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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由求规模、数量发展转向求内涵、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课程改革与创新成为高等农业

职业教育提升办学质量、丰富内涵的关键。以课题研究为平台,强调课程的实践性、过程性是

高职教育课程创新的逻辑起点。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课程创新体现在课程目标、编制主体、课程

资源、课程实施及评价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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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被认为是学校

教育的/心脏0;是学校教育的/发动机0和为学生发展
所设定的/跑道0, 它对学生发展、社会变革乃至于文

化变迁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 1]
。现代学校教育改革,

都是以课程为突破口,课程由此成为教育研究的中心

之一。在高等职业教育由求规模、数量发展转向求内

涵、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课程改革与创新成为高等

农业职业教育提升办学质量、丰富内涵的关键。

一、课程创新的内涵

课程目标是由教育目的所决定的,教育目的是所

有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教育目的都要以课

程为中介才能实现[ 2]。因此, 课程创新的前提是课

程目标的设定,换言之,即教育目的的明晰化, 特别是

人才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根据教育部教发[ 1999] 2

号文件精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学生主要是为了

更好地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培养面

向基层, 面向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应

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不是专业教育,是就业教育;

不是终结教育,是终身教育;不是升学教育,是素质教

育[ 3]。有鉴于此, 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更应该面向农

村、立足农业、服务/三农0。课程创新因此必须扎根
于农村、农业,根植于服务/三农0的实践中。

课程创新不能脱离课程编制的基本环节。因而

课程创新必须体现在课程目标设定、课程内容选择、

课程实施以及课程实施评价等课程的编制、实施环

节。

二、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一)根据学院办学定位, 明确课程目标

11 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定位。办学定位是确立
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基

本定位是:一所立足成都、面向全省、辐射西部, 全方

位为农业现代化提供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支撑和技

术支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农村科

技培训的,以农为本的综合性职业技术学院。同时学

院在/ 2000- 2010发展规划0中,确立了/一体两翼0
的发展思路。/一体0, 是办好高职教育, 为农村提供

现代农业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两翼0,一是大力开

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二是依

托学院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推

广,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

持。因此, 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 学院培养一大批具

有/亲农、事农、兴农0意识的, /下得去,留得住, 用得

上0的高技术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21 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目标的确定不应仅依

据人才培养目标而定, 还必须展开对学生(受教育

者)、对社会(需求)、对学科的综合研究。对学生的研

究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各种研究,尤其是学生的兴趣与

需求、认知发展与情感形成、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养成

方面的研究,以及学习发生条件或环境方面的研究。

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教育需求, 努力开辟各种渠道,

以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都有意义的方式, 帮助学生满足

这些需求[ 4]。对社会的研究一方面因为学生的发展



是与社会发展交织在一起的,二者不可分割; 另一方

面,对社会的研究是课程开发的诉求。学校课程必须

满足社会需求,尤其是生产实践的需求。而对学科的

研究主要是考虑学科的结构、功能以及本学科最新科

研成果、影响。

31课程创新的基本假设。首先,确定了以/实践
) 思考 ) 能力0为中心的学生观。针对以学业结果为
本的弊端,强调学生自主思考能力的养成, 主张学生

积极参与学习,坚持/教师能够强迫学生死记硬背学
习材料, 进行重复性的练习活动,但是无法强迫学生

自主思考0[ 5]的观点。其次, 坚持以/ 探究 ) 过程 )
检验0为特色的学习观, 认为学生通过以探究为重点

的自我学习可以使个性/ 觉醒0,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格。因此强调学习的过程性、实践性和探究性, 而不

是单一的学业考试结果。第三, 认为学习是一项社会

实践活动,学生要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结论需要学会合

作,有探究、批判精神, 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

观。课程实施事实上就是社会生活的体验,学生进行

社会化的过程。课程创新的目的一方面要促进职业

教育课程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更关注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课程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11课程开发主体的多元化。人的因素是课程创
新的第一要素。就课程开发主体而言,要改变传统的

