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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
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与行动逻辑

祁 占 勇,王 羽 菲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摘 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

化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衡量农村职业教育是否现代化

的基本尺度。在理论依据、政策文本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运用德尔菲法和AHP(层次分析法)从发展

环境、教育保障度、教育统筹度、培养质量度、社会贡献度五个维度建构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在指

标体系的指引导向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要求,需要从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坚实的保障供给、创

新科学的管理统筹、强化适切的人才支撑、汇集多元的社会贡献协力等方面搭建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行动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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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中国农村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农村职

业教育也被赋予了新使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肩负着智力支持、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应该

在乡村振兴中起到引领作用[1]。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教育现代化是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高水平教

育形态,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成为新时期国家教育顶层设计和教育系统实践变革的重要任务。农

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立足农村,区别于城市职业教育现代化,承载着时代新任务。农村发展的根本出

路在于现代化,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是农村教育的根本变革,是
全社会主体参与的改革与发展农村教育的实践活动。这既是一个主体性参与的动态发展过程,也
是一个延展性的目标体系。没有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农村教育现代化,更不可能有教育现

代化。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的发展目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

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包括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的现

代化,以适应并助推农村现代化发展为目标,遵照农村社会特征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特点实现农村

职业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整体转换过渡的过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农村现代化教育模式,完成培养全

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任务,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出发点与归宿[2]。农村职业教育现

代化是与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教育发展特征和趋势,它既是应对农村现代化需求之策,也是农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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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应然选择。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从木桶原理的角度来看,也是当前

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薄弱环节。作为推进农村发展的关键力量,农村职业教育在自身发展过程

中面临着诸多顽疾:一方面,在程序化运作下,出现办学模式单一、发展定位模糊、课程设置偏离农

村实际、“升学无基础,务农无技术”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单维的“自系统”封闭式管理加速了“普
职成”教育系统之间的疏离,难以有效解决人口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土地及地域空间变化

等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资源配置要素结构性失衡、“去农离农”等
问题丛生,严重阻碍了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美丽新农村建设,牵制了我国乡村振兴与农村可

持续发展[3]。由此看来,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依旧任重道远。那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

职业教育现代化有哪些方面的现实意义? 如何设计并建构出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相应

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行动逻辑是什么? 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促进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所助益。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

务。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人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纽带,在乡村振兴战

略的指引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显现出其“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具体而言,“工具价值”体现

在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能够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本体价值”强调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促进人发展的价值,主张农村职业教育满足人的基本生活

需要,发展人的个性与潜能。因此,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解决好“三农”问题、跟进农村农业

现代化、支撑精准扶贫工作的必然选择,能够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
(一)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支撑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相依并举,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战略需要,培
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农业现代化是将依赖直接经验和手工

工具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手段和先进设施装备农业的过程[4],包括“农
业生产手段现代化大大降低农业劳动者的体力强度,提高生产率;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化提升农产品

品质及其国际竞争力;经营方式产业化以形成产业化的先进农业,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

化的经营格局”[5]等三个方面。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现程度越深,所体现出来的现代化技术和水

平越高,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是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要求深刻落实质量兴农战略。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紧跟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重视农业生产质量效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的渗

透,采取多重手段合理布局农业生产力,优化现代农业走上增产与提质并举之路,农村职业教育现

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不谋而合。二是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倡导积极构建农业对外开

放新格局。农村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能够使有限的资源朝着更加合理化配置方向发展,通过技

术化手段的传授与培训提高我国区域特色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农产品贸易关系,加深农村农业的开放化程度。三是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助力构建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现代农业是多功能农业,农业多功能化需要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在农业与相

关产业交叉、融合发展中充分展现现代农业的多重功能,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的必然选择。现代职业教育拥有提供现代信息服务、中介服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等多种

专业能力[6],能够改变以往农村单一的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深刻促动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

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
(二)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是强化乡村振兴人才供给的优先选择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打破人才瓶颈。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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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存在着培养目标单一化且缺乏前瞻性、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脱节、教学内容更新缓慢、专业设

置调整缓慢滞后等问题[7],其现代化发展薄弱阻滞着乡村振兴系统工程的进程与效果。教育具有

形成人的功能因而人才需要教育与由于人需要形成自己才赋予教育形成人的功能都是教育价值形

成的根源[8]。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其功能也是形成人,价值

在于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因此,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理所应当是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的优先选择,肩负着新时期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及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人才供给

新使命。一是有助于促进农民观念的现代化。只有当人化的教育现代化真正实现,教育才有可能

让受教育者按照人化的方式去引领、规划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现代化[9]。人的现代化体现在对改

