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４２（３）：１１５～１２０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０６
作者简介：马宏 （１９７９—），男，云南昆明人，讲师，主要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郭丽红 （１９７１—），女，云南大理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ｏ
ｌｉｈｏｎｇ７１２２＠１６３ｃｏｍ．

现代学徒制理念下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以昆明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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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是符合农业发展需求的研究生培养类型，现代学徒制是强化学生技能培养的职

业教育制度．为构建现代学徒制理念下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立足于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的目
标定位，并根据现代学徒制的理念，深入分析了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推进现代学徒制培养理念的可行性，

同时结合昆明学院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在现代学徒制理念下构建了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１２３４５”人才
培养模式．该模式有利于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可充分发挥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农学类专业人才培
养的主动性、积极性，突出培养人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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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层次应
用型专门人才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

军．为社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是高等院校及科

研院所研究生教育义不容辞的使命，在此背景下积

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是非常必要

的．专业学位亦称为职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相比



较，两者的人才培养层次相同，但培养规格各有侧

重［１］．１９９１年我国设置专业学位以来，作为符合
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类型，其人才培养规模所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培养规格和质量在国家层面日

益受到重视．教育部提出专业学位应 “以职业需

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

途径，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２］这与当前高等职
业教育推进的 “现代学徒制”的目标、重点和途

径具有较高的契合度．然而 “现代学徒制”的培

养理念能否运用于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值得研

究．基于此，本文拟针对专业学位的培养特点，探
索采用 “现代学徒制”的理念构建农业硕士专业

学位的培养模式，并以改革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

为目标，发挥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

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才目标培养更贴合国家

发展的需求．

１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基本情况

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历来都受到重视．
而我国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以下简称农业专硕）

的培养，符合国家对农业专业人才的需求．然而农
业专业学位培养体系历经２０年的发展，至今仍在
改革创新．例如：１９９９年农业推广专业硕士作为
农业领域的专业学位开始招收在职研究生；２００９
年从全国硕士考生中调剂录取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２０１３年教育部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上进行改革，农业推广硕士采取与学术硕士不同类

别的考试进行选拔后分类培养；２０１４年农业推广
硕士专业学位改名为农业硕士专业学位；２０１６年
将农业专硕的领域进行重新划分，由原来的１５个
培养领域调整为８个领域［３］．随着农业专硕教育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培养了大批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为使农业专硕的培养目标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

求，应不断创新其培养模式，优化和改进农业专硕

的培养管理体系．目前，在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很多涉农高校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例如：“科技小院”培养模

式在中国农业大学专业实践中推进并在全国推

广［４］；“太行山道路”成为河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

生产相结合的培养模式［５］；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是南京农业大学积极推进校企合作的模式［６］；“四

双制模式”是湖南农业大学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建设背景下提出的培养模式［７］；“高校 －农户 －政
府－企业”是河南农业大学探索出的模式［８］；“三

双、四模块、七学段”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提出

的一种模式［９］；“高校实践平台 －企业实践基地 －
农业生产合作社基地”是云南农业大学建立的三

位一体专业实践模式［１０］等．这些模式均推动了农
业专硕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随着国家对农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

断增加，很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也开始承担农业专硕的培养任务．昆明学院自招收
农业专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硕士以来，根据

农业专硕的内涵与特点，针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需

要，在 “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人的什么、怎样

培养人”上进行深入思考，力争根据学校定位创

造性地探索和构建符合本校农业专硕的培养模式．

２　现代学徒制的理念

德国经济腾飞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德国的现代

学徒制育人模式．目前，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
等也都形成了以现代学徒制为育人模式的培养模

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开始引进德国式现代学
徒制的培养模式，并在一些职业学校推进与校企合

作，获得了较好的效果．２０１４年教育部针对职业
教育的特点，在高职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在政府引导下，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引发了行业的积极参与，目

前已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
现代学徒制是通过 “工学结合”，强化学生技

能培养的职业教育制度，它与传统学徒制存在差

异．尽管现代学徒制仍然采用传统的指导方式：师
傅带徒弟，但其融汇了现代学校学历教育的特点．
因此，它是一种将传统的师傅指导学徒与现代学校

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具有特定的职业指

向性，主要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在现代学徒制体系中，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全过程，其鲜明的特征是：办学 “双主体”

（学校和企业），学生 “双身份”（在校学生和企业

准员工），教学 “双导师” （学校导师和企业师

傅）、课程 “双体系” （学校知识课程体系和企业

岗位课程体系）、评价 “双证书” （毕业证和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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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证／上岗证）．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针对职业院校，