由课程专家来编制课程做法,主张课程开发团队化,

即由学校牵头,形成包括课程实践者、课程专家、教育

受众、社区行政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在内的课程开发

集体。针对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除了长期以

来坚守在一线教师尤其是在进行科技推广、技术应用

的专业教师外,学院还特聘成都大学资深课程专家作

为课题研究顾问,同时还吸收了部分学生和当地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当地人称/土专家0)以及县乡

镇的行政官员。

( 1)一线教师是课程开发的生力军。教师既是课

程的设计者、开发者, 也是课程的实践者。像在/以专
家大院为载体,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模式0课题研究中,

就组建了由 10余位副教授组成的技术专家团队, 在

引进推广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的过程中

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与组织,在课程(特别是教材)建

设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到目前为止,该团队根据现

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已经编撰了像5牧草栽培与加工
技术6、5养鸡与鸡病防治6、5养猪与猪病防治6等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教材共 12种, 其中有 9种获得了成都

市/农村培训教材一等奖0。
( 2)课程专家是完善课程结构,提升课程层次的

设计师、规划师。由于农业职业院校的教师大多缺乏

课程论学习的背景,因此很难从课程的角度对课程资

源很好地统筹,尤其是课程开发中的人文要素。在课

程专家的建议下, 课题研究逐步走出了纯技术路线,

依托项目, 在课程设计中增添人文要素, 并在课程实

施中得到体现,达到了科技推广和技术应用与人文精

神的辐射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学校的教育、宣传、

咨询功能。

( 3)学生是融入课程设计、开发、实施、评价等环

节的不可忽视的课程主体。课程目标设定必不可少

的一个向度就是学生研究。农业高职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的确定必须体现在为学生/量身定做0。学生在
学习、实习实训中有创见性发现的例子屡见不鲜, 一

批又一批的学生凭藉科技专家大院这一平台,通过轮

换的方式进入生产第一线参加实习实训, 得到了锻

炼。目前,部分学生已完全胜任与专业相关的技术咨

询和科技服务的工作, 成为课程建设队伍又一支力

量。学生的实习经验积累和认识水平、实践技能的不

断提升为课程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

( 4)技术农民是农业课程建设尤其是课程实施的

现实评价者和宣传者。随着科技专家大院培训工作

和教育辐射功能的不断增强, 技术农民不断成长, 造

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会学习的现代新型农民。

在课题研究的带动下, 涌现了像/蔬菜书记0蒋熙华、
养殖能手付显仁等新型农民技术专家和致富典型。

技术农民的成长直接促进课程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

度、使课程创新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5)地方行政领导的介入为课程创新提供了组织

领导保证。课题研究是政府搭台, 学院唱戏的典型,

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省市县(区)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在政治维度、课程开发、实施有赖于行政

力量的大力支持。地方行政领导的介入无疑为课程

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

21 课程资源开发途径创新。课程资源开发不再
限于对已有文本的摘抄、改写, 而是把课程开发的触

角深入到生产一线,使课程内容更具针对性、时效性。

技术专家大院在开展农村科技培训与技术推广服务

的过程中, 涌现了/食用菌区域特色农业新品种引选
育关键技术及食用菌菌渣处理新技术及资源化技

术0、/优质面包小麦新品种的选育0、/马铃薯疮痂病、
油菜根肿病防治技术研究0、/辣椒炭疽病生防菌筛选
及其抗生活性研究0、/鸡抗兔魏氏梭菌高免卵黄抗体
的研制0等一批源于农业生产现场、针对现代农业技
术革新的科研项目。在科研项目驱动下,教师的教学

工作更贴近实际, 学生的学习具体、实在。基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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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0需求的课题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课程资源开发的途
径。

