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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省农村职业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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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推动我省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 适应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发

展的需求, 我们就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对 48县进行了调研。农业要发展, 农民要致富, 农村要改变现

状, 农村职业教育就必须摆脱现实困境。对制约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职教体系、

经费投入和办学模式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 提出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对策、建议, 建立和完善具

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和机制, 是农村居民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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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

的迫切需要, 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 !三农 ∀ 问题的重要

途径, 是完善国民教育体系的基本。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特

别是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职业教育, 承担着

促进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 其发展状况及功

能发挥直接影响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在

农村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

势下, 正确认识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对于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使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无疑具有

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组织力量, 就农村职业教育, 开展

了专题调查研究。采用实地走访考察、召集相关座谈会、

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方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 山西农村职

业教育在经历了艰难的创业和迅速发展的辉煌之后走入低

迷。与此同时, 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却日益旺盛。挑战

和机遇并存, 困难和希望同在。

一、研究的主要方法与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现状

考虑到本课题调查研究的范围涵盖全省的县乡镇, 在

研究方法上采取大面积问卷调查法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

问题制问卷在全省范围内调查研究; 个案专访调查对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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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职业中学、乡镇培训学校和农村居民进行访问为主;

进行课题的前期论证, 收集有关内容研究的观点、方法等,

配合研究进度及时综合成文献综述资料。

山西是煤炭资源和农业大省, 目前农村人口仍占 70%

以上。九十年代初, 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全面开展县级经

济教育调查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 !农科教统筹结合 ∀, 积

极实施以 !三教统筹 ∀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农村职业教育走进全国先进行列。近几年, 农村劳动力供

求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调查数据显示, 69. 3%的认为本

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 这个比例在

运城、晋中和大同地区分别为 70. 5%、 71%和 72. 4%。

只有 30%的村认为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说明劳动

力的供求关系正在从 !供过于求 ∀ 逐步转向 !既过剩、又

不足 ∀。 !过剩 ∀ 是指总量上劳动力是供大于求的。 !不足 ∀

是指结构上有技能的、年轻的农村劳动力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 年轻的劳动力已经出现明显的结构性短缺。劳动力不

能仅靠出卖一般的劳动力来挣钱, 而要更加重视素质的提

高, 更加重视培训, 通过培训让农村劳动力升值, 将给农

民带来很大实惠。应当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政策,

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一个长远大计。

近十多年来, 全省农村职业教育共培养各类中初级人才 65

万人, 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调查中, 许多职业教育工作者反映了多方面情况,

归纳起来, 可以概括为 (见下表 ) :

山西省中等职业教育近三年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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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总招生数 中专招生数 技工学校
职业高中

招生数

2007 206022 62645 73920 69457

2008 243804 83029 84723 76052

2009 227377 79005 79191 69181

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长期以来, 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当地经济社会

不发达的制约, 没有真正实现政府统筹和领导, 部门联办

的教学模式, 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教学、科研、生产、经营

服务一体化的办学实体和一校多能的职教办学模式, 大多

数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缺乏了解, 尚未摆脱小农文化意

识和传统家族观念、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等束缚, 疏忽了

科技、文化、技能的学习。

2. 职教体系不健全。各职教学校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指

挥、协调发展的纽带。因种种原因, 职业教育本身也没能

把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结合起来, 对职业资格证书缺

乏认可机制, 对国家关于培训与就业的法律、法规、方针

政策贯彻执行乏力, 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3. 财政经费投入不足, 专业调整不及时, 设备严重不

足, 专业设置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致使职业教育

发展滞后于产业需求。学校因无资金添置专业设备, 学生

到校也学不到先进的实用技术。学校不能根据市场和社会

经济发展需要, 随时更换新的专业和添置新的专业设备,

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4. 职教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需

要, 农村职业教育正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的挑战, 职业教

育经费投入不足, 严重影响了职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稳定性。

教师类型结构不合理。要满足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需要,

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数量不足,

职业高中专业课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46. 71% , 实习指导教

师仅占 2. 7% , 特别是 !双师型 ∀ 教师严重缺乏, 工学结

合不到位。许多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师缺乏。培训内容与

教育教学实际脱离。在调查的 48县中, 近两年内, 只有

25. 7%的职高教师参加过地 (市 ) 级以上的教师继续教

育培训, 35. 3%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

5. 就业准入制度不健全, 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就业机

制。就业准入处于失控状态, !先培训、后就业 ∀ 成为部

分部门招工挣钱的手段, 持证上岗形同虚设, 技能鉴定部

门对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缺乏有效的监督。

6. 专业设置僵化, 师资实践技能缺乏, 人才培养水平

低。从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来看, 目前在生产一线的劳动

者素质偏低和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十分突出。据统计,

2008年城镇从业人口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 5% , 高级工

占 15% , 中级工占 26% , 初级工占 54% , 技能劳动者仅占

34. 9% , 劳动者技术等级偏低。

三、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对策

1. 实施灵活而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学校管理实行校

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表决制, 调整班子, 优化队伍, 全面

调动全体职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实施一系列的教育教学

管理改革, 走改革和创新发展的道路。积极推进学分制等

弹性学习制度, 为学生、农民提供半工半读, 工学交替,

分阶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 实行灵活的教学模式。政府应

制定积极的政策, 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 积极发展民办职

业教育。吸收社会资金, 这样不仅会使投资者受益, 还会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使农村职业教育在国家财力

