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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从分析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入手，指出教育督导对大力发
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和效果，进一步提出加强教育督导评估工作，为培育数以亿计的新型农
民、为建设新农村而努力作为的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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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提出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就是时代的呼唤，给农村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大发展机遇。教育督导要抓住这一历史性亮

点开展工作，争取新一轮创业有更大作为。  

一、农村职业教育现状的分析：  

目前，农村职业教育仍存在“政府热”、“农民冷”现象。笔者对Y县及其周边地区农村职业教育作过调

查：大部分学生仍在追捧“普高热”。Y县8000多位考生中，升普高的有5000多人，读职业学校的却不足

2000人，普职比例仅3:1；其周边地区职业学校，有的更是“名职实普”：招收的大多是“综合高中生”。这

种状况，与“普职比例53:47”有大差距，与“培育亿万新型农民”的要求差距就更大！究其产生原因，主要

有如下五点：  

1、办学思想落后：跟着群众屁股走，“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技术培训”；或

者专业设置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实用性不强，缺乏可信度和吸引力；有的甚至跟普高走，“重高考升学率，

轻职业教育就业率”，“急功近利”地招普高或综合高中生，走“弃职从普”歧途。  

2、办学条件落后：农村职业学校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与普高差距很大。  

3、师资力量薄弱：农村职业学校“出身于普教”，教师都从文化课“转业”而来，加上培训、实验实训

条件没跟上去，造成职业教育“纸上谈兵”、“黑板上实验”、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的严重后果。  

（四）办学经费紧缺：据专家测算，一所职业学校的投入是一所相当规模普高投入的3.8倍。但是，县财

政现有对职业学校的投入，大多只保教师工资。  

二、教育督导的对策  

从“双高普九”开始，F省教育督导把关注点由“九年义务教育”延伸到“职业教育”。这无疑是具有远

见卓识的：为办好农村职业教育保驾护航，符合中央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决策。笔者调查，Y县经过

“双高普九”的督导评估，职业教育得到较大翻身：一是增加经费投入，大力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来，他们投

入300多万元新建实训大楼一座、100多万元添置实训设备，50多万元完善学生生活设施等；二是送专业教师

参加省、市级培训30多人次，占教师总数的36%；三是职业学校“完全恢复职业教育招生”，全面停止普高和

“综合高中”招生。特别是今年，新的县委书记、县长，一到任就对职业教育呈阅件作出连续四次亲笔批示，

并且说得到就做得到，出台了“成立县职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职业

教育工作”、“职业学校在校生实行免学费教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把当地农村职业教育推上了社会发展的

快车道，使县职业学校由“半死不活”一跃成为“省重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要抓住党的十七大给出的

新机遇，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从如下四个方面加强教育督导工作，争取更大作为：  

督导之一：办学方向是否正确？要督导农村职业学校全面更新观念，明确定位，认真抓好招生和宣传，彻

底摆脱“普高热”、“急功近利”等思想束缚，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设置专业，好好经营

“职”字文章，在“培育新型农民”上花心血、下气力，真正办出职业教育的特点和特色。  

督导之二：教学质量有何保证？要督导职业学校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按照“文化课合格，专业课够用，技

术训练强化”的实用要求改革课程设置，抓好实训基地建设，开发“校本教材”，办好“专业”和“培训”；

专业教师“实行社会化管理办法”，培训、聘用“双师型”教师；学业成绩要求达到“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就业率和对口升学率之和达到100%，提高办学的效益和学校的声誉。  

督导之三：办学条件有何保障？要检查政府投入情况；职业学校的“发展规划”，校园、校舍面积，实训

设备，图书资料，生活设施和文体活动器材、场地等。  

督导之四：发展职业教育有何政策举措？检查县政府的促教措施、有关部门的支教举措。  

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给农村职业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培育新型农民”；阐明了重要意义：“发挥亿

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提出了工作的重点和任务：教学质量达到“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培

育人才数量达到以“亿万”计。教育督导要根据这一精神，用量化评估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农村

职业教育大发展。据了解，现在的Y县，书记和县长常常强调：“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建设，抓经济发展必

须抓好职业教育”、“一定要办好县职业学校”； 他们提出 ：“做强职业教育” 的决定，并制定了发展规

划和实施方案，其中写着：投入2000万元；用三年时间，改、扩建一所新的职业学校；配备一流的实验实训

设备；对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实行“一免一补”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有志的农村青年加入到“学习职业技

术，参加项目建设”的行列；到2010年，把县职业学校办成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综上所述，建设新农村需要新型农民，培育新型农民需要农村职业教育；办好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篇大文

章，需要方方面面的关心与支持。教育督导要运用评估验收手段，确保中央关于“一定要把职业教育办好”、

“把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培育亿万新型农民”、“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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