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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中职）活页 

评审表 
 

评审序号  总分  专家签名  

课题名称： 

“统筹联动、产训同频”助推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成教改革实践 

 

1.成果简介（997 字） 

针对农村成校规模小、力量弱、助农效果差、社会认同低等办学困境，

自 2015年底起，我区着力探索“统筹联动、产训同频”助力县域特色农业

发展的成教改革，已形成“县域联动、片区协同、强校牵头、产训同频、

特色推动”的改革发展模式，大大提升了农村成校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 

（1）建立高效有序的“县域统筹、校际协同”办学格局，破解成校教

学力量不足的问题 

县域联盟，统筹成教改革，引领各校农村人才培养方向，建立共享师

资库，订立培训标准，实施教研赋能，指导培训项目，强化教育助农富农；

片区共同体，根据地方产业特征和学校资源情况，建立“沿海渔业、平原

蔬果、山区乡游”三大协作小组，开展联合教研、资源共享、交叉考核；

项目主导学校，牵头开发培训项目，成员学校分头推进，依照产业发展，

选建基地、研发课程、组织教学，推进产训同频的特色农业培训项目。 

（2）构建效果显著的“产训同频、项目引领”培训模式，破解成校产

教分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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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色农业发展需求为切入点，对接品种改良、技能优化、经营策略

和产业推广等要求，开展项目化培训，构建了“双链对接”桃莓产业、“四

轮驱动”菊荷新业、“一路上全程服务”山海文旅产业等产训同频的农民培

训模式，培育了林**、吴**等大量扎根乡土、热爱农村、专注农业的新型

农民，促进了特色农业发展，赢得了百姓认可。 

（3）实施规范激励的“标准引领、基地示范”评价机制，破解成校培

训持续发展的问题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进行绩效评价，制订《成校工作积分考核办

法》和《学校发展性评价及校级干部履职考核办法》；片区学校交叉评价培

训项目，受训学员对培训项目进行反馈评价；制订《农民培训规范化与标

准化实施意见》《优秀实训基地建设与评比方案》；成校对自己学员开展“校

+镇+盟+社”合作考核，实施“笔试+实操+口试+态度”立体考核方案，开

展“优秀学员、优秀基地、优秀学习共同体”评选活动，激发农民学习热

情。 

本成果推进以来，开发特色农业培训课程 30余门、校本教材 20余部、

建成区标准化实训基地 20 余个；承担了 3 万多桃农、1 万多竹农、1 千多

莓农、2千多茶农、8千多船员等培训任务，提高了农民生产技术和经营水

平，拉长了桃、渔等文旅产业，推进了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每年帮助村民

增产增收达 9 千多万元。建成省新型农民培训示范基地 3 个、省现代化学

校 2 所、市特色示范成校 4 所；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市特色校本教

材一等奖 2部；助力乡村振兴经验在《中国教育报》报道 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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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995字） 

（1）问题：办学规模小、校间分割重、助农富农力量弱 

——方法：建立“县域统筹、校际联动、强校牵头”成校办学网络 

由职成教科和教研室组建“县成教联盟”，统筹协调各校发展方向，制

订培训标准，实施教研赋能行动，建立共享师资库，指导、评估各校培训

项目推进，强化农村弱势群体教育，培养农村能人。 

建立“沿海渔业、平原蔬果、山区乡游”三类协作共同体，开展联合

教研和互评活动，实行课程、基地和师资共享。 

依照产业特征，确立特色培训项目牵头学校，负责基地建设、课程开

发、专家聘请和模式构建；成员学校发挥各自优势，分头推进特色农业培

训项目。 

（2）问题：产教分离、培训与需求脱节 

——方法：构建“产训同频、项目推进、学用对接”农民培训模式 

依据特色农业发展与农民致富技术需要，构建“三类产训同频”培训

模式：一是“双链对接”模式。围绕农民“知（产业）、种（生态）、游（乡

村）、销（产品）、拓（产业）”要求，开发培训课程、开展培训活动；二是

“四轮驱动”模式。围绕“顶层设计、校政村合作、教育培训、师员互动”

工作方式，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和“一村一特”建设能力；三是诊断、示范、

跟踪“一路上全程服务”模式。针对山区农民知识技能相对弱，帮助农民

诊断产业转型方向，开发适性培训课程，开展基地式、坐诊式和现场式示

范，从选种到生产再到销售，进行全程跟踪指导；针对农民学习资源不足，

开发教材、读本和视频资源，促进农民线上、线下和混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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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培训内容零散、考核方法粗糙、师员互动不足 

——实施“项目化、标准化、立体化”教育评价方法 

出台《关于大力实施项目化特色化精品化管理促进成人教育转型升级

的工作意见》。教育局拨专项资金，通过申报、答辩、论证，确立 7个（桃

莓文化、休闲渔业等）区重点培训项目、5个（种植、养殖等）一般项目，

把项目建设与课题研究、年度考核结合起来，形成培训系列化、办学特色

化、课程精品化。 

研制“农民培训规范化与标准化”“成校工作积分考核”“学校发展性

考核”“优秀实训基地建设和评选”等实施方案，规范培训流程，加强过程

管理，建设标准化实训基地，建立培训效果评估与学习信息反馈机制，设

立专家工作室，帮扶结对，畅通农民与专家联系桥梁。 

实施“校+镇+盟+村”合作共考模式，建立培训报名、签到、考核、学

分认定、技能鉴定的教学管理机制，采用“笔试+实操”“口试+实操”“过

程+态度”考核方式；开展“优秀学员、优秀基地、优秀学习共同体”等评

选活动。 

 

