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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旨在为广大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善经营暠的复合型、应用型

人才,有效挖掘和利用农村人力资源,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华中农业大学自2008年参与此项目以来,针
对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学员自身实际,培养目标设定上注重与农业人才要求的吻合性,课程体系设置上注

重与农业生产特点的针对性,教学过程安排上注重与农业生产过程的适应性,实践教学落实上注重与农业生产

周期的同步性,在构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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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是农民,大力培养农

村实用人才,有效挖掘和利用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

民科技和文化素质,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关键举措和当务之急[1灢2]。近年,各省启动的“一村

一名大学生计划暠项目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3灢7]。
华中农业大学积极参与这一项目,根据生源特点,创
新函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精心选派师资,严格落实

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已初步培养出了一批“留得

住、用得上、懂技术、善经营暠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为提升农村基层人才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了良好

作用。怎样使人才的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使一村

一名大学生计划更加完善,探索出一个新的人才培

养模式尤显必要。

暋暋一、“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生源特点

1.学生学习基础较差

按中共湖北省省委组织部的文件要求,“一村一

名大学生计划暠招生对象是具有高中(含职高、中专

同等学力)文化程度,年龄在40岁以下,政治素质

好,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村“两委暠班子成员、后
备干部和农村优秀青年,湖北省教育厅单独划线录

取。实际录取过程中,对学历的把关可能并不十分

严格,这批学生录取入学后,授课教师反映学生学习

接受能力普遍较差。

2.学生学习习惯差

大多学员已经多年没有捡起“课本暠,不少学员

平时缺乏基本的读书看报等主动学习习惯,“猛然

间暠圆了学堂梦坐到课堂上大多还很不适应。学生

课堂秩序差,课堂上“坐不住暠“憋不住暠,也“不听招

呼暠,上课讲话、抽烟、打电话等现象屡见不鲜。

3.“工学暠矛盾突出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函授教育集中面授时间

主要选在农闲时进行,但仍存在“工学矛盾暠的问题。
学员主要是村干部或乡村企业职工,相当一部分人还

是“当家人暠,基层事务烦杂,他们经常因公随时请假

回村。另外还有因家庭等原因请假率也比较高。另

外,还有学员选择性上课或是凭兴趣上课。学习时间

得不到保证,“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质量受影响。

暋暋二、复合农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不应仅仅局限于对学

生进行简单的农技知识传授和技术推广培训,而
应着重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有效适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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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变化的能力。实际工作中,华中农业大学要求

学员不仅继承学校“勤读力耕,立己达人暠传统,而
且发扬艰苦奋斗服务“三农暠的优良作风,树立带

领乡亲致富、建设和谐新农村的社会责任意识。
根据湖北省“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培养目标要

求,结合函授教育特点及办学层次、学制要求等,
学校聘请既熟悉“三农暠工作又熟悉函授教育规律

的有关专家,修订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

计划,合理做好教学进程安排。在人才培养方案

修订中,正确认识和处理3个矛盾,即“传统教育

观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矛盾,人才培养目标统一化

与人才需求多样化的矛盾,教学内容划一性与社

会需求多变性的矛盾暠,树立“因材施教、务实致

用暠理念,努力培养受社会欢迎、有特色、高质量的

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复合型农业人才。新修订

的人才培养方案不仅注重知识传授,而且更加注

重学员学习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

1.培养目标设定上注重与农业人才要求的吻合性

根据“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善经营、能创业暠
农业人才要求,实施“劳动观念-专项技能-综合能

力暠的渐进式职业素质培养,将创业意识、创业能力

培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让学员接受艰苦磨练,享
受创业乐趣,为创业型新农民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华中农业大学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过程中,充分

听取了各地(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函授教学点意见,
专门为各地量身定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做到

既考虑湖北“三农暠发展需要和学员的实际,突出实

用性和应用性,同时又照顾到各地“三农暠不同的特

点,保证专业教学计划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在
武汉市蔡甸教学点增加了《水生蔬菜栽培技术》,在
湖北省宜昌教学点增设了《柑桔栽培技术》和《茶叶

栽培与加工技术》,在湖北省红安教学点加设了《花
生栽培技术》,在湖北省崇阳教学点加设了《雷竹栽

培技术》,在武汉市汉南教学点加设了《特种水产养

殖技术》等。

2.课程体系设置上注重与农业生产特点的针对性

融入现代农业技术,活化教学内容。打破传统

模式,构建符合现代农业特点和生产过程的课程体

系。注重系统性、完整性,坚持横向归并、纵向衔接,
按照共性要求与个性要求相结合、学术性与行业性

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专业与行业相

结合、一般教育与特殊教育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

教育相互渗透的原则,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课程设置仍采用通行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
业课(含特色课)三级设置,公共基础课程设置以“必
须、够用暠为度,专业基础课程设置以“先进、实用暠为
原则,实践课程设置突出实用技术和能力培养,实践

教学学时比例不低于60%。专业教学计划中的课

程执行统一课程名称、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
一考核、统一评分标准。学校积极组织编写教材,突
出“应用暠特色,专门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组织

了教学经验丰富又熟悉三农问题的专家编写了《作
物栽培技术》《作物病虫害防治》《水产养殖技术》《畜
禽养殖技术》《园艺植物栽培技术》《农业经济管理》
等6本专用教材,做到了基本理论准确、取材合适、
深度适宜、指导生产。根据各地经济发展需要,还编

