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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时期,需要一支立志奉献农业、社会责任感重、工作使命感强、专业知识硬、综合素质高、技术技
能熟练的农业人才队伍,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助推“三农”发展,保障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 农科高校开设农业推广课程,需要以农业推广工作需求为前提,精炼教学内容,融合成果导向教育(OBE)与工作过程导向(WPO)
教学理念,以期完成为农业推广工作培养人才的任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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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ew
 

perio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team
 

of
 

ag-
ricultural

 

talents
 

who
 

are
 

determin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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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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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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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hard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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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skille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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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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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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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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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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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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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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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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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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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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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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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work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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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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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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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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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OBE;WPO
 

teaching;Agricultural
 

extension

基金项目　 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教学改革项目(202201);云南
省创新引导与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项目(202404BU090028);
云南农业大学创新团队项目(2023RYTD001);云南省专家基
层科研工作站项目(2021RYZJGZZ004)。

 

作者简介　 杨文秀(1976—),女,山西临汾人,副教授,硕士,从事农学
课程教学与研究。 ∗通信作者:孙亮亮,副研究员,博士,从
事植物逆境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赵维峰,教授,博士,从
事热带作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　 2024-06-09;修回日期　 2024-07-23

　 　 “十四五”时期,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 首先,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更加鲜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不断加大强农重农惠农力度。 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落实落地,多元投入格局加快形成,发
展条件持续改善,更多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为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其次,市场驱动更加强劲。 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显现,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扩大,优质农

产品消费需求增加,乡村消费潜力持续激发,建设需求得到

释放,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了广阔空间。 第三,科技

支撑更加有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生物

技术、信息技术等加快向农业农村领域渗透,乡村产业加快

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提供新引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时期,需要一支立志奉

献农业、社会责任感重、工作使命感强、专业知识硬、综合素

质高、技术技能熟练的农业人才队伍,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助推“三农”发展,保障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1　 农业推广课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

农林类本科高校,以培养农业领域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

重要任务[1] ,应充分发挥科技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及人

才培养的优势,紧抓机遇,与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计划

对接,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和

智力支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
作队伍,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作为人才培养主要阵营的

各类课程,需要结合课程自身特点与学生学情特点,深入探

索改进教学思路与方法,以期培养大批我国现代化农业可持

续发展需要的学农、爱农、扎根农业的高素质人才,促进“三
农”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助力。

农业推广课程作为农林本科高校的专业课程之一,为农

业推广工作岗位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娴熟技术技能、较
强应用能力、较高综合素质、社会责任感重、工作使命感强、
立志农业、奉献农业的高素质农业推广人才。 农业推广工作

是农业推广人员将新科学、新技术、新技能、新信息通过试

验、示范、干预、沟通等手段,根据农民的需要,传播、传授、传
递给生产者、经营者,促使其行为自愿改变,改变其生产条

件,改善其生活环境,提高产品产量、收入,提高智力以及自

我决策的能力,达到提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最终目的。
通过农业推广将农业技术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
产后全过程,可以有效改变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有
效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与收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保
障农业生产现代化、持续化发展。

由此可见,农科高校为农业推广工作培养高素质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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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直接服务于农业推广岗位,而农业推广人员的工作又切

实服务于
 

“三农”,很大程度上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农业推广人才与农业推广课程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目前农业推广工作岗位的应届毕业生虽然具有一定的

农业专业知识,但在农业推广工作实地调查、走访座谈、项目

试验、实战推广等环节缺乏吃苦耐劳的毅力、与农民地位平

等的思想、为人处世平易近人的态度、工作主动性与责任担

当、区域自然条件与市场需求的分析能力、人际交往的技巧、
团队协作的意识、语言表达的技巧、文字组织与写作的能力。
究其原因,农业推广人员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与其在学生

时期及农业推广课程学习中的思想态度、学习方法有关。 但归

根结底,还是因为教师在农业推广课程教学中的教学思路、教
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导致教学质量不高,从而导致农业

推广工作岗位上人才质量不高。
因此,农业推广课程教学中急需加大改革力度,以期通

过农业推广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在学习农学、农村社会学、教
育心理学、行为学、传播学、营销学等多门学科理论知识的基