3.成果的创新点（774 字） 

（1）形成了“县联盟带动、片区组联动、项目校牵动”的三级成校办

学新格局 

基于当代新农村建设大潮，激活成校资源优势和农民创新基因，本成

果从破解农村成校“无场地无人员无资源”等难题、培训项目“散小粗”

等重点问题入手，明确成教办学内涵与时代价值，搭建了“县域联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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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协同、校级推动”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改变了各自为政、自立项目、

无序竞争的现象，实现了县域内成校抱团协作与联动办学格局，促进了基

地共享、师资共享、教材共享，形成了新型农民培训合力。 

（2）构建了“双链对接、四轮驱动、五学并进”的农民培训新模式 

本成果以促进“农民致富、农村之美”为理念，以培育“扎根乡土、

热爱农村、专注农业”的新型农民为目的，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指向了

创新帮扶、弱势辅导、以学定教、社区治理。构建的“双链对接”模式，

适应范围广、学习内容全，“知种游销拓”培训课程，强调“五学并进”，

既关注生产技术培训，又重视互联网技术应用；“四轮驱动”模式，打造了

休闲渔业、菊花网红、荷花主题等特色农业村，适合提高村民自治能力、“一

村一特”建设的培训；“一路上全程服务”模式，从选项目、育技术、销产

品等方面进行全程跟班服务，消除农民在培训和生产过程中困惑，适合农

民知识贮备不足、开发新项目的培训。这些培训模式，为农村成校开展农

民培训提供了参考样本。 

（3）建立了“项目推动、标准引领、立体考核”的培训评价新机制 

立足产业选项目，选好项目育新农。研制的《成人学校农民培训规范

化与标准化实施意见》、开展的《成人教育工作积分考核方案》、实施的《学

校发展性考核办法》，符合成人学校办学特点，使培训流程规范化、项目建

设特色化、基地建设标准化、纪录考核系统化；推行笔试、口试、实操和

过程评价的多元考核方式以及开展优秀学员、学习共同体等评选方式，激

发农民学习热情，发挥培训评价的激励性，有利于农民培训的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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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995 字） 

效果： 

（1）助农富农的成教改革更加坚定自信 

形成县域成校“三级联动”统筹协作的办学机制，实现了资源整合，

形成了办学合力；教研赋能行动，使全体成校教师回职到岗；标准化建设、

积分制考核，优化了成校教育评价方式；产训同频，项目推进，得到了政

府部门高度认可，农村成校助农富农的办学改革更加自信坚定。五年多来，

6 所成校迁旧换新（占全区一半），实现成校特色办学全覆盖。有国家、省

市级社区教育课题 20余项，全国终身教育品牌项目 1项，省市社区教育课

题研究一等奖 3 项，省社区教育视频资源开发一等奖 1 项，市教学成果一

等奖 3 项，市课题研究、论文评比、征文比赛、微课比赛等教师各类比赛

成绩位于全市前列。 

（2）成校培训与特色农业发展更加紧密 

休闲渔业培训，使 300多位渔民“洗脚上岸”；种养游农民创业培训，

培育出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农科教基地；山区农民培训，高山米、茶、

瓜、果等品种得到改良，促进了农业品牌化建设，发展了乡村旅游。一株

雷竹致富了一个乡镇、一朵桃花拉长了桃文产业、一颗草莓育出了大市场、

一朵菊花点亮了一个村庄、一池荷花改造了一个旧村。桃花村、草莓村、

菊花村、雷竹村、花木村、渔业村、养殖村、民宿村等一大批特色农业村

似春笋般涌现。五年来，全区累计培训新型农民 31500 余人，直接拉动地

方经济产值近 30 亿元，每年帮助乡村农民增产增收 9000 多万元。其中生

产经营型 10670多人、技能型 11200多人、服务型 6500多人、现代青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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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 1200多人、渔业船员 8000多名。 

推广： 

（1）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成果实施以来，受政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兄弟成校等持续关注，

项目成果得到农民、同行、专家高度认可。“我要学”已成农民要求，每年

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2千余人；2019年联合国城市社区学习中心（CLC）

80 多位成员考察学习了我区“优质社区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学成果。兄

弟学校前来学习考察达 20 多次 500 余人；成果经验在省内、市内交流 10

余次。成教联盟思路得到有关部门参照；年度发展性考核和积分考核在某

县应用；“知种游销拓”课程开发在**学校推行。 

（2）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5个助力乡村振兴案例入选《成人学校服务三农的 30个行动》一书（浙

江教育出版社），占全市 1/6；《成人教育》杂志等地发表与获奖论文 20 余

篇；《产教融合形成服务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新机制》《搭平台，建基地，

创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出实招》等 5篇报道在《中国教育报》上刊载；

“一村一品”助推乡村振兴等成果接受“浙江卫视”等多家媒体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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