写了《花生栽培技术》《茶叶栽培及加工技术》《黄鳝

养殖技术》等8本特色讲义。这些教材和讲义在内

容上与生产实际紧密相连,又与相关专业市场发展

形势相契合,同时又突出了课程特色,渗透着专业素

质的培养。

3.教学过程安排上注重与农业生产过程的适应性

遵循农事的季节性、环境的依赖性和生产周期

性,构建“三·三制暠的工作学习交替教学模式,即
“专业-基地-农户暠的教学平台,实施“任务-实践

-实战暠的教学过程,实现“农时-课时暠循环交替,
学用同步的目标。建立3项机制,深化基地内涵,培
养学生创业精神:栙产学研互动机制,在华中农业大

学建设了5个生产性实训基地(园艺、园林为中央财

政支持的实训基地),训练学生专项技能;开发、转化

新技术,更新教学内容,引领现代农业方向。栚建立

校外基地共建机制,即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学校技

术、资金入股共担风险。建设了68个校外实训基

地、30个校友创业基地,强化学生生产能力,培养创

业精神。栛建立校企资源共享机制,即新技术相互

交流,产学研通力合作,教师、技术人员校企互聘,突
破了教学资源瓶颈制约。

4.实践教学落实上注重与农业生产周期的同步性

结合农业生产周期的特点,科学制订适宜的实

验、实习教学大纲。实验、实习教学是加深学员对基

本理论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加强学员实践技能训练,
培养学员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实

践性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厚基础,
宽口径,理论够用,突出实践暠的人才培养要求,实验

大纲的制订遵照实验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同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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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周期的实践要求,细化具体实践操作技能

要点,强化学员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编

制的大纲涵盖了华中农业大学“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划暠21个函授教学点19门实验,包括课程实验、实
习教学部分及毕业调查报告。

延聘优秀的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保障实践教

学与生产周期的同步性。华中农业大学严格审核任

课教师资格,选聘一批教学业务能力强,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教授进行教学,已选派包括国家教学名师

曹凑贵教授在内的190余人次授课。教师在教学中

注重把面授内容讲透讲活,及时为学员解决生产实

际中的问题,注重把大学的人文理念在潜移默化中

传播。同时,学校也从农业系统中聘请一批生产实

践经验丰富的专家为学员开展实践教学。在选派优

秀师资“走下去暠的同时,也把各地学员“请上来暠,努
力做到了“四个一暠,即到校“学习一门课程、参加一

次实验实习、聆听一次专题报告、参观一次校园暠。
这一活动得到学员们的广泛赞扬,反映热烈,学员们

在学校不但学习了课程、参加了大学的教学实践,也
参观了学校的校史馆、标本馆等,实地体验了大学

文化。

暋暋三、进一步做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划暠项目的思考

暋暋“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函授教育项目实施4年

来,华中农业大学培养出了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和农

村基层干部。他们“在大地上写论文,在农户家留成

果暠。许多毕业生已成为当地现代农业服务业体系

的主要力量,成为一批龙头企业的带头人。华中农

业大学襄阳教学点学员王国震认为:“一个人富了不

算富,只有大家共同富裕我心里才踏实暠。王国震是

华中农业大学“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2008级学员,

2008年同好友一起投资800万元兴建养猪场,发展

壮大起来后,为乡亲修建了水塔、铺了路,赢得了当

地“名人暠的美誉。象王国震这样的学员还很多,如
让群众尝到了“小西瓜暠“大甜头暠的全国劳动模范

陈登宝、兴建大米加工厂和养猪场并带动乡亲致富

的戈改成等。学员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农村基层

干部代表,如创新乡村管理制度,谋划乡村发展的张

新革等。由于华中农业大学“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
培养效果显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农民日

报》、人民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媒体,纷纷对此进行

了宣传报道。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作贡献,更进一步做好“一村一名大学

生计划暠项目,培养单位和政府相关部门还需要做

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培养单位与地方政府部

门应加强联系与合作。“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是

直接面向农村基层开设的高等教育项目,理应在

招生对象、培养方案、教学管理、学员去向等方面

体现出其特殊性,从而实现其项目实施的初衷,这
就需要培养单位主动与地方组织部、行业主管部

门加强合作,及时妥善地解决学员培养过程中遇

到的相关问题。二是政府部门要为毕业学员搭建

建功立业的平台。培养“一村一名大学生暠的根本

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发挥

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示范、带动、服务作用[8]。
各级政府理应着眼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全局,从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发,努力搭建

毕业学员创业、兴业、兴村的平台,继续关爱他们,
尽可能给予政策帮扶和条件支持,使这些毕业学

员在农村基层真正能够做到学有所用、才尽其用。
三是培养单位之间也应加强联系与合作。从现有

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从培养单位来看,有行

业高校、高职高专和广播电视大学等;从培养方式

来看,有在校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各类培养

单位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暠方面都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与实践,但是培养单位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十分欠缺,特别是在培养方案的优化、校本教材的

使用与 开 发、师 资 队 伍 的 建 设 等 方 面 亟 需 加 强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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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ighEducationInstitut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OneVillageOneStudentPlanTrainingMode暠isdesignedtocultivatecompoundand
appliedtalentswhoareretainable,appliable,skilled,goodmanagementforthevastruralareas,tomine
andutilizehumanresourcesinruralareaseffectively,boostingthesocialistnewruralconstruction.
Since2008,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hasbeeninvolvedintheproject.Inthelightofruralso灢
cio灢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trainees暞actualcultur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focused
onagriculturalpersonnelrequirementsconsistentforgoalsetting,targetedandagricultural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forcurriculumsystem,theadaptabilityoftheagriculturalproductionprocessforteaching
processorganization,synchronizedwiththecycle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ortheimplementationof
practiceteaching.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hasmadeausefulexplorationandpracticetobuild
the“OneVillageOneStudentPlanTrainingMode暠,andhasachievedsignificantresultsinpractice.

Keywords暋farmer暞seducation;OneVillageOneStudentPlan;talentstrainingmode;thenewru灢
ralconstruction;innovation

(责任编辑:金会平)

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