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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农民教育、远程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在潜移默化地适应这种变化。教

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是国家开放大学面向农村开展的远程高等职业教育，文章运用调研、访谈、文献、数据

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例，系统分析了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和教学层面存

在的主要问题，建设性地提出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今后应更加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创新办学模式，深化教学改

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强化教学研究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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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坚持“面向地方、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

远和民族地区”始终是国家开放大学( 以下简称“国

开”) 的办学方向。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是由教育部组织，国开( 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实施

的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农村远程教育项目。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农民教育、远程

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都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农民教

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而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则要从大职教观的视野出发，

探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机

制，建立职业教育与各级各类教育人才培养的联盟

与合作机制。［2］此外，国开人才培养模式也发生了

新变化，提出了新要求。［3］因此，面对这些新变化和

新要求，本研究运用实地调研、教师和学生访谈、文
献研究等研究方法，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以“一

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例，分析项目实施十年来的

基本情况，梳理并研究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存在

的主要问题，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以及开放大学建

设和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转型升级进程中，进一步促

进农村 远 程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思 路 和

措施。

二、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现状

分析

( 一) 专业开设情况分析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职业岗位群为主兼

顾学科分类的原则设置专业，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

的特色。截止至 2014 年秋季，陆续开设了“三农”
需要的五大科类共 17 个专业( 表 1) 。

表 1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开设专业

所属学科类 专业名称

农业技术类

园艺技术、设施农业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茶叶生

产加工技术、作物生产技术、烟草栽培技术、观光

农业

林业技术类 林业技术、园林技术

畜牧兽医类 畜牧兽医、畜牧

农林管理类
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乡镇企业管理、农村

信息管理、家庭农场经营管理

轻纺食品类 食品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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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招生情况分析

1. 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分部和学习中

心的基本情况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自 2004 年秋季正式启

动以来，截止到 2014 年秋季，国开 42 所分部和所属

的1 379个学习中心及国开实验学院实施了该项目。

2. 各学期招生情况分析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自 2004 年秋季开始招

生以来，实行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截止到 2014 年

秋季，总共进行了 21 次招生，累计招生479 753人
( 图 1) ; 截止到 2014 年春季，累计毕业学生269 289
人，在校生189 694人。

3. 各分部累计招生情况分析

各分部招生情况差异较大。从 2004 年秋季至
2014 年秋季，累计招生数超过万人的分部依次是:

湖南、河北、江苏、浙江、山东、云南、江西、贵州、河

南、安徽、内蒙古、湖北、甘肃、陕西( 图 2) 。

( 三) 学生特征分析

调查显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生主要是

村镇干部或后备干部、科技致富能手、乡镇企业职

工、复员退伍军人、返乡创业青年等。截止至 2014
年秋季，该计划累计招收学生各年龄段分布为: 20
岁以下12 113人，占累计招生数的2． 53% ; 21—30 岁
153 289人，占 累 计 招 生 数 的 31． 95% ; 31—40 岁
170 239人，占 累 计 招 生 数 的 35． 48% ; 41 岁 以 上

144 112人，占累计招生数的30． 04%。
通过调查分析，归纳出该计划招收的学生具有

如下特征: 第一，学生大都在农村、基层，承担着农业

生产、乡村管理等繁重工作，业余时间学习，工学矛

盾突出。第二，大部分学生年龄偏大，31 岁以上的

学生占累计招生数的 75%，他们实践经验丰富，理

解能力较强，记忆能力较差。第三，学生个体差异

大，群体构成复杂。年龄、实践经验和学习能力差距

较大，部分学生有非常丰富的农业生产或农村工作

经验，部分学生才从学校毕业返乡。第四，学生学习

基础和学习条件差，虽然都是具有高中毕业或具有

同等学历，但由于大都是在农村接受的基础教育，加

上年龄大，学习基础普遍较差。
( 四) 办学方式和教学方式

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方式是依托国

开系统，通过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形式，集全国农业

院校和相关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及实用技术课件，利

用全国建设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站( 点) 、农村党

员干部教育站( 点) ，将高等教育输送到县和中心乡

镇的学习中心，在农村开展具有高职特色的现代远

程教育，以“不离岗、不离乡”的方式培养“扎根农

村、献身农业、服务农民”的实用科技人才和经营管

理人才。
教学方式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民学生的情

况，主要采用电视教学、网络教学、集中面授、个别辅

导、学习小组活动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开总部

负责专业和课程的总体设计并提供相应的学习支持

服务，分部制定教学实施细则并组织指导本省学习

中心落实教学计划，学习中心是面对学生的教学实

体，具体组织学生的教学活动，进行课程辅导、学习

测评，完成实践教学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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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主要

