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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职业教育赋能提质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王长明　田玉成

（湖北省蕲春县李时珍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湖北 黄冈 43530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跳板，为了支援乡村振兴战略，中职院校

要不断赋能提质，为乡村输送更多优秀职业人才，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中职学校要立足当地经济发展，做好专业设置和产业发展对接，

为当地提供紧缺技术人才，深入乡村宣传职业教育，转变家长和企业对职业院校态度，积极开展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讲解职业技能，

提升农民综合素养，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提升职业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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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规划了乡村振兴新方向和新途径，倡导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

教育，培养有文化、有技能的新型农民，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中职学校要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立足区域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利用新媒体宣

传职业教育，吸引更多学生报考职业院校、优秀毕业生回乡创业，

转变企业对中职学生的偏见，配合当地政府开展农村职业技能培

训，为农民讲解电商、畜牧养殖和计算机等技能，提升农民创业、

就业能力，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战略，做好职业技能教育和工作

岗位衔接，鼓励学生积极前往基层乡村就业、创业，为乡村振兴

提供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

一、新时期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

（一）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建设

项目，为了提升农民经济收益，发展现代农业已经迫在眉睫，但

是很多农民对大棚种植、果蔬嫁接和水培花卉等现代农业技术还

不太了解。职业教育可以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农业人才，让这些

人才把最新的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和蔬菜栽培等技术带入农村，

手把手教授农民水培、嫁接等新技术，帮助农民掌握最先进的农

业技术，改变传统粗放式农业发展模式，落实“两山理论”，全

面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步伐。

（二）有利于培养高层次技能人才

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灵魂”，由于农民文化素

养有限，高层次人才成为基层乡村的“香饽饽”，职业院校要抓

住这一契机，为当地乡村振兴战略培养“对口”人才，鼓励这些

高层次人才前往农村就业创业。政府可以加大职业教育投资，为

职业院校采购最新机械设备、实验仪器等，提升职业院校学生专

业素养，还要引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让学生跟随企业技术人员、

科研人员学习，携手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鼓励这些高层

次人才支援乡村振兴建设。

（三）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链升级

高素质职业人才可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把最新的农村电

商、农村民宿旅游和文创产品设计等新理念融入农村发展，带

领农民走上致富路。农业产业链升级离不开高素质职业人才支

持，职业院校要立足当地农村产业链特点，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例如增加农村电商直播、农业观光旅游和农家乐营销等相关课

程，满足当地农业产业人才需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从

而延伸农业产业链，打造一条龙式农业产业链，提升农民经济

收益。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职职业教育赋能提质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和民众认可度有待提升

部分家长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认为职业院校学历含金量不

高，孩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好工作，因此不支持孩子进入中职学校，

影响了孩子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间接导致了很多中职学校招生

难，不利于高素质职业人才培养。很多企业对中职学历并不太认可，

优先招聘高职或本科学历学生，给中职学生毕业就业造成了很大

的困扰，部分企业还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中职学生和大学生

从事一样的工作，但是拿到的薪酬要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同事，

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中职学生工作积极性。

（二）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

很多中职学校开设了的专业不符合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形势，

难以满足当地企业高层次职业人才需求，无法更好地服务当地乡

村振兴战略。例如农业类专业只是按部就班讲解常规农作物、蔬

菜和瓜果栽培和病虫害防治知识，忽略了讲解当地特色农作物、

瓜果等栽培技术；旅游管理专业忽略了讲解当地特色景点、历史

文化和自然风光；很多中等职业学校课程设置中都没有市场营销、

电商、直播这些实用课程……这些都影响了学生对当地经济发展、

就业形势的判断，难以留住优秀人才，很容易导致人才流失，影

响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三）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

乡村振兴着眼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需要复合型职业人

才，但是很多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并不是很精准，学生岗位胜

任能力、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培养目标和实际就业存在差距。

中职学校教师大都缺少企业工作经验，在实训教学中更侧重标准

化操作，忽略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忽略了讲解专业课相关新技术、

新理念，很多学生在学校学习到的职业技能和实际工作岗位存在

差距，影响了学生就业，也无法满足当地乡村振兴建设人才需求。

三、中职职业教育赋能提质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策略

（一）立足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首先，中职学校要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进行调研，了解当前