指向的是职业院校学生，是为了满足职业教育主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培养职业精神和提高职业

技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工学结合，全面落实

“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战略选择．目前，有关该
模式在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运用和研究较

少，本文仅查阅到江苏科技大学在工程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中曾提出采用该模式［１１］，而该模式在农

业专硕培养中的运用更是鲜有报道．

３　农业专硕推进现代学徒制培养理念的可行性
分析

　　教育部等６部门编制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提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需系统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体系，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１２］．也就是说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最高层次，已被纳入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中．那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理念能
否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中有效推进？就此问

题，以下从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培养模式和企业

人才需求及企业导师来分析农业专硕培养与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在 “导向、重点、途径”的异同．
３１　农业专硕培养与现代学徒制的导向具有一致性

“掌握农业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

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

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是农业专硕的培养目

标［２］．而现代学徒制是具有特定的职业指向性，
以提高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的人才培养

模式．尽管两者在培养层次上存在差异，但均是围
绕 “职业需求”的导向，因此，两者的导向是一

致的．
３２　农业专硕培养与现代学徒制的重点具有一致性

从培养要求来看，农业专硕在培养期间，要求

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注重实践研究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要求改革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建立联

合培养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比重，并保证实践

教学时间．而现代学徒制施行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
双导师教学，学生具有企业员工和职业院校学生双

重身份，并要求学生有一半学习时间在工厂当学

徒，采取师傅言传身教，学生亲自实践的教学方

式．尽管两者对实践要求的比重和目标有差异，但
均把 “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重点．因此，两者
的重点是一致的．
３３　农业专硕培养与现代学徒制的途径具有一致性

从培养途径来看，农业专硕培养途径是产学研

用结合，校企双主体育人，强化专业与行业、产业、

职业有机衔接．而现代学徒制坚持校企共同育人，
将企业本位职业培训与学校本位学历教育有机结合，

实现学校与企业、专业与行业、学习场所与工作场

所、学习过程与职业生涯的融合．尽管两者培养模
式的广度和深度有差异，但均是围绕 “产学结合培

养”的途径．因此，两者的途径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农业专硕培养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理念是可行的．

４　现代学徒制理念下农业专硕培养模式的框架及
内涵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既然为职业教育最高层
次，那么农业专硕教育理应为农业职业教育的最高

层次．目前普遍存在农业专业学位与职业或岗位任
职资格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而现代学徒制能够将
学校教育与职业或岗位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现

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有效培养模式．由于农业专硕培
养与现代学徒制的导向、重点和途径具有一致性，

因此在农业专硕的培养中针对高层次人才培养要求

和规格，采用现代学徒制的理念是能有效解决专业

学位与职业或岗位任职资格之间的衔接问题．基于
上述分析，昆明学院根据学校的目标定位，积极推

动教育理念转变，深化培养模式改革，在现代学徒

制理念下构建了农业专硕人才培养 “１２３４５”模
式，具体见图１．

从图１可以看出，一突出 （突出职业需求导

向）是主线，两强化 （强化专业实践能力提升、

强化职业适应能力提升）是重点，三统一 （思想

性与知识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统一、学术

性与职业性相统一）是目标，四衔接 （领域设置

与行业需求相衔接、培养定位与产业发展相衔接、

课程体系与职业标准相衔接、专业实践与生产过程

相衔接）是要求，五双制 （办学 “双主体”、学生

“双身份”、培养 “双导师”、课程 “双体系”、评

价 “双证书”）是途径，从而构建了 “１２３４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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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新模式．
４１　以 “一突出”为主线

一突出，即突出职业需求导向，它是农业专硕

培养的主线．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专业学位是一种
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也就是说，其基本属性是职

业性．而当前对于农业专硕的培养大多数还在高校
围墙内部进行，行业系统少有实质性参与．要改变
这一格局，就必须跳出教育本位和高校本位的思维

模式，以满足现代农业需求为目标、产业需求为方

向、职业需求为导向、生产问题为切入点，加强与

行业系统的密切合作，且在这种合作中，行业组织

应占据主导性地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把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实践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更具有职业的导向性和针

对性．
４２　以 “两强化”为重点

“两强化”指强化专业实践能力的提升、强化

职业素养的提升，它是农业专硕培养的重点．
４２１　强化专业实践能力的提升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