问题分析

( 一) 国家开放大学各级办学机构面向农村开

展的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存在差异且发展不

均衡

计划实施十年来，各级办学机构不断探索适合

当地的办学方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办学模式。实

践证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当地党委、政府合作是

办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开总部到分部以及

学习中心都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政策支持，特别是

用实际工作成效去争取支持。［4］从图 1 可以看出，近

年来招生数有下降的趋势，原因之一是由于有些地

方与党委政府合作到期，未能争取到党委政府再次

支持。因此，加强与党委、政府合作，争取适宜发展

的政策环境，对项目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总结分析各分部的工作以及对部分地方的

调研发现，15 所分部从中央高度关注的“三农”工作

出发，捕捉当地各级党委和政府需求热点，紧密结合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托“一村一名大学生

计划”项目，努力争取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和

经费支持，促进其持续发展。如 2014 年湖南省委组

织部、教育厅、财政厅和人社厅联合下发《关于实施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通知》，指出农林管理类

专业的学生主要依托湖南分部进行培养。15 所分

部没有争取到省里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但是这些省

或自治区的部分地市、县争取到了当地党委和政府

的政策和经费支持。如四川绵阳电大三台分校争取

到了三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三台县委组织部专

门印发了《关于开展村干部学历教育的实施意见》，

采取三 条 途 径 来 解 决 学 生 的 学 费: 即 县 财 政 出
70%，县委组织部党费收入出 20%，村干部个人出
10%。并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实施，三台电大具体组

织承办。还有 12 所分部没有争取到任何省、市、县

的政策和经费支持。
由于各级办学机构办学模式不同，项目在各地

的发展也不均衡。从图 2 看出，参加项目的各分部

招生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分部招生人数较多，形成

了一定规模，如湖南、浙江、河北等; 而有些分部招生

人数较少，如青海、西安等。项目实施过程中，一些

分部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与当地现代农业建

设紧密融合，努力探索适应当地的农村远程高等职

业教育模式，逐步使得该项目在当地的实施常态化、
持续化。而一些分部过分依赖当地党委、政府的政

策或经费支持，没有抓住合作的契机进一步完善项

目的内涵建设。在争取党委政府支持以及招生规模

与教学质量之间仍然没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招生没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还有一

些分部开展农村远程教育的内部运行机制没有理

顺，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积极性始终没有

充分调动起来。
( 二) 新常态下利用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教学适应性较差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进程中，农业发

展也将进入新常态。现代农业未来将成为新常态下

我国农业发展的重心，现代农业园区、现代农业企业

家、职业农民、农业科创投资等也将在现代农业产业

链上不断涌现。［5］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农业现

代化的必然选择，发展现代农业归根到底要靠现代

职业农民作为新型主体去实践。
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国家对于农民培养的要求在变化，

虽然“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在实施进程中不断地

在专业培养方案、教学资源、学习支持服务、学习测

评等方面进行了一些适应性调整，但是通过调研发

现教学工作仍然跟不上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求

的不断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农

业特色产业发展需求

目前，除了上海、深圳和长春分部，其他分部都

实施了计划( 图 2) ，也根据当地实际开设了不同的

专业和课程。虽然目前已经开设出五大类 17 个专

业( 表 1) 和 123 门课程，而且还在陆续开设新的专

业和课程。但是，这些专业或课程仍然不能完全满

足各地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
农业生产地域性很强。而该计划的专业和课程

都是由国开总部统一开设的，具有普适性，缺乏针对

性。一是总部开设的农业类课程针对各地区农业特

色产业的讲授较少; 二是“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

业规则( 教学计划) 在制定之初也没有给各级办学

机构开设地方农业特色课的权限。因此，目前学生

缺乏对当地特色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从而影响

了当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效果。
2. 教学过程落实不够，监控力度不够

调研发现教学过程落实不理想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1) 如上文所述，学生基本上来自农村而且是

在职学习，工学矛盾突出，再加上年龄偏大。因此，

自主学习的时间得不到保证，学习发生率较低。
( 2) 学习中心组织的面授辅导答疑课出勤率较

低。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距离学习中心较远，参加面

授辅导不方便; 也有可能与面授教师讲授内容和教

学方式不吸引人或者面授辅导时间安排不合理等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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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形成性考核作业完成情况较差，学习中心

对于形成性考核管理和监控不到位。由于农村学生

大多采用纸质形考作业，网络提交作业的较少，再加

上距离学习中心较远，交作业不方便。因此，部分形

成性考核作业不能按照学习进度按时完成，等到期

末才突击完成; 也有部分学生抄袭作业，出现雷同现

象。有的教师批改形考作业应付差事，也没有将批

改情况及时反馈给学生。
( 4) 一些实践教学只停留在文件或书本上，没

有真正落地。农业科学实践性强，国开要求所有学

习中心都要建设与所开设专业配套的教学实践基

地。但是，一些教学实践基地签了协议，挂了牌子，

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教学活动开展不多或者开展的效

果不佳。
3. 教学资源类型有待丰富，实用性有待提高

目前的课程教学资源主要以课程学习包的形式

呈现给学生。课程学习包包括文字教材、形成性考

核册、课程学习指南和压缩 DVD 光盘( 录像教材) 。
此外，还有网上学习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

