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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农业高职院校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概念、特点和典型模式, 探讨了农业高职院校如何构建高效运作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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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概念与特点

1 .1  概念 农业高职院校产学合作教育模式是指农业高职

院校以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为目标, 以培养学生社

会职业能力为主要内容, 以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为主要途

径和手段的人才培养模式, 是学校与用人单位确定的具体培

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和保障机制的总和。其基本原

则是校企合作、双向参与 , 实施途径和方法是工学结合、定岗

实践。

1 .2 特点

1 .2 .1 产学合作的领域广泛。农业高职院校产学合作的领

域相当广泛, 其合作对象不仅包括农业企事业单位及涉农企

业, 还包括农村基层中的专业户、示范户; 其合作范围不仅包

括以种植业为主的狭义农业, 还包括林、牧、渔业在内的大农

业; 其合作层面不仅涉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农业, 还

涉及以高新农业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农业。

1 .2 .2 产学合作教育的形式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

①学校与农业企业或大型农牧场合作, 共建校内外实训基

地, 学生在基地全程参与生产、管理、科研活动, 提高职业技

能; ②建立短期产学合作实习点, 这一类型的实习点针对性

强, 灵活性大, 重点突出 , 有利于各专业根据季节性特点灵活

安排专项实践教学, 训练学生的专项技能; ③开展技术承包

和技术服务 , 学校与农业企业或农村签订技术合同, 进行综

合技术服务 , 学生通过参加生产实践和技术服务等活动, 提

高综合职业能力; ④与专业户、示范户建立合作关系 , 一些学

校根据专业特点, 指导学生与学校附近的专业户、示范户建

立合作关系( 如种示范田和进行技术服务) , 这种形式有利于

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1 .2 .3 产学合作教育遵循规律的双重性。农业生产的周期

性、季节性及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特点, 决定了农业高职院校

在开展产学合作教育时必须遵循企业内部生产经营规律和

农业生产规律, 合理组织学生的生产实习活动 , 才能达到最

佳效果。

2  产学合作教育模式

2 .1 “订单式”教育模式 该模式是指农业高职院校与用人

单位针对社会和市场需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 签订用人

订单, 并在师资、技术等方面合作, 用人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要向学校提出具体人才需求的规格和类型, 由学校出面组

织有意向的学生组成专门班级进行订单培养, 通过“工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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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半工半读”等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教学, 学

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一种产学结合教育模式。

这一模式要求农业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①企业对员工的

岗位需求量大; ②企业能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工作岗位; ③企

业的经济效益好, 员工薪酬高[ 1] 。

2 .2  “2+ 1”教育模式 该模式是指3 年教学期间,2 年在学

校组织 ,1 年在用人单位开展。校内教学以理论课为主 , 辅之

以实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学生在用人单位中的一年

以顶岗实习或技术服务为主, 结合生产实际选择毕业设计课

题, 并在专业教师和实习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

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产学紧密结合, 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缩短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适

应期。

2 .3 “工学交替”教育模式  该模式是指学生到用人单位进

行生产实践或技术服务与在学校理论学习相互交替, 学用紧

密结合的教育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 : 学生实习的时间不

一、次数各异、水平不同。学生入学后, 第1 学期由用人单位

安排学生在不同的农业技术岗位实习; 第2、4 、5 学期学生在

学校学习理论知识; 第3 学期又到用人单位进行全顶岗的生

产实践或技术服务; 第6 学期在用人单位独立上岗并进行毕

业实习或毕业设计。

3  农业高职院校构建高效运作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对策

3 .1  解放思想 , 转变观念 农业高职院校在安排学生实习

时, 应由过分强调“专业对口”转变为注重“专业适应”, 把培

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要改变集中安排的

旧的教学方式, 积极与私营、外资、合资农业企业及农村基层

开展产学合作教育[ 2] 。同时, 改革办学形式, 实行弹性学制

和学分制, 允许学生半工半读 , 分阶段完成学业。

3 .2 遵循产学合作教育的原则 

3 .2 .1  遵循利益共享原则。在合作教育的过程中产学双方

要实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学校要主动在产品

研发、技术改造、员工培训、发展规划等方面为农业企业提供

服务; 在农村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能培训

等活动 , 扩大产学双方的联系界面, 实现双赢。

3 .2 .2 遵循因地制宜, 循序渐进原则。学校要根据自身特

色、办学条件以及区位市场对农业技术人才规格的要求, 因

地制宜地选择模式, 并逐步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过渡。

3 .3 做好配套改革工作

3 .3 .1 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要符合产学合作教育的要求。

学校应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

业技术岗位的变化, 优化专业和课程结构 , 及时增设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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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北部地区。