础上,扎实掌握农业推广工作岗位所需的试验示范技能、教
育培训技能、经营服务技能、信息服务技能、组织管理技能、
写作与演讲技能、人际交往与沟通交流技能,磨砺扎根农业、
服务农业的意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大幅提升个人素质与

工作素养,最终为农业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为服

务“三农”、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国家富强增添力量。
 

3　 农业推广课程改革的方向

3. 1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农业推广课程是为农业推广岗

位培养工作人员的课程。 农业推广工作是农业科研单位、农
业高校与农村、农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是将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的必经之路,是检验农业科技成果的

标尺,是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知识水平、自我价值认可的工

具,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推进器。 因此,农业推广课程教学应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德树人”为指导思想,将思政课程

精髓融入农业推广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掘课

程思政要素,完善课程思政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具备浓厚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

当,培养学生朴实无华、善解人意、平易近人的工作态度,体
现思政课程的指导作用,凸显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育人目

标,为农业推广工作岗位培养有正确“三观” 的工作人

员[2-4] 。
3. 2　 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必然要求;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强调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提出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

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

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农业推广工作、农业推广人员、农业推广课程的性质与

功能体现出其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完成过程中发挥的

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农业推广课程的教学目标要进一步

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标有机统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指导思想,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中既培养学生的

工作能力、思想意识和责任担当,又使学生提前参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促进“三农”发展与社会进步。
4　 农业推广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4. 1　 精炼与社会工作需要相符的教学内容　 农业推广课程

教学要以社会需求、工作需要为前提,实现为农业推广工作

服务的目标,为农业推广岗位培养出专业知识硬、应用能力

强、职业技能强的合格人才。 因此,要以实际农业推广工作

内容为导向,选取课程教学内容,包括农业推广科技成果库

的建立(建立方式、途径、内容),农业推广项目选取、申请、立
项(农业推广项目的选取调查、可行性分析报告撰写与汇报、
推广项目申请书撰写),农业推广项目试验示范,农业推广项

目的推广实施、总结与评价(农业推广方式与方法的选择应用、
农业推广项目实施方案的撰写、项目推广相关资料的准备、项
目实施推广、撰写农业推广项目总结报告与评价报告)等。 学

生通过课程学习,储备大量岗位工作知识与工作技能,完成农

业推广课程为农业推广工作岗位培养人才的任务。
4. 2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融合

WPO与 OBE导向教学
 

4. 2. 1　 WPO 教学。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work
 

process-orien-
ted,简称 WPO)的教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劳耐尔教授为首

的职业教育学专家率先提出的,是以社会工作岗位需求为前

提,将学习和工作过程融为一体,设计与工作任务相匹配的

教学任务,以工作任务、教学任务驱动学生的学习,最终实现

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获得社会工作岗位需要的技术

技能、综合素养、职业道德、为人准则、处事原则,为学生毕业

即可上岗圆满完成工作奠定良好基础[5-8] 。
4. 2. 2　 OBE 教学。 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学(outcome-based

 

ed-
ucation,简称 OBE),又称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

求导向教育,是以成果为目标导向,以学生为本,采用逆向思

维的方式进行课程体系设计的教学[9] 。 首先,确定符合社

会、工作单位、学校、专业、个人需求的学习成果目标;然后,
分析成果目标需要学生具备的能力;根据能力结构,教师设

置课程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策略;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获得综

合能力,最终达到成果目标[5] 。
4. 2. 3　 农业推广课程有机融合 OBE 与 WPO 教学方法。 不

论是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设计教学,还是以成果目标为导向设

计教学,其目的都是为社会和工作单位培养具备工作能力和

综合素养的人才,都需要教师根据课程性质与需求采用多种

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最终使学生通过

课程学习获得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
因此,农业推广课程教学应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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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的教学理念,融合 WPO 和 OBE 导向教学,最终改变

传统课堂教学过程中因教师讲授过多而导致的学生学习主

动性差、认知度不足、学习效果差异大、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弱、实践能力弱等问题,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人际交流能

力、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完成农

业推广课程为农业推广工作岗位培养人才的任务,实现课程

为社会和工作单位服务的目的,有效促进“三农”发展、推进

乡村振兴。 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校内情景模拟教学。 在校内教学中创设农业推广工