不足的情况下优先发展。民办职业教育灵活的办学方向,

也会满足人才市场的动态需求。

2. 搞好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整体素质。深化职业

学校人事制度改革, 全面推行教师全员聘任制以及管理人

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职务聘任制度, 有计划地安排专

业教师到农村产业化基地、工厂、企业实践, 到高校培训

学习, 扩大 !双师型 ∀ 队伍, 确保教师队伍素质, 提高教

学质量。

3. 实施 !普职教渗透, 长短期培训结合 ∀ 的战略。

针对当前社会需求的多样化, 农村职业学校可分别开设普

通高中班、职业高中班、短期专业技能培训班, 以满足各

种不同的社会需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工作者要树立 !立

足农村, 服务农村, 服务农民 ∀ 的 !三农 ∀ 指导思想, 举

办各种农业科技培训班, 设立农业科技咨询站点, 实施学

校与村组或农村合作社的对口帮扶, 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将知识和一些实用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转化为经济, 帮

助农民、乡镇企业走致富之路。

4. 专业及课程设置要适应持续性发展的需要。农村职

业教育的重心应放在农业科技培训和农民工的转移培训方

面。农村职校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 及时调整办学方

向, 设置为农业、乡镇企业服务的专业, 使职业教育内容

!本土化 ∀; 打造特色品牌专业, 设置综合专业。在农业市

场化进程中, 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深加工、保鲜储藏、

市场流通、农村合作经济、经纪人教育也应成为农村职业

教育的内容。农村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应积极反映市场对

劳动力的需求, 进行农村经济发展需求调查和就业市场的

调查, 建立和完善毕业生跟踪调查体系, 依据市场需求信

息和农业生产发展方向信息设置专业, 引导学生选择前瞻

性的专业, 使学生能学以致用。

5. 实验实训基地设置与管理实行实体化, 走 !学校 +

企业 +农户 ∀ 的产、教、研相结合的道路。实验实训基地

建设是农村职业学校发展的生命线。走产、教、研相结合

的道路, 实施专业实体化。将部分专业办成既是教学和科

研实体, 又是生产经营和服务实体, 师生既是教学人员,

又是生产、经营、服务和管理人员。走 !学校 + 企业 +农

户 ∀ 的产、教、研之路。狠抓技能训练, 培养学生实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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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力。

6. 校校合作, 校企联合, 共谋发展。农村职业学校应

与一些办学有特色的重点中专学校和高校实施联合办学。

借鉴它们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实验设施设备和科技支

持, 共同实施科研开发和科技推广应用。与知名企业联合

办学, 既可解决学校的资金问题, 又能开辟师生的实验实

训场所, 并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利用职业学校技术资源

优势, 实施 !送教下乡 ∀、 !送教到企业 ∀ 和 !送教到校 ∀

的 !三送教 ∀ 活动。通过校校合作, 校企联合, 提高学校

教师的知识文化水平, 提高技能和科研水平, 提高农村职

业学校的技术服务能力, 实现学校和农村、学校和企业单

位、学校之间的优势互补, 实现共同发展。

7. 通过制度创新, 建立一项学校新体制。依托现有的

农业院校建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机构, 以研究农村教育,

编制课程、教材, 培训高层次专业农民与农村职业学校专

业教师为重点, 建立一项新的农村职业教育牵头制度与保

障机制。负责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教师、专业教师以及有一定水平和经营规模专业农

民的培训, 增设推广教育教授工作职能, 研究农村职业教

育和农民综合素质教育, 示范带动地市、县乡村农村教育

的发展。省、市级财政建立专项经费, 专款专用, 使农业

高校在农村教育、农民培训中充分发挥牵引、示范和辐射

作用。

8. 积极推进农村教育课程改革。改革课程内容, 一是

强调多学科的交叉渗透, 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是在强调能

力本位的同时, 普遍强化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共性知识, 为

学习者个人生活和提高工作效能, 以及升入高等学校提供

更广泛的准备; 三是强调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并

把这方面的能力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能力看待; 四是更加

关注外语能力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 使受训者更有效地

运用对外交往的工具。采取拓宽专业的措施, 编制 !宽基

础、活模块 ∀ 的课程, 为受训者提供更宽的知识面和职业

能力。通过农村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 逐步实现

国家、地方、校本教材并举的灵活格局。

总之, 农村职业教育要以职业为主导, 促使人们实践

能力的提高和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 完成一个人的初始职

业化或再度职业化; 以 !三农 ∀ 为基点, 从农业农村发展

和农民教育需求认识发展农村教育。农村职教必须立足农

村, 与农村经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定位研究紧密融合;

以学生为本位, 从学生发展需求和职业教育本质要求出发,

给学生表现真实的自我、发现潜在能力的机会和条件。农

村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首先符合的是 !人本 ∀ 的要求; 以

市场为导向, 职校要把自己推向市场, 成为整个开放市场

的一部分。农村职业教育把满足市场需要作为办学的宗旨,

把接受市场检验作为办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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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 s ofRuralVocationalEducation in Our Province and Strategies
Ji Shuangu,i M u L ijuan

( Shanxi Vocat iona l and Techn ical College of Coa,l Ta iyuan, Shanx,i 030031)

Abstract: To promo te the reform o f rura l vocationa l techno logy education further, tomeet the requirem ents of rural

modern izat ion, industria 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agricu lture, w e d id some researches on rural vocat ional tech

no logy education in 48 count ies in our prov ince. In order to develop agriculture, to enrich farmers, to change what

rura l areas are, rural vocat iona l techno logy educationmust get r id of d ifficu lties they are facing now. The paper an

a ly zes such facto rs as trad it iona l ideo log ica l ideas, rura l vocationa l educat ion system, funds put into, formulas of

sett ing up a schoo,l w hich stop our rura l voca tiona l techno logy education from advancing, and puts forw ard som e

suggestions to develop rura l vocational techno logy educa tion, 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that build ing up and im

prov ing rura l vocational techno logy educat ion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 ics can ensure overa ll developmen t of rural

farm ers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 l vocat iona l education; constra ints; strateg ies 本文责编 安春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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