最紧缺的职业人才类型，围绕当地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来调

整专业设置，组织骨干教师编写带有地域特色的校本课程，为当

地乡村振兴培养适用型人才。例如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特色农产品、

旅游景点和红色文化等编写农业类、旅游管理等专业校本课程，

把当地特色农产品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和深加工技术、旅游景点、

特色美食和红色文化等作为教学内容，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当地农

业支柱产业发展，又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农村蕴含的良好就业、创

业机遇，吸引更多学生前往农村就业、创业，可以为乡村振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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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吸引更多优秀职业人才。其次，中职学校还要根据职业岗位和

就业导向来调整专业课内容，做好职业技能教育和专业课教学衔

接，重点优化与农业、农村相关专业课教学内容，例如畜牧养殖业、

农产品销售等。例如学校可以和乡村企业合作，打造“农村 + 电

商直播”新模式，让学生学习电商直播模式，把当地特色农产品、

民间手工艺品和民俗旅游等搬上电商平台，扩大当地农副产品、

旅游文化产业知名度，让职业教育真正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二）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提升职业人才认可度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为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战略融合提

供了新渠道，中职学校可以利用新媒体、大数据和电商平台等宣

传职业教育就业优势，让更多农村学生家长、乡村企业和农民科

学认识职业教育，提升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例如学校可以

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宣传本校优势专业、乡村振

兴战略相关信息，为学生和家长了解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前景，

扭转他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在线解决家长和学生咨询问题，吸

引更多学生报考职业学校。学校还可以利用新媒体宣传本校师生

参与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优秀事迹、优秀学生就业和创业事迹，展

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电商专业学

生毕业后回乡创业，带领村民开展电商直播，把当地特色菌类、

手工艺术品和小米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推广社团团购活动，把

新鲜蔬菜运往城市，不断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此外，中职学校还

要积极深入乡村企业和农村举办职业教育交流会，向乡村企业、

农民讲解数控技术、计算机操作和养殖技术等，现场解决企业员

工和农民技术问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职业培训，提升乡村企业

员工职业素养和农民职业技能。

（三）参与农村人才培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中职学校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配合当地政府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定期为各个农村、乡村企业等提供职业培训，解决农民在

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电商销售等领域遇到的问题，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首先，学校要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开展不同

主题职业培训，例如电工、电商直播、无土栽培和计算机操作等

培训，由骨干教师和优秀学生共同参与培训，手把手为农民演示

操作流程，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例如中职学校可以和乡村企业、

农业合作社进行合作，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和养殖场，为农民讲

解农作物培育方式、嫁接技术、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解决农民在

种植、养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帮助农民顺利创业。其次，学校

可以联合当地政府建立职业培训基地，配置数控设备、电焊设备

和计算机等，让农民和企业员工自主选择培训课程，让他们了解

当下热门的大数据、电商直播等理念，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职业

技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职业学校要积极

参与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为乡村企业、农民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

帮助他们提升个人职业能力，为农民介绍优质创业项目，解决农

民就业问题，发挥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属性，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感。

（四）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中职学校要把政府、农村和企业纳入产教融合战略，一方面

要积极和乡村企业、农村建立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农村

进行实训，既可以锻炼学生岗位实践能力，又可以解决农民学习

难问题。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和乡村企业开展合作，让学生参与

企业生产实践，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也可以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第一，学校可以积极和政府合作，争取参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职业培训等项目，配合当地就业局、农业局等专家开展下乡服务

活动，让学生跟随这些专家学习，不断提升学生学习能力，提升

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让这些学生真正愿意留在农村工作。

第二，学校要举办乡村振兴就业创业培训，介绍乡村优秀企业、

回乡创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奉献乡村的感人事迹，展示新时期

青年敢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创业精神，鼓励学生积极前往农村就

业创业，让他们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一份力量。人才是保证乡村

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中流砥柱，中职学校要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感，

以农村人才需求为核心，打造全新育人模式，培养更多技能型人才，

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保障。

四、结语

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中职学校要树立赋能

提质发展理念，把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当地

农村经济发展开展教学工作，为当地培养对口职业人才，加强与

乡村企业和农村之间的合作，深入农村开展职业培训，为农民传

授一技之长，组织学生前往农村、乡村企业实习，提升学生岗位

适应能力，培养学生扎根乡村、奉献乡村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鼓励他们前往农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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