调研中学生反映部分课程教学资源数量和类型

需要增加，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教学资源偏少。
由于大多数课程主编主讲聘请的是普通高校教师，

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普通高校的教学模式来编写文字

教材和讲授录像教材，理论性、系统性较强，但是不

够接地气。学生常有流失或者逃课现象发生，课程

所学知识实用性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此外，实践教学资源偏少，如缺乏课程实

训视频资源、网上仿真实验室或虚拟实验等。
4.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待提升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在设计之初考虑到农

村学生的特征，主要的教学资源为课程学习包，辅以

网上学习资源。但是，随着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

推进，一些农村地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无线网

络的使用也很普遍。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农村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最高，达到81． 9%，农村手

机网民规模为1． 46亿。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农村网民对上网终端的选择范围也在拓宽，不再局

限于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上网的比例也都在增

加。［6］可见，为农村学生提供移动学习资源也应着

手考虑，方便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能够多终端

有效地开展学习。
5. 学习测评不能适应农村学生的特点和多样

化需求

项目实施以来，一直有学生反映学习测评适应

性较差。如上文所述，农村成人学生理解力强、记忆

力差、经验丰富。而目前大多数课程期末考试还是

以考察记忆能力为主的闭卷纸质考试，缺乏开放性、

应用性、过程性的考核方式，学习测评形式比较单

一。此外，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国开的期末考试时

间是统一的，特别是在每年 7 月份的考试，正是农忙

时节，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很多学生只能放弃考

试，待下学期补考。因此，针对农民学生的考试时间

安排不合理也是目前学习测评存在的问题之一。
( 三) 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研究不够

由于从事“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教学和教学

管理的教师对于教学研究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

多数农科教师接受的是自然科学教育，对于教育学

或远程教育学的研究思路或方法不太熟悉，因此各

级办学机构涉及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课题

较少，教师发表的相关专著、论文也不多而且学术水

平相对较低。
有研究表明，2004—2012 年有关“一村一名大

学生计划”的研究论文共计 91 篇，研究论文数量呈

现增加的趋势，但是总体发表文章数量还是偏少。
论文大多发表在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系统内

刊物上，系统外刊物发表较少; 著者合作率总体较

低，大多数课题是以个人研究为主，这也是缺乏深入

研究的原因之一。［7］研究大多停留在办学和教学经

验总结上，缺乏相关理论研究，研究深度也不够。［8］

四、实现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

发展的对策建议

( 一) 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探索面向

农村开展远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创新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发展和

农业技术革新，“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只有不断地

调整人才培养目标，适应这些变化，才能培养出更多

现代农业建设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
通过对新常态下我国“三农”发展趋势的分析

判断，再结合十年来项目存在的问题和办学、教学经

验，明确今后要坚持以现代农业专门人才、经营管理

人才和创业人才培养为目标，大力开发农村人才资

源，为我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培养更多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根据国家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
“不离岗、不离乡”的培养方式，突出农村高等职业

教育特色，重点提升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为培养
“扎根农村、献身农业、服务农民”的复合型、应用型

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服务。
国开各级办学机构要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并结

合自身情况，积极探索，改革创新当地农村远程高等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办学较好的地方应继续争取各

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把“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纳入

当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划，为当地新型职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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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培育和农村党员干部执政能力提升服务。办学较

差的地方应充分认识到“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在

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重要作

用，努力寻求与党委、政府的合作。如果合作难度较

大，可以积极探索其他适合当地的农村远程高等职

业教育办学模式。
国开各级办学机构应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充分发挥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作用，统筹

协调当地的农科教资源，通过与涉农行业、企业等单

位合作或者开辟新的办学途径，切实解决计划实施

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 二) 深化开放大学面向农村开展远程高等职

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适应新常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的需求

1. 强化专业建设与更新

截止到 2014 年秋季，计划只开设了专科专业，

缺少面向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本科专业。新常态下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重心要高移，高等职业教育要向

本科甚至更高层次转移。［9］通过调查，发现62． 39%
的学生明确表示在完成专科学习后希望能继续本科

的学习，20%学生还在犹豫是否要继续本科的学习。
因此，以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步开设本科专业势在

必行。
此外，随着新常态下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

整，应加快专业调整与更新，逐步健全专业随产业动

态调整机制，为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各层次技术、
技能型人才。［10］因此，应调整或停招不适合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的专科专业，开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

要的、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具有高职特色的专科

专业。
2. 深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改革应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逐步增加适应我国
“三农”新常态和创新创业方面的课程。同时鼓励

