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92期)2011(2)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09-11-30
作者简介:王泰群(1981-),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远程教育。E-mail:taiping08@tom.com

中国特色农业远程教育的发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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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农业远程教育体系由遍布全国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广校)组成,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快捷

便利、面广等独特的办学优势,其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卫星网等传输手段,综合采用文字教材、音像教材、计
算机课件、网络课程、报刊杂志等媒体实施远程培训教学。农广校成立30年来,在开展农业职业教育、“绿色证

书”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合作高等教育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为我国农村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

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远程教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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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业农村经济改革的

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掌握现代生产技术、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热

情空前高涨,使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农民教育资源更

显得捉襟见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农业远程

教育应运而生,它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制作成教学节

目,利用多种形式送教育下乡,弥补了农民教育资源

的不足;办学体系从中央一直延伸到乡村,教学形式

活泼、直观,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农民可以就地就

近参加学习,解决了学习与生产、生活的矛盾;利用

远程教育覆盖面广、容量大、不受时空限制、传播快

捷的优势,大范围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大面积推广农

业先进实用技术,大规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实践

证明,农业远程教育是符合国情民意、行之有效的农

民教育培训形式,深受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欢迎。
本文拟通过总结中国特色农业远程教育实践经

验,探索出更完善的农业远程教育发展之路。

  一、农业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农业远程教育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

体,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卫星网等传输手段,综
合采用文字教材、音像教材(录音磁带、VCD光盘、

MP3)、计算机课件、网络课程、报刊杂志等媒体,结
合面授辅导和实践教学开展教育培训。目前,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已经形成集教育培训、推广服务、科学

普及和信息传播等多种功能为一体,覆盖广大农村

的完整办学体系,成为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农民科技

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1.成立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农业管理干部、农业技术人员长期得不到补充,
知识老化、人员老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异常落后,
广大农业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的科学文化素

质不高,农业科技知识匮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

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最大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于1980年12月12日,国家农委、中国科协、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农业部、农垦部、中国农学会联合举

办了由农业部主管的以广播和辅导教材为主要远程

教育手段的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向全国播出具有中等专业水平的农业技术基

础课程。1986年,随着电视教学技术媒体的引进

和电视教学栏目的设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改称

为中 央 农 业 广 播 电 视 学 校(以 下 简 称 中 央 农

广校)[1]。

2.形成全国农广校体系

中央农广校成立后,大大缓解了农民教育培训

资源不足的矛盾,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支持,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农广校,迅速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覆盖全国的农广校办学体系。
(1)多部门联合办学的领导体制。中央农广校

的最高组织机构是中央农广校领导小组。目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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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由中组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人保

部、国家计生委、广电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

办、团中央、全国妇联等21个部门共同组成,由农业

部部长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负责决定学校的

办学方向和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各省、市、县级

农广校遵循中央农广校的领导体制,也成立相应的

领导机构,农广校已成为各行各业面向“三农”的公

共服务平台。
(2)中央、省、地、县、乡完整的办学体系。中央

农广校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所属地、县
直至乡镇,陆续组建成立了各级农广校和基层教学

班[2]。截止到2009年,以中央农广校为龙头的全国

农广校系统,共拥有1所中央校、39所省级校(含农

垦、林业、森林工业)、346所地(市)级分校、2124所

县级分校、12000多个乡镇教学班,专兼职教师近10
万人。

(3)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教学管理机制。中央

农广校负责设置具有普遍性、基础性、通用性的全国

统开专业,通过国家级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

播放教学节目。省级农广校根据本省情况,选开中

央农广校的统开专业,并根据本省农业农村经济特

点,设置地方性专业。地区分校负责学员的学籍管

理、辅导教师培训、试卷阅评,并结合本地区实际组

织实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县级农广校负责在

乡镇或村组建教学班,组织学员自学、收听、收看和

集中辅导、实验实习、考试考核,落实教学环节。
(4)短期培训、中高等职业教育、合作高等教育

相结合的多种办学层次。中央农广校建校之初,主
要开展单一的农业基础知识培训,随着农业农村经

济发展,为了适应农民不同层次的教育培训需求,办
学逐渐涵盖了中等职业教育、中专后继续教育(大专

层次)、合作高等教育,组织开展了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绿色证书培训、青年农民科技培训、新型农民科