变现状的积极渴望,对先进思想和新鲜事物的不懈追求,不畏权威也不相信封建迷信。农村居民社

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因循守旧的小农意识造成观念扭转难度大。农民观念现代化是农村职业教育

现代化的核心,农村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可以引导农民自觉、积极为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贡献力

量,从观念的现代化开始,培养农民的现代人格与公民意识,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和

主力军,为创造安定稳定和谐农村环境提供软实力支撑。二是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

农民是传统农民的一次自我超越,也是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

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途径,在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理念指引下,革新以

往传统单纯农业生产技能培训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农村职业教育为工具载体,向原理、科学、技术导

向转变,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劳动中探寻并实现自我价值。进一步完善落实学分制、弹性学习制、
多样化学习成果转换制,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着力打造“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农业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并举实现农业

劳动者现代化,充盈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储备。三是统筹城乡公共教育的重要途径。统筹城乡教

育是一种常态的价值原则,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充盈了统筹城乡教育的多样性,其多样性强调

统筹城乡教育改革不是标准化的单一模式,有效防止在教育统筹实践中的同质化倾向与简单的模

式复制[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优先发展

农村教育事业,推动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弥合城乡教育鸿

沟、实现教育公平的有力武器,其现代化发展是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平衡的价值旨归。农村职业教育

现代化发展席卷着“互联网+”等一系列信息化的教育方式入驻农村职业教育,筑就的教育公益道

路将会有效的缩小城镇差距,拓展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外延。
(三)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是助力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核心抓手

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领航,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新时代,收入不再是研判农户贫困的唯一标准,
多维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已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11]。扶贫攻坚是《意
见》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承担着传授致富知识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职

能,还给予贫困地区民众树立先进的致富理念和信心。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对贫困问题的

分析完成了从区域到人的转换,提出通过跨文化交流与教育援助提升贫困者自身反贫困能力和主

体性地位[12]。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还明显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在瞄准贫困人口

精准帮扶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方面有所欠缺,扶贫脱贫工作质量要紧抓不懈。因此,通过提升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改善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是精准

扶贫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首先,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在运行过程中强调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

位,采取切实合理的教育举措结合集中有效的技术支持,为打好精准脱贫这场新时期攻坚战做好扎

实准备。其次,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要求精准化管理,强调扶贫的精确性,瞄准贫困人口精准帮扶,
对困难农村居民以及适龄人口进行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对各种人、财、物的配置以及各种

制度措施都要落到实处;精准施策因地制宜的课程教学内容,设置具有地域特色的专业,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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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指向性地帮助农民获得技术、摆脱贫困。最后,注重扶贫的有效性,从精准聚焦到拔根除

贫,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防止贫困人口再次返贫,
有效规避以往扶贫工作方向出现的偏差,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要求统合扶贫、扶志、扶智、扶心,改
进帮扶方式方法,将救急抒困和内生脱贫联动起来,正如舒尔茨所说:“土地与人口本身不尽是导致

落后的主要与绝对性影响因素,而劳动者的技术能力和人文素养水平的高低才是决定落后的关键

点。”[13]既要从思想上引导贫困群众、逐步消除精神贫困,也要依靠现代技术的传授提升贫困群众

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实现可持续的长效稳固脱贫。
(四)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质量是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的必然举措

马克思指出,“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14],呈现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实现“农村美”,“里子”与“面子”同等重要,既是山清水秀的外在环

境美,更是乡风文明构筑的内在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将呈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生态美景。在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质量基础之上,进一步满足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对实现乡村绿色发展大有裨益。一方面,打造生态宜居,建设美丽新农村。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
村落是反映乡土社会深刻变革的主要空间和集中表现,是农业生产的载体和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
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依托巩固农村职业教育

现代化质量水平抓牢乡村生态建设,在实践教育教学环节中将现代农业中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防

治技术、生态农业及循环农业建设技术等各项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技术应用于美丽乡村管理应用模

式,凸显农村职业教育之于乡村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塑造乡风文明,繁荣兴盛农村文

化。中国社会以乡村为根基,乡村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城市文化的兴起难以阻断乡村

文化的生息发展,因此需要以现代化精神来改造乡村文化、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文化和乡土文明。实

现乡风文明需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抓,充分发挥教育与道德的力量,提高村民文明素质,提
升村民的内在美。作为新时期新农村文化传播的新型载体,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搭建农村文化

建设体系的重要手段。故而在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步发展过程中必须突出自身的文化内涵和