分部和有条件的学习中心开设更多具有当地特色的

涉农本土化课程，通过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将地方特

色课程纳入课程体系，供当地学生选修。
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学分银行的作用，积极探索

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及涉农

中等职业教育等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沟通与衔接，

实现学习成果互认和学分替代。
在专业与课程建设过程中，优先聘请高职院校

的“双师型”名师名教以及行业、企业的专家参与课

程资源建设，逐步将目前以学科体系为主的教学内

容改造成为任务驱动式、项目式、问题引入式或者案

例式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与农村相关产业的生产

实际对接，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3. 探索建立适合农村成人学生的学习支持服

务模式

林德曼成人教育思想认为经验是成人学习者的

生活教科书，成人教育应该把学习者的经验作为一

种主要的学习资源来加以利用。此外，情境教学法

是成人教育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之一。［11］针对农村成

人学生特点，教学中应注重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紧

密结合，合理安排远程教学、集中辅导答疑和送教下

乡等多种教学形式进行教学，提倡讨论式、参与式或

者案例式等教学方式。合理安排教学时间，根据学

生工作情况或者农业生产经营实际组织课程辅导或

实践。
此外，进一步重视农林科师资培训，并强化课程

教学团队建设。以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为抓手，通过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实践教学环节，吸引、培养一

批具有创新能力和突出发展潜力的农林科中青年教

学骨干，形成结构合理的教学梯队，明确职责，形成

机制，开展网上导学、助学、促学和督学。
4. 利用国开拥有的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加强教

学资源建设

霍姆伯格有指导的教学会谈理论认为学生在用

学习资料进行学习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模拟会

谈。他强调学习资料的内容呈现方式要易于学生接

受与吸收，并能鼓励学生之间交流、探讨。［12］在教学

资源建设中，应结合农村学生的特点以及学习环境，

建设可选择、易利用的优质学习资源。
进一步加强网络课程、全媒体数字教材、微课

程、多媒体课件等教学资源的建设。建设适合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的数字化移动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

多种学习路径，方便随时随地学习。制作实训类视

频教学资源，还可以通过整合中国燎原广播电视学

校大量的农业实用技术类视频资源，为学生提供融

文本、图片、视频、动画等资源一体的实践类学习资

源。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探索网上农科虚拟实验室

建设。
同时，应推进数字化学习资源在农村远程教学

中的应用。注重课程教学资源建设与教学模式的紧

密结合，将多种教学资源进行一体化设计和可选择

性设计，发挥各种教学资源的优势，互相配合，方便

农村学生使用。
5. 改革 面 向 农 村 成 人 学 生 的 学 习 成 果 评 价

机制

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农村学生的特点，

结合远程教育实施评价的具体条件，在教学改革进

程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学习成果评价机制。克龙巴赫

的评价观认为用于改进工作的形成性评价的作用，

远比总结性评价重要得多; 斯塔弗尔比姆的评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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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强调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

改进。［13］因此，应逐步探索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

和社会性评价等多元评价模式与机制。
今后要加强课程形成性考核的设计，通过增加

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促进学生掌握学习内容和实践

操作技能。终结性考试应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

改革考核内容和形式，适当缩短考试时间。探索预

约考试，逐步实现随学随考。逐步开展必修课纸质

考试和预约网络考试并行，选修课终结性考试由各

分部根据当地农时农季安排，尝试部分实践性强的

专业课由办学条件较好的学习中心组织开展操作性

考试。
( 三) 强化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研究

开放大学必须重视“教学学术”。广播电视大

学要实现向开放大学的战略转型，自身的研究能力

必须要提升，而且同时要提升教学研究水平和学科

研究水平。但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国开比普通高

等院校更应该重视教学学术。［14］

各级办学机构应充分认识到开展农村远程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营造良好的

教育教学科研环境与氛围，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鼓

励农科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教学研究应借鉴职业教

育改革的成果和经验，紧密结合教学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和热点问题，特别是针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

式等方面来开展，加强理论研究，及时总结、推广和

应用教学研究成果。总之，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研究要像学科研究一样，具有科学性、理论性、
应用性、前沿性以及示范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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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Ｒural Distanc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New Normal”

———By Taking“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Program”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Example

FU Jin-feng，ZHANG Zhi-jun，LI Guang-de
( Department of Agroforestry and Medicine，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New Normal”economy，the rural education，distance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
tion are slowly adapting themselves to the changes． The“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Program”introduced by Ministry of Edu-
cation is a way of rural distanc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y taking surveys，interviews，literatures，
data analysis on“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Program”as an example，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n perspectives
school-running and teaching in rural distanc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 suggested that the countermeasures below should be
taken: defining the educational aim，innovating the educational pattern，deepen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strengthe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tc．
【Key words】the“New Normal”; rural distanc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blems and measures; “One College Student In

One Village Program”introduc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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