作情景,以农业推广任务驱动学生学习,由学生通过扮演农

业推广员、各类农业部门管理服务人员、各类科研人员、涉农

企业人员等角色翻转课堂,让学生了解国家及地方涉农政策

与信息,学会调查农业与乡村需求,学会分析各类科研成果

的性质和特点,能够将乡村需求、农民需要、政策信息、社会

发展需求、区域乡村自然条件、成果性质等因素综合考虑,最
终筛选出合适的农业推广项目并进行推广。

在教师层面,以农业推广工作为导向选取教学与实践内

容后,给学生下达学习任务;在学生层面,学生把学校课堂作

为未来工作战场,依据教师下达的学习任务要求,充分利用

课余时间与多种学习途径整理资料、撰写报告与方案,课堂

时间分组讨论、汇报演示、模拟推广,完成课程学习任务的同

时全程体验农业推广工作。
校内情景模拟教学给学生创设了特定的农业推广工作

环境,使学生在接近真实工作环境中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与

压力,进而产生较大的学习动力,既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教师

主导的教学要求,又切实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际沟通交流的能力、应用文写作的能力、语言组织与表达

的能力、团队协同工作的能力、遵纪守法的职业素养,有效提

高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与农业推广工作能力。
(2)与校内外科研推广团队及校外农业推广单位和企业

合作教学。 农业推广教学,除了校内情景模拟教学外,还可

以与校内科研推广团队、政府农业推广单位、科研院所农业

推广部门、涉农企业推广部门洽谈交流合作,详细了解各类

农业推广单位的项目推广情况,使学生参与到各类农业项目

中进行实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农业推广能力,还可以让学

生提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4. 3　 采取与教学方法匹配的考核评价机制　 以农业推广工

作岗位需求人才及能力为导向进行的农业推广课程教学,其
具体教学目标体现在为农业推广岗位培养并输送具备扎实

专业知识、娴熟技术技能、较强应用能力、较高综合素质、社
会责任感较重、工作使命感较强、立志农业并奉献农业的农

业推广人才。 课程的考核不应局限于传统理论知识的考核

层面,要考虑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学生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应用与技能技巧的实际表现等要素

的结合,侧重考核学生专业知识灵活综合应用的能力、职业

技能技巧掌握熟练程度。 因此,学生课程考核成绩应该由农

业推广工作过程中的技能技巧表现+专业知识综合应用能力

考核构成。 其中,专业知识综合应用能力考核可以通过农业

推广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农业推广项目实施方案、农业推

广项目总结报告等形式进行,真正实现提高学生农业推广工

作能力的目标。
4. 4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与思政教学结合　 农业推广工作对

农业生产、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作用,本身就是最恰当的思

政元素。 因此,可以通过课程教学内容与农业推广相关案例

和人物分析,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农业推广工作的原则、岗位

职责,随时随地提高个人素质与职业素养,正确认识、筛选、
传播、传递我国农业法规政策与农业科技成果。 充分利用农

业推广工作要求,将农业推广人员的个体素质、职业修养以

及农业推广工作的原则、岗位职责,农业推广项目的筛选立

项原则等作为思政元素,使学生切实提高职业素养的同时,
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学习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感悟我国农

业科技实力,明白农业推广工作的重要使命,真正掌握农业

推广工作技能,为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持续化发展增添力

量,体现课程思政在人才培养、乡村振兴、社会发展方面的作

用。 选取适宜的农业推广项目可以使学生充分体会到农业

推广工作的使命和价值,也可以感受到我国的科技实力,使
学生在民族自豪感与家国情怀的召唤中树立正确的观念,立
志服务“三农”,达到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目

的[10] 。
5　 结语

农科高校的农业推广教学以社会工作需求为前提精炼

教学内容,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融合 WPO 和 OBE 教学方法,在农业项目模拟推广情景和农

业项目实际推广中让学生提前感受农业推广工作的环境与

责任压力,严格遵守农业推广工作原则,切实提高个人素养

与职业素养,正确传播我国农业政策法规与农业科技成果,
有效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工作能力的全面提高,实
现学习与工作的有机统一,完成农业推广教学为农业推广工

作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任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我

国现代化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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