意蕴,而非一种单纯的农业生产技能培训,还要把相应的规范、秩序以及道德要求传授给受教育者,
将科学与民主的相关知识传授于农民,实现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双重提升,促进乡村文化繁

荣,提升乡村魅力,助力乡村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15]。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设

为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2035的美好愿景,建设制度完备、体制机制健全、层次结构科学的

现代职教体系,本研究采用科学的方法设置了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来全方位把握农村职

业教育发展现状,从而有助于针对性地补齐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短板。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

指标体系是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具体量度表达,作为衡量农村职业教育满足个人及农村发展需

求程度、判断农村职业教育运行状况是否科学的参量系统,对保障农村职业教育活动、实现其现代

化发展发挥着“指针”与调控作用。指标体系以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农村职教发展

具体情况为基础,瞄准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扶持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力求全方位立体式覆盖农

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系统,引领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描绘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腾飞蓝图。
(一)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文本分析

1.理论基础

当前教育现代化评价框架采用决策导向型模式CIPP分析框架居多,其全程性、过程性和反馈

性的特点符合职业教育现代化评定与监测的要求,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统一性。本研究在依据

CIPP评价模式的基础上,参照借鉴国内外科学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先进经验,联系当前我国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实诉求,设计了背景———发展环境、投入———教育保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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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统筹度、过程———培养质量度、产出———社会贡献度的系统框架结构。

2.构设依据

主要源自政策文本与现有研究成果两方面。国家政策法规依据主要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为中心,根据《意见》中“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遵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依据《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结合《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教育

2030行动框架》《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相关政策法规,借鉴国内外现有教育现代化

发展指标,在大量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并反复研究修改的基础上形成指标

体系。

3.使用说明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涵盖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84个三级指标即监测点。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很难用一种单纯的量化指标去衡量,因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本身是十分

复杂的,单一的量化指标无法说明,纯粹模糊的定性指标难以概括,必然是将二者有机结合[16]。该

体系主要以量化结果作为评定依据,适当辅以定性描述。对于数据收集较困难的指标,通过发放问

卷、专家评议等方法收集信息,综合分析后按照等级予以赋分。
(二)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构过程与方法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本指标体系依据《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提出的五条意见提炼出发展环

境、教育保障度、教育统筹度、培养质量度、社会贡献度五大一级指标,并根据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

展要求、结合农村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设计出二级指标以及相应的三级观测点。然后,通过 AHP
将决策问题的有关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深入分析复杂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

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决策产生的思维过程进行数学化呈现[17],梳理出层次结构模型(如
图1)。

图1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层次结构模型

2.构造判断(成对比较)矩阵

在确定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权重时,采用桑蒂(Santy)等人提出的一致矩阵法,即不同时把所

有因素一起比较,采取两两对比的较为简单操作方法,利用相对尺度判断降低被调查者的选择难

度,在结果的准确度方面有所保障。针对上一层某元素,从第二层开始,对下一层与之相关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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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层间有连线的元素),两两比较后得出相应的重要性等级,其赋值如表1。
表1 元素两两对比时的重要性等级及其赋值

序号 重要性等级 aij赋值

1 i,j两元素同样重要 1
2 i元素比j元素稍重要 3
3 i元素比j元素明显重要 5
4 i元素比j元素强烈重要 7
5 i元素比j元素稍不重要 1/3
6 i元素比j元素明显不重要 1/5
7 i元素比j元素强烈不重要 1/7

 注:aij={2,4,6,8,1/2,1/4,1/6,1/8}表示重要性等级介于表中相应值之间时的赋值

按两两比较结果构成的矩阵A=(aij)称为判断矩阵。易见aij>0,aii=1且aij=,即A为正互

反矩阵。

3.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层次分析法判断矩阵的建立过于依赖人的主观判断,主观的错误判断会带来整个评估方法的

失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获取原始数据,选择10位农村职业教育领域内的

专业人士作为调查对象,将调查内容即指标体系中一级、二级指标制成相应表格,请他们发表意见

并对指标按照表1中元素两两对比时的重要性等级进行相应赋值。运用统计方法得到一系列相对

客观的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建立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根据表1中标度的含义及问卷调查的结果,计算出各指标的几何

平均数。A1=

1.0000 0.5962 0.8363 0.6262 0.7276
1.6772 1.0000 2.4874 0.9559 1.8627
1.1958 0.4020 1.0000 0.8461 0.9830
1.5968 1.0461 1.1819 1.0000 1.9486
1.3744 0.5368 1.0173 0.5132 1.0000