31课程结构的模块化和灵活性。课程结构的创
新是体现农业高职学院特色建设和教育创新的集中

体现。基于课题研究的课程结构贯彻了与农时、农事

的需求相协调的工作思路。像植保、作物、园艺等季

节性很强的课程就是按时令、农事来设计教学内容,

而根据农事变化采用模块化教学的效果更显著。

课程结构的模块化并不意味着课程结构的僵化、

呆板,相反,由于充分把握了课程内容的时令性和不

可预知性, 灵活性、机动性成为模块化教学的底线。

通过重新整合,课程结构模块很好地统筹了理论与实

践、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研究意识与实践能力,激活

课程实施者(教师)的研究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强教学

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41课程内容体现实践性和过程性。长期以来,

职业教育课程编制沿袭了学科体系传统模式, 没有顾

及职业工作过程和实践操作,因此根本无法适应现代

职业工作的需要。鉴于此, 在作高等农业职业教育课

程设计和编制时,特别强调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和过程

性。如在推广/九龙凤凰鸡无公害果园套养技术0项
目时, 从选蛋、装箱、进孵化烤箱、孵鸡、出箱、注射疫

苗到分发农户、指导养殖、疫情诊断与防治,再到联系

销路,整个过程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实际

操作中的重大事故。从生产链的要求来看,课程内容

必须体现实践性和过程性。

51课程实施的创新。课程实施是指把课程计划
付诸实践的过程, 是达到预期课程目的的基本途径。

传统的课程实施就是指课堂教学,不论是理论教学还

是实践性教学,许多教师习惯于/在教材上养猪,在黑

板上种地0, 这是导致相当部分高职毕业生成为/有大
专文凭的低水平技术工人0的根源。高等农业职业教
育课程创新就体现在课程实施的形式的多样性和实

践性上,体现了课程的过程性。由于课题研究工作的

开展很多时候都是在田间地头, 所以课程实施中部分

理论教学环节大多与实习实训交叉安排, 个别专业的

大部分理论课被分解融入到实训中,像畜牧兽医、植

保、作物等专业,理论讲授融进实习实训后效果更佳。

61 课程评价的创新。课程评价的目的是检验课
程价值,判断教学效果和教育效用。课程评价不仅要

关注学生的自我概念形成和人文素养的养成,更要关

注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关注教育效果是否与预期效

果一致。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定位

在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很强动手能力的高级

技术型人才。但是由于对/实用为主,够用为度0原则
的不同理解,导致许多高职院校淡化理论教学、简化

理论考试、课程评价单一的现象。由于课程建设不

力,课程评价体系单一, 加之实践性教学跟不上, 直接

导致了毕业生/双差0:专业基础薄弱,学习能力差;专

业技能操作不熟练,动手能力差。

针对上述诟病,我们对课程评价从评价主体、评

价内容、评价标准、评价方式等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

首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课程主体的多元化必然要

求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课程评价必须坚持主体

多元化,评价主体不仅指教师,还应该包括学生、接受

培训的农民、课程专家、行政领导以及其他相关人士。

其次,评价内容体现了以能力为本位。对能力评价主

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展开: 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

会能力[ 6]。课程评价中特别强调学生在生存与发展

的社会中,对由(专业)学科体系所获得的理论知识与

由(社会)实践课程体系所获得的实践经验, 必须通过

反思、内化,继而转化为能力尤其是方法能力。第三,

评价标准的实践性和真实性。正是由于评价的能力

本位,所以课程评价标准也必然脱离标准化、量化、刚

性的模式,要求评价标准制定的必须体现实践性和过

程性, 具有真实性、动态性。第四, 评价方式的/表现
性0、过程性。传统评价大多关注学生记住了哪些,闭

卷考试时主要考评手段。现代课程实施则更关注学

生学会了哪些? 如何学的? 怎么处理所学知识? 如

何提高自己,成为积极、自主的学习者的? 因此评价

特别强调学生学习、实践的现实表现, 重视对学生成

长过程的监控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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