技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多种

形式的农民培训。

3.应用现代传播媒体技术

农业广播电视的远程教育以教学媒体的应用为

特征,其技术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

(1981-1987年):在纸质印刷媒体的基础上,以广

播媒体为主要教育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第2阶

段(1987-2000年):在广播媒体的基础上,发展电

视媒体作为教育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第3阶段

(2000年至今):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要技

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3]。
(1)印刷教材。在广大农村,农民的信息渠道相

对狭窄,印刷媒体价廉易得、使用方便、易于携带。
在我国农村远程教育实践中,印刷媒体应用相当普

及,并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存在于各个远程教育发展

阶段。中央农广校的印刷教材包括文字教材、教学

辅导材料、报纸、杂志等。文字教材,注重知识的阐

述和讲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学辅导材料则注

重引导学习者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2)广播媒体。1981年7月13日,中央农广校

的录音课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1999年4
月,中央农广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农业科

技推广新栏目—《致富早班车》,介绍农民急需的农

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成果,同时也对农产品市场供

求及发展前景进行分析预测,深受农民喜爱。2002
年,中央农广校开展了“大喇叭进村入户工程”试点

项目,把《致富早班车》栏目的教学内容通过录音带

发送到不能接收无线广播信号的村,供农民学员直

接收听。
(3)电视媒体。1987年,中央农广校开始在中

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出。1995年11月,中央电

视台第七套节目农业频道开通后,中央农广校先后

开辟了《绿证园地》栏目和《农广天地》栏目,播出农

广校课程和各种农业实用技术节目,满足不同层次

的学习者对科技知识的需求。1999年起,中央农广

校开始利用数字压缩技术制作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和

专业课程的VCD光盘。
(4)网络媒体。2000年5月29日,“中国农村

远程教育网”正式运行,启动了全国农广校体系运用

现代网络媒体开展办学的工作。截止到2009年,全
国有33个省级农广校开通了统一域名的互联网站,
共同搭建了中国农村远程教育平台,依托这个平台,
发布农民教育培训信息,协调农广校系统工作,实现

农民远程教育的信息电子化传播,并在网上开辟了

在线学习区。另外,中央农广校还建成了以教育培

训功能为主的卫星网络系统,在全国建有360个卫

星终端接收站。远端学习者可利用多媒体培训教

室、网络教室和个人计算机进行学习,并通过不同方

式进行交互学习。同时,培训内容制作成流媒体课

件传输给远端站,供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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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业远程教育实践和成效

目前,我国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人员中有1/3是农广校学员,还有一大批学员成为

农业科技示范户、种养加能手、农村经营能人和能工

巧匠,一大批学员成为农村基层干部和乡村农技推

广服务人员,一些优秀学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杰出青年农民、种粮大户、农村优秀

实用人才等,为我国农村培养了大批留得下、靠得

住、用得上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实用人才,充实和

壮大了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4]。

1.开展农民培训

农广校体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
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心任务,围绕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积极组织各级各类教育

培训机构、技术推广部门和专业合作组织,有效地提

高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智力支

持和人才保障。
针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农广校开展包

括农业生产的常用技术、新推广的农业技术、农村政

策法规、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等内容的农业实用技

术培训;围绕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岗位应具备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需要,农广校开展了“绿色证书”
培训;按照“围绕主导产业、培训专业农民、进村办班

指导、发展‘一村一品’”的总体要求,农广校开展了

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为了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全国农广校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

2.举办中高等职业教育

农广校体系坚持把职业教育与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相结合,以就业为导向开展各类职业技术教育,为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和