2 .1 专家预报系统1  ①资料: 采用1983 ～2003 年实况天气

图资料和1998 ～2003 年卫星云图资料。②关键区Ⅰ:60°～

80°E,35°～45°N, 关键区Ⅱ:60°～80°E,45°～55°N, 关键带: 关键

区Ⅰ+ 关键区Ⅱ。③因子 :7 个前期因子均为寒潮前2 d 资料。

X1 : 欧洲脊东南垮或替换, 北欧阻高东南衰退, 脊前有≥120

位势米正变高东南下。X2 :500 hPa 欧洲脊前槽内冷中心值

≤- 35 ℃。X3 、X4 、X6 、X7 均同乌拉尔脊类专家预报系统1 。

X5 : 地面冷高中心进入偏北急流带中或在其附近 , 冷高中心

≥1 040 hPa , P 冷高 - P 石河子站≥20 hPa , T500槽 - T石河子站 ≥12

℃, T850 - T 石河子站≥12 ℃, T冷高 - T 石河子站≥12 ℃ , 关键带内

5 个经纬距内有≥5 根的等压线或地面冷高移速≥15 个径

距。则 X1 - X4 和 X6 、X7 同时满足时, 未来24～48 h 新疆天

山北坡带中部5 个以上站将有寒潮天气过程。或 X1 - X3 和

X5 - X7 同时满足时, 未来24 ～48 h 新疆天山北坡带中部5

个以上站将有寒潮天气过程。1983 ～2003 年历史拟合率为

88 % ,2005 ～2006 年期间试报正确率 Ts = 75 % 。

2 .2  专家预报系统2  资料、关键区和因子 X1 、X2 、X3 、X4 、

X5 、X6 均同乌拉尔脊类专家预报系统2。X7 : 欧洲脊东南垮

或替换 , 北欧阻高东南衰退, 脊前有≥120 位势米正变高东南

下。则 X1 - X4 和 X6 、X7 同时满足时, 未来24～48 h 新疆天

山北坡带中部5 个以上站将有寒潮天气过程。或 X1 - X3 和

X5 - X7 同时满足时, 未来24 ～48 h 新疆天山北坡带中部5

个以上站将有寒潮天气过程。1983 ～2003 年历史拟合率为

80 % ,2005 ～2006 年期间试报正确率 Ts = 75 % 。

3  结论与讨论

3 .1  结论 该专家预报系统使寒潮天气的预报从主观定性

走向客观定量自动化, 提高了寒潮天气预报的准确率, 取得

了很好的预报效果。在2005～2006 年的试报中, 试报平均正

确率 Ts = 87 .5 % [ 1 - 2] 。

3 .2 讨论

( 1) 在选取预报因子时, 应选取和预报对象( 寒潮) 物理

意义明确、相关密切的因子, 包括: 数值预报产品因子、观测

资料因子和经验因子。在建立预报方程时, 分型建立预报方

程, 能够充分提取各因子的预报信息, 并实现因子的最佳

组合。

( 2) 由于数值预报产品中有些预报量在寒潮预报上有滞

后性, 所以在利用数值预报产品做寒潮预报时 , 必须加入前

期实况因子, 这样建立的预报方程在实际寒潮预报中准确率

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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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老专业, 加强优势专业建设。同时, 邀请农业企业和农

村基层中的专家、技术人员参与有关专业设置、课程安排、

教学计划的审定及具体的教学工作。

3 .3 .2 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应实行“内培外

引”的人才战略工程。一方面, 要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参加生

产实践和技术服务工作, 提高专业水平; 另一方面 , 要从农

业企业和农村基层中聘请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

的专家、技术人员担任教师或客座教授, 扩大兼职教师队

伍。同时 , 还要引入竞争机制, 实行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奖惩

制,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使之向职业化、双师化、硕士化

发展。

3 .4  健全考核评价体系, 做好跟踪服务工作  学校应以

综合职业能力为质量标准设计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要将

产学合作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相衔接, 鼓励学生一专

多能 , 多能多证, 做到职业技能鉴定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

化。此外 , 还要做好跟踪服务工作, 对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

学生开展跟踪服务 , 及时解决学生在实习中遇到的各种困

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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