圆满完成培养环节的重要保证．由于农业专硕实践
能力与高职的实践能力有所差异，它是一种建立在

科学研究基础之上，把对所学知识在行业工作中创

造性实践运用的能力．强化实践能力的提升是农业
专硕培养的重点，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机制来保

障．首先，加强农业案例教学，强化农业专硕实践
能力培养，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把案例库建

设作为教改项目积极推进；其次，加强基地建设，

制订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支持和鼓励农业专业学位点与行业、企业等共同建

立专业实践基地，为提高农业专硕的专业实践能力

提供平台；第三，培养方案应科学地设置课程体系

和培养环节，在国家要求的基础上加大实践环节的

学时数和学分比重；最后，出台专业学位研究生专

业实践管理办法，对专业实践进行全过程的管理、

质量监控和服务，以保证专业实践的效果．
４２２　强化职业适应能力的提升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明确提出，培养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职业素
养是强国、旺企，以及每个人事业成功的第一力

量．强化职业素养的提升对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
才非常重要，这也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重点．
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性，意味着让职业

教育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必须将职业素养
的培养纳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系统工程，并注

重职业素养三大核心，即职业信念、职业知识技

能、职业行为习惯的培养．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应该培养造就一

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
因此，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把 “职业道德教育”

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纳入培养方案，同时着力增强

研究生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以及善于解决问题的

职业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职业习惯．
４３　以 “三统一”为目标

“三统一”，即思想性与知识性相统一、理论

性与应用性相统一、学术性与职业性相统一，它是

农业专硕培养的目标．
４３１　思想性与知识性相统一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首先需贯穿思想性和

知识性相统一，把 “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

融职业素养培养和专业素质教育为一体，把 “三

农”情怀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思想引领和

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激发学生对农业专业的热

爱，增强学生为 “三农”服务信心和决心，从国

家层面培养 “工匠精神”，从社会层面培养 “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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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从学校层面培养 “改革创新”，从个体层

面培养 “德技双馨”，实现培养适应地方农业发展

需要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

才的目标．
４３２　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统一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要力争摆脱 “学科

本位教育”的做法，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生产

和工作的需要．在要求掌握系统学科知识体系的同
时，注重培养研究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理论

知识应用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做到理论性与应用

性相统一．同时，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和监控体
系中，把研究生创新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创造

性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作为衡量学生培养质量的重

要标准．
４３３　学术性与职业性相统一

在对农业专硕培养目标的管理中，要认识到农

业专硕与学术硕士一样，同属于研究生教育层次人

才的培养，但与学术硕士不同的是农业专硕教育着

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虽然在学

术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要求不一样，但是农业专

硕对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不能因其具有职业特性

而与普通职业教育或技术教育相提并论，其人才培

养的着眼点在于为农业行业或领域培养具有创新能

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因此，在农业专硕培
养过程中，必须强调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统一．
４４　以 “四衔接”为要求

“四衔接”指领域设置与行业需求相衔接、培

养定位与产业发展相衔接、课程体系与职业标准相

衔接、专业实践与生产过程相衔接，它是农业专硕

培养的要求．
４４１　领域设置与行业需求相衔接

既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为行业而设立，那

么专业设置必须与产业需求紧密联系．而在农业专
硕培养中，农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培养方向设置

了８个领域，如何选择所培养的领域，需要根据学
校的特点进行分析，昆明学院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

应用型本科院校，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多年来围绕

都市农业的需求和发展，在选择领域时立足于都市

农业的需求，并首先开设了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

域，今后随着行业的需求，将陆续增设新的领域，

做到领域设置与行业需求相衔接．

４４２　培养定位与产业发展相衔接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产业发展的

趋势必然以产业融合为主，第二、第三产业也向农

业融合，延长了农业的产业链．互联网＋农业的发
展促使智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产业将在内涵和

外延上发生变化，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和规模也必将

发生变化．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一方面，培养
方案要根据产业发展的趋势，科学设置培养目标和

要求，同时改革培养模式，激发研究生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要为研究生提供职业

教育和职业指导，引导其根据产业发展制订职业发

展规划，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职业胜任力，使

人才培养定位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
４４３　课程体系与职业标准相衔接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要紧密围绕 “职业

标准”的基本要求，优化课程体系，优选课程内

容，每年遴选一批优质课程进行建设，使学生所学

知识与就业岗位技能相适应．此外，在课程体系中
除了职业道德教育课程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基础知

识的教育外，还要积极实施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将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等思想

