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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贵州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杨颖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基于农村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措施，对于农村发展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具有战略意义。贵州武陵山片

区一直作为我国重点扶贫的工作对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帮助武陵山片区的攻坚脱贫事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生机。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基于乡村振兴的农村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

动力。基于此，农村职业教育也受到了社会各界及群众的广泛关注。农村职业教育水平，在近几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实际

的农村职业教育中，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笔者针对贵州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现状着手进行分析，继而研究促进农

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策略，从而有效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完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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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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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revitalization，as a major strategic measure based on the rural issues，ha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the rural development and to solve our country's three rural issues.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Guizhou has always been 

a key targe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ca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has been injected with new vitality and vitality.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powerful force of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all walks of life and the masses. The level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in the actual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there are still some 

specific probl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the author then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so as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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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

基于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的重大战略改革，有效促进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通过人才储备以及培养，

也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点。我国各大单位及企业之间

的竞争，也逐渐倾向于人才之间的竞争，在我国农村地区构建良好

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为我国社会发展储备优质人才。而未来我国

农村地区，也逐渐成为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基地。农村职业教育的水

平，也间接决定了我国的经济走向和社会发展趋势。 

一、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现状 

现阶段，我国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正处于萌芽阶段，

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

我国科技发展呈现出综合化趋势，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紧密关联。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趋势逐渐增长，这些诸多的良好因素，对贵

州武陵山片区的农村职业教育，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

其职业教育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一）重视学历教育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人民，受传统教育观念的

影响。在部分农村职业教育中，存在着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应

用的现象。传统教育观念导致农村职业教育，仅仅按照学历教育的

模式进行照办，导致现阶段的农村职业教育注重理论知识，而没有

注重受教育者的实践能力考核和实践应用，以及实践理论知识结合

能力。限制了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造成我国农村

地区人才培养缺口较大，浪费了一定的教育资源。 

（二）学科本位转向能力本位模式只存在于少数地区 

现阶段在贵州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中，学科本位模式表现

出了较为单一的类型，这种单一的程度已经不能够适应我国乡村战

略背景下，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增长

以及科技水平的完善，针对农村的职业教育也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

求。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应不断完善，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和协调作用，要将能力本位模

式由增长学生的技术能力和职业能力，以及未来就业能力放在最显

眼的位置。并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的创新精神，树立良好的创业意

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农村劳动力需求及社会发展需求。 

（三）多样化人才发展及培养模式没有得到推广 

贵州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虽然在不断完善，并

朝着多样化的渠道发展，但多数地区由于地区之间的情况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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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实际制定的职业教育方向，受制于教育资源及地区发展的影

响，人才培养模式现状不容乐观。其次，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容易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多样化的培养模式并没有得到完善的

推广和应用。 

二、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中存在问题 

（一）群众的重视程度较低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不断完善及落实推进，我国逐渐扩大

了普通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在招生政策上，针对农村区域的学生，

也有一定的政策优待。因此最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学生高中

就读率显著提升，多数农村家长希望子女能够考上普通高校，并且

针对子女的学历提升热情较高。多数农村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会就

读普通高中，而这部分学生中只有极少数的学生会就读于职业学校。

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多数的教师与家长认为职业学校不利于学

生的综合发展。这是由于在农村地区，农村人口对于职业教育的相

关重视程度较低，并没有意识到职业教育的良好优势，因此对农村

职业教育存在轻视的情况。 

（二）农村职业院校的学生质量相对较低 

随着我国院校扩招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多数普通高等院校也

增加了招生规模，这也给多数的职业技术院校招生带来了一定挑战，

职业技术院校的生源进一步被压缩。其次，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

响。多数农村家长都会希望学生考上本科，而只有那些平时学习成

绩较差，贪玩的学生，家长才会考虑让他们去职业学校读书，这也

进一步压缩了职业院校的学生质量。其次，部分家庭由于经济能力

较弱，在面对普通高校时，往往负担不起较重的学费，因此会选择

学生就读职业学校，但这部分学生在院校中的占比较低，因此职业

院校由于生源的影响，导致其学生质量普遍较弱这也给农村职业教

育带来一定的挑战。 

（三）农村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缺乏 

在农村地区，职业教育一直不能够受到广泛群众的重视，其中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职业教育的质量较差，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

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较为匮乏。农村地区群众的生活条件较差，并

且生活质量较苦。多数专业的教师及有能力的教师，不愿意去偏远

的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进行教学，导致其教师数量进一步锐减。其

次，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的相关缺陷，在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较多的民

办职业教育学校。但农村地区由于信息封闭，相关经济和科技水平

较弱。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师，无法达到社会所提出的具体需求，

也严重阻碍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及教育质量提升。 

三、武陵山片区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分析 

（一）以强化农村服务为宗旨，确定人才培养定位 

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是为了有效

培养新农村建设者，以及能够为农村发展提供贡献的专业人才，因

此要构建以服务农村为宗旨的教育体系。因此由于我国社会环境的

多元化趋势发展，多数农村群众对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一定的理

解和偏差。而在农村职业教育中，想保障其稳定发展，需将主要的

农村生源纳入招生目录中，并给予农村生源一定的优待政策及相关

扶持力度，提高农村生源的纳入概率，保障职业教育的正常运行。

其次，职业教育要做好服务农民，服务于农村的教学宗旨。为培养

多元化的技术人才打下坚实保障。 

（二）拓展职业教育模式的丰富性 

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应出台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优待政

策，并给予农村职业教育自主开放的相关政策，大力引导并提倡农

村民办职业院校开设，引进多种教学机制及办学机制，从而有效推

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创新改革，逐渐朝向多元化的水平发展。

要有效推进农村民办院校的建立建设，构建多种办学模式，提高市

场经济的运行原则和准入机制。倡导校企合作办学，并强调投资办

学，优先受益的原则；其次，农村职业院校，可以积极的聘请企业

内部的优质实践人员及生产人员来校任教同时强化农村职业院校本

校教师，与企业兼职讲师的双师培养模式。强化对农村职业院校的

现有教师培养，促进教师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实现我国人才培养模

式对教师的实际需求。 

（三）创新投入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武陵山片区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有效创新投

入机制，转变各级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可针对农

村职业教育院校，按其具体的招生人数，为其后期培养的合格人才

数量及质量，投入一定的政策奖励。职业院校最终培养目标，是培

养健全的技术人才。因此可出台针对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的政策，如

人才质量优异可由政府针对学生的学费买单。从而提高农村职业院

校与学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带动院校的办学积极性，调动院校对农

村学生就业及人才培养发展的重视程度，促进职业院校主动寻求企

业展开合作。瞄准企业的人才缺口和用工缺口，强化企业联手进行

实训、校企实习以及校企共同发展等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有效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能够为我国社会发展储备优质人才。但

在职业教育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基于此，要切实保证贵州武陵山片

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构建，以及农村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

使其培养良好的技术型人才。我国需进一步提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

重视程度，以及政策扶持力度，切实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资源

及教学资金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与时俱进，从而构建良好的

人才培养及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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