、教学、科研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决职校生

针对性、技术应用性以及就业问题，直接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联

合企业开办新型就业模式，比如全免费、订单式职业教育精准脱贫

班，按照“上学即上岗，毕业即就业”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招收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读。使职业教育更好发挥“扶技、扶智、扶

志”的作用，让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香起来，亮起来，活起来，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四、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创新：完善优化 
（一）满足基层知识需求，更新职业教育理念 

职业教育“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直接关系高职学院“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最

根本的问题，是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教师要更新

观念，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杜绝“水课”，打造“金课”，对课程

进行提质，树立“教育不是把水灌满，而是把火点燃”的理念，提

升自身教书育人的能力。以先进的理念、扎实的学识引领学生的成

长，争作名副其实的“工匠之师”，把知识与技能传递给学生，激活

课堂、创新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带领学生不仅要学会，而且

要学精，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水平，提升学校报务于地方经济

的能力。 

（二）聚焦乡村振兴新产业，优化职业教育内容 

依据乡村振兴新型产业形态的出现，优化职业教育模式，全面

推广涉农专业中现代学徒制和乡村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强未来乡村技术学院、现代乡村产业学院和乡村特色专业学

院建设，促进学科建设升级；因地制宜，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

优化专业结构和教学内容；因时制需，不断探索、锐意创新，不断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与乡村振兴磨合过程中的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

乡村产教融合、农村校企合作。构造“校企共建”的高校创新创业

新生态系统，构造贴近乡村振兴的市场环境。使职业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和乡村振兴密切结合，将专业知识、技能作为聚焦农

村新产业的内容支撑，将对农村新产业的认识、思维作为职业教育

的素质要求。 

（三）创新帮扶形势，培养乡村振兴带头人 

职业教育不仅要办好学科培养的乡村振兴带头人，也要培育村

务管理带头人，当前农村村干部结构和能力素质需要进一步优化和

提升。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近期联合印发《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

育“头雁”项目实施方案》，对乡村产业带头人的培育提供政策扶持，

切实保障职业教育体系中切实解决带头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问

题，发挥带头人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使得带头人都带动一

片，拉动一带，引领一群。创新帮扶形式，多渠道多维度把人才和

智力帮扶到带头人方面。在培养乡村带头人的过程中营造院校助农，

院校富农，院校强农、院校兴农的良好氛围。 

（四）保障教育质量，强化职业院校师资队伍 

职业院校要重视教师队伍的遴选和培育，建设“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和企业实践基地；深化教师队伍管理，创新评价机制，

在教师职称评定中破除革新。由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还存在误

区，甚至有些观念认为职业学院教师在教师招聘过程中相对容易通

过，进而误认为职业教育教师与普通本科教育教师存在差距。职业

院校要严格教师引进机制，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为留住优秀教师

人才提供良好的培训机制和优秀人才发展提供上升空间。建立优质

师资向农村的引流机制，优化乡村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职业教育

要能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师资力量是关键。要建立城乡互

动互补的格局，打通教育资源壁垒，引导一批懂技术、有经验的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回流农村，为乡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壮大乡村振兴人才力量。 

（五）完善评价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立德树人评价指标 

职业院校在考核学生过程中把学生自评，专业考评、学校互评

和企业总评四方评价体系结合起来。经过四维评价体系构建，可以

确定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质量保障，为实现乡村振兴优质人才的培

养提供锦囊。教学评价价值是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与学生价值的有

机整合。在职业教育教学模式下，对人才培养的评价，结合学校专

业特点及学生自身情况的考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得以保障，

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会更加能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发展乡村经济，必须重视乡村职业教育。壮大乡村产业，必须

重视乡村职业教育。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在立德树人过程中既

要守正又要创新。守住职业教育的根，创新职业教育的魂；守住职

业教育的本，创新职业教育的路。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解决农村高

质量发展人力资源不足的关键路径。职业教育必将激发新的活力，

成就更多农村学子“技能改变人生、技能成就梦想”，帮助乡村实现

可持续发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从而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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