政治教育核心精神纳入到专业课程体系中，提升研

究生的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
４４４　专业实践与生产过程相衔接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需要根据培养目标与

社会需求的紧密性，坚持专业实践与生产过程相衔

接．在教学过程中既要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提高理
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的关联度，又要增强学生对于现

代农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了解与把握．在专业
实践中要紧密联系实际生产需要，体现选择性和先

进性．要积极进行教学方法创新，通过丰富的案例
教学、模拟训练等教法为专业实践奠定基础．同时
对实践考核评价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加强能力考核

与培养过程考核，特别是要重点考核研究生运用所

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水

平和能力．
４５　以 “五双制”为途径

“五双制”指办学 “双主体”、学生 “双身

份”、培养 “双导师”、课程 “双体系”、评价

“双证书”，它是农业专硕培养的途径．
４５１　办学 “双主体”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国家提出 “积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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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鼓励行业、企业及社会力量支持、参与专业学

位教育”，并强调企业的主导作用，鼓励企业积极

参与教学活动，形成学校与企业 “双主体”的办

学模式．
４５２　学生 “双身份”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学生具有双重身份，

即学校学生和企业 “准员工”，学生采用工学交替

的方式完成学业．
４５３　培养 “双导师”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需要建立健全校内外

双导师制，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校内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全程指导研究生，同

时聘请具有较强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校外导师参

与专业实践教学以及学位论文开题、撰写、答辩等

指导工作．通过强化导师团队建设，使农业专硕培
养规格与农业行业人才需求有机衔接．
４５４　课程 “双体系”

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中，需要搭建学科体系理

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套课程体系，学科体系理论课

程学习主要在学校内完成，实践课程体系需要学校

和企业紧密衔接，以满足生产实际需求为依据，注

重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强

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４５５　评价 “双证书”

建立 “双证书”评价体系，是保障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重要措施． “双证书”指毕业证 （学位

证）和职业资格证，是推进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

衔接的重要举措．昆明学院在农业专硕培养过程
中，要加强整体规划，进一步明晰农业专硕培养目

标定位．此外，要强调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并对
学生的职业素质按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的 “农

作物植保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或 “农业技

术员”进行考核认证．同时，按照国家指导方针，
建立农业专硕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产教研学贯穿

整体、有机整合的机制，使毕业生评价机制有力支

撑职业需求导向下的培养目标的实现．
昆明学院农业专硕培养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积极推进农业专硕培养模式研究，提

出了现代学徒制理念下农业专硕 “１２３４５”人才培
养模式．今后，昆明学院拟在此模式下，以职业需
求为核心，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关键，以更新培

养模式为重要环节，使农业专硕培养的领域设置、

培养定位、课程体系、专业实践等立足于为农业发

展，培养应用型的高层次人才这一内涵和本位上，

实现培养适应地方农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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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戚亚梅．关于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探讨

［Ｊ］．农业科技管理，２０１９（５）：７０－７３．

［４］张宏彦，王冲，李晓林，等．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

位研究生 “科技小院”培养模式探索 ［Ｊ］．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５］申书兴，张建政，翟玉建．地方农业院校特色发展的

战略思考：河北农业大学 “太行山道路”的继承与拓

展 ［Ｊ］．高等农业教育，２０１１（８）：８－１０．

［６］南京农业大学．关于印发 《南京农业大学企业研究生

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实施细则》和 《南京农业大学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要求及管理规定》的

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１－０９］．ｈｔｔｐ：／／ｘｂ．ｎｊａｕ．ｅｄｕ．

ｃｎ／ｉｎｆｏ／１００５／１３９２．ｈｔｍ．

［７］曾雄旺，贺建华，李阿利，等．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

背景下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 “四双制”培养模式

探索 ［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４（９）：２２－２５．

［８］王文亮，李雪梅，肖美丹，等．校企协同创新驱动要

素分析：以河南农业大学为例 ［Ｊ］．技术经济与管理

研究，２０１５（１）：２６－３１．

［９］陈勇，周发明，彭健民．全日制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 “三双四模块七学段”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７（３）：３７－４３．

［１０］谢勇，李铷，谢世清．专业学位农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与思考 ［Ｊ］．高教论坛，２０１８（８）：７１－７５．

［１１］魏海峰，张懿，王敏，等．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Ｊ］．人才资源开发，

２０１７（２）：２００－２００．

［１２］卓炯，杜彦坤．农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的思考 ［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９（４）：

３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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