人才保障。

1983年8月24日,教育部同意中央农业广播

学校举办中专学历教育,培养对象为农村劳动力中

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基

层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农户、乡镇企业职工、农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骨干、农村经纪人、复转军人以

及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等,学习形式有业余、半脱

产、全脱产和弹性学制等多种学制。随着科技进步

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满足一部分经中等职业学

校培训的农民迫切需要进入高一层次的教育和培

训,以获得高一级知识和技能的需求,1995年开始,
农广校体系开始与各函授教育、成教学院、网络学

院、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开展高等教育。1999年,农
业部根据新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推广人员

和农村经营管理人员素质的要求,为加强基层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和农村经营管理队伍建设,在全

国农广校开办中专后继续教育,为长期从事农业生

产和受过中等学历教育的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以知识

更新为目的的继续教育。2006开始,农业部又启动

了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依靠农广

校举办的全日制中专班、远程函授中专班和进村办

班培养了一大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发

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

3.农业远程教育成效显著

(1)降低培训成本。农广校依靠重组现有教育

资源,采用远程教学手段,使教育成本远低于普通教

育。据测算,培养一个农广校的中专学员费用仅是

围墙式正规普通中专生费用的1/10。
(2)方便学员学习。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

够及时、快捷、准确地把知识和技术传递给农民。学

员可以不离乡、不离岗,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以最便

利和经济的途径获得知识和技术。
(3)扩大了培训规模。我国广大偏远贫困地区,

由于经济不发达,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很多人失去了

接受教育的机会。农广校打破时空限制,利用广播、
电视、卫星等手段,能同时向全国各地教学,具有较

大的规模效益。

  三、对农业远程教育发展的思考

1.搭建远程教育三级平台

建设中央(省)、县、村三级农业远程教育平台,
以中央(省)资源服务平台建设为龙头,形成国家

(省)级的农业远程教育资源采集、储存、制作和传播

数据中心,实现快捷传播和资源共享。以县级农业远

程辐射平台为重点,建设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远程接收

系统。以村级农业远程扩散基地为依托,搭建农民了

解政策、学习技术、获取信息的综合性服务平台[5]。

2.以农民为核心开展培训

开展农业远程教育必须坚持以农民为本,突出

农民这个核心和主题,以尊重农民意愿和满足农民

需求为出发点。要按照农民个人意愿,自主参加培

训,自主选择培训专业;要按照方便农民接受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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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原则,确定内容、时间和方法,使农民易学、易
懂、易会。

3.将终身教育理念贯穿始终

任何人都不能简单依赖某一阶段某一种教育培

训形式一次性地解决所有问题,而必须自觉将教育

贯穿于人的一生,将人生各个阶段的教育机会有机

整合,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农业

远程教育的技术优势,为农民提供各类再学习的机

会,使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提高,知识

和能力能够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成为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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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PracticesofAgriculturalDistance
Educ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WANGTai-qun,WANGPing
(Farmers’EducationandTrainingCenter,MinistryofAgriculture,Beijing,100125)

Abstract ChineseagriculturaldistanceeducationsystemconsistsofAgriculturalBroadcastand
Televisionschools(ABTS)throughoutChina.ABTShasitsuniqueadvantagesoflargescale,lowcost,

greatfacilityandgoodcoverageandvariousmeansoftransmissionincludingbroadcast,TV,internet,sat-
ellitenetworketc.ABTSdeliversdistancetrainingeducationviawrittenmaterials,audio-visualmateri-
als,computercourseware,internetcourses,newspapers,magazinesandothermedia.Ithasbeenexploring
andpracticingfor30yearsinthefieldsofvocationaltechnicaleducationinagriculture,“greencertificate”

training,agriculturalpracticaltechnologytrainingforfarmersandcooperativehighereducation.Ithas
trainedalargenumberofpeoplewithpracticalskillsforruralChina.Theschoolhasachievedsuccessand
accumulatedcertainexperienceandhasexploredanavenu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gricultural
distanceeducationinruralareas.

Keywords agriculture;distanceeducation;practices;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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