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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中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

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提出中等职业教育要贯彻党有方针，

转变教育思想，树立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的观念，培养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综合职

业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

初级专门人才，为就需要建设与中职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校内实训基地。

然而，以前建设的校内实训基地很多属于传统的实验室，通常不具备

生产功能，不能适应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有的即使购置了一

些生产设备，但由于实训基地功能定位不准确，总体规划与建设思路

不合理，运行管理机制不健全，常常出现实训基地建设与实践教学相

脱节，生产性设备利用率领低下、利用效果不佳等现象，以致投入大

量资金购入的生产性设备却长期闲置不用，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高。 

为此，需要对校内实训基地建设通过校企合作平台对实践性教学

改革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实践。 

二、实施过程 

为了解决校内实训基地多功能建设水平低下，发展后劲乏力、产

教研融合度差等问题，本项目组从 2016年初开始，对广西百色农业学

校现代农艺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通过校企合作平台对实践性教学改

革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建设了校企合作校内实训基地。 

按照“集教学、生产、营销、鉴定、服务为一体”的“五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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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进行校企合作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使实训基地在总体上能

实现为中职培养目标服务的五大功能。为此，建设了基本技能训练型、

教学工厂生产型、校企合作经营型 3种建设类型的实训基地。 

1. 基本技能训练型基地 

根据专业目标与课程教学的需要，建成了农业昆虫、植物病理、

化学农药、土壤肥料、植物生理、测量测绘等 6个基本技能实训基地。

主要承担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教学任务，让学生完成“磨刀练枪”的

学习阶段，练就好“专业基本技能功”，并可供师生开展基础的创新实

验研究，同时为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农药经营人员进行农药经营管

理知识培训、农民种植技术培训及植保工、农艺工资格鉴定服务。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充分利用基地，结合当地产业开展了多项

实验研究工作，如杨少波开展的“德保蜗牛的防治实验工作”、“隆林

县板栗瘿蜂的发生与防治研究工作”，论文已在相刊物上发表。 

2. 教学工厂生产型基地 

根据广西经济发展的需要，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园、设施栽培大棚、

食用菌栽培基地、蔬菜种植基地、药材种植基地、植物组织分离培养

基地等 6 个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教学生产型基地。食用菌生产基地每

年能生产食用菌 2000公斤，药材种植基地种植了霍香、牛大力等中药

材、现代农业示范园种植有近 10种广西当代优势种苗。 

3.校企合作经营型基地 

按照“依托专业办产业，办好产业促专业”及“借鸡生蛋”的思

路，学校与红谷集团进行了校企合作。红谷集团是一个农牧生产企业，

经营范围主要是养殖和种植，现代农艺专业主要与公司合作生产无公

害蔬菜，蔬菜主要供应学校食堂、百色 8 家红谷优鲜体验店、红谷优

鲜美食馆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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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与经验 

1.学生技能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充分利用新建设的各种类型实训基地，在教师的带领下，积

极组织现代农艺技术专业的学生开展各项技能训练，现代农艺技术专

业的学生技能得到了极大在提高，有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学生李桥丽等

学生参加自治区插花比赛，荣获二等奖，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园林园

艺专业学生参加的植保工技能考试，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2.学生就业能力增强 

通过利用学校各种类型的现代农艺实训基地开展技能训练，生产

实训和经营实训，学生的基础技能、生产技能和经营技能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现代农艺专业学生在贵港益富农组培公司工作，得到了老板

的重用，目前已荣获该公司技术中坚。 

3.为社会开展了许多种植技术培训 

利用各种类型的实训基地，开展了多项目的技能培训，据不完全

统计，开展了三大类型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完成培训学员 2428人。主

要完成了自治区水库移民培训项目培训人数 472 人、全区基层农技推

广人员培训 224名、百色市农药经营人员农药经营管理知识培训 1732

名。每一期培训结束，我们都要给学员对培训各方面情况进行满意度

测评，学员对培训工作的整体满意度、培训课程和活动安排、培训资

源、培训方式、方法选择、教学设施与条件、住宿条件与服务质量、

培训管理团队服务态度与质量、培训成果与收获，总体满意率为 99%。 

四、体会与思考 

1.优化了专业建设要素，丰富了专业建设内涵 

促进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训基地十分重视对现代农艺

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及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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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要素进行优化改革，落实“以就业为导向”

的办学方针，大力推行产教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校乡共建，对准行

业市场设专业、对准行业岗位设课程、对准行业要求抓实践、对准行

业育人才。 

促进了以职业活动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的实施。现代农艺技术专业

坚持以发家致富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国家惠农政策为依据，以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参照，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具有行

业企业与专业特色的“弹性学制，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从而使得

实训教学更加符合农村实际，为当地农业培养适用、急用人才。实现

了专业设置与农业发展和社会经济零距离的贴近，教学内容与职业需

求零距离的配合，实践教学与职业岗位零距离的接触。 

促进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更新。基地运行过程中，强化了生产实

训，促进了教学方式多样化，灵活采用“问题驱动教学法”、“案例教

学法”、“项目教学法”等先进的教学策略，大力推进理论实践一体化

教学，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实训基地的建设，为培养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

提供了物质保障。实训基地现有专业教师 11人，其中专任教师 8人，

兼职教师 3人，高级职 6人，师资力量雄厚。 

2.通过实训基地建设，促进了培训工程的有效实施 

实训基地与百色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紧密合作，积极为农村

劳动力转移和百色市的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技能培训服务。两年来，实

训基地依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对 52 名学生和 20 名社会人员进行了

现代农艺技术等相关毕业的培训，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就业

和向企业输送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基地。 

3.提升了师生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了师生专业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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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为专业教师科研开发工作

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为学生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载体和场所。

现代农艺技术实训基地承担着百色市中职学校插花艺术职业技能大赛

的任务。两年来，共有 200 名学生在基地参加了竞赛，我校学生在竞

赛中频频获得好成绩，并在省技能大赛中成绩名列前茅。利用第二课

堂活动，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并参加市级、省级科技创新大

赛，两年来，共有 3 个学生获得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两

年来，现代农艺技术专业教师在国家级期刊、省部级期刊发表论文专

业论文 10篇。 

4. 增强了自我造血能力，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实训基地严格执行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开足开齐各种实训项

目。最大限度地利用基地各种实训设施对外开展各种实用技术培训。

设备利用率达 96%，其中主要设备利用率为 98%。基地积极开展对外业

务，每年生产食用菌 2000公斤，实验室对外开展技术服务，既满足了

社会需要，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降低了办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