æ

è

ç
ç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
÷÷

利用 MATLABR2018a软件计算出A1 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为(0.14204 0.28788 
0.16055 0.25178 0.15775)T。

下面对A1 进行一致性检验:第一,定义一致性指标CI。由计算公式CI=
λmax-n
n-1

,得CI=

0.017878。第二,查出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见表2),得RI=1.12。建立一致性检验判别

式,即CR=
CI
RI
,得CR=0.015963<0.10,因而A1 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其它涉及对判断矩阵

的检验都是按A1 的一致性检验步骤进行的,不再赘述。
表2 矩阵阶数对应的RI值

阶数 3 4 5 6 7 8 9

RI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建立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发展环境下的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A21=
1.0000 2.0867 1.7600
0.4792 1.0000 0.9642
0.5682 1.0372 1.0000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可得 A21的最大特征值所对 应 的 特 征 向 量 为(0.48912 

0.24509 0.2658)T;CI=0.00099886,RI=0.58,经一致性检验得CR=0.0017222<0.10;所以

A21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教育保障度下的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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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1.0000 2.2275 2.8434 3.2504 2.3301
0.4489 1.0000 2.2016 3.0095 2.6327
0.3517 0.4542 1.0000 1.9885 0.8184
0.3077 0.3323 0.5029 1.0000 0.3906
0.4292 0.3798 1.2220 2.5602 1.0000

æ

è

ç
ç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
÷÷

可得 A22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为(0.37782 0.26333 0.129 0.079218 
0.15062)T;CI=0.033448,RI=1.12,经一致性检验得CR=0.029864<0.10;

因而A22的一致性也是可以接受的。
教育统筹度下的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A23=

1.0000 0.8580 1.1729 0.7098
1.1655 1.0000 1.2765 0.5573
0.8526 0.7834 1.0000 0.5885
1.4089 1.7944 1.6993 1.0000

æ

è

ç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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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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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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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A23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为(0.22368 0.23275 0.19226 0.35132)T;因CI
=0.0052461,RI=0.90,经一致性检验得CR=0.005829<0.10,因而A23的一致性是可接受的。

培养质量度下的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

A24=

1.0000 1.0118 1.0801 1.2765
0.9884 1.0000 0.8634 1.0461
0.9259 1.1582 1.0000 0.9368
0.7834 0.9559 1.06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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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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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A24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为(0.27119 0.24263 0.25006 0.23612)T;因CI
=0.0041885,RI=0.90,经一致性检验得CR=0.0046539<0.10,所以A24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社会贡献度下的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为A25=
1.0000 1.1298 0.6084
0.8851 1.0000 0.7009
1.6435 1.426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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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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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A25的最 大 特 征 值 所 对 应 的 特 征 向 量 为(0.28804 0.27836 0.43361)T;因 CI=
0.0038494,RI=0.58,经一致性检验得CR=0.0066368<0.10,所以A25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4.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二级指标权重占其对应一级指标的权重和该一级指标占总目标的权重的乘积即为此二级指标

占总目标的权重。进行统计与计算处理后,综合各专家意见的各项指标权重值如图2。准则层1
对目标层、准则层2对准则层1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满足一致性要求,因此整体一致性

检验可以忽略。

图2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各级指标及权重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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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各级指标以及权重分配情况,在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级指标中教育

保障度(0.29)与培养质量度(0.25)所占比例最高,尤其是教育保障度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保障性指

标,为整体过程的顺利运转提供物质与人力保障,其重要性显著程度最高,认可度较高,扮演着主要

角色。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实现途径就是依托人才培养,提升其培养

质量,进而有助于提高其现代化水平,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可靠的现代化人才输送与保障。在二级

指标中,重要程度较高的依次是经费投入(0.10)、师资建设(0.08)、政策环境(0.07)、教育普及度

(0.07)、服务农业产业发展能力(0.07)、体制机制与管理(0.06),对应相应一级指标下的核心指标。
由此可见,经费、师资、政策、服务能力等在现代化的农村职业教育中属于决定性的主导力量,共同

参与指引着农村职教的发展走向。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行动逻辑

根据一般系统论,系统要素作为构成系统的基本单位在系统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非孤立

存在的,各要素在相互作用下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与要素相互依存,一旦缺失

二者之一,整体性质将发生变化,要素也将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18]。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作

为一项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单兵突进难以奏效,需要各相关要素共同发力支撑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

代化。立足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由指标体系中背景———发展环境、投入———教育保障度与教

育统筹度、过程———培养质量度、产出———社会贡献度的维度入手,确立发展环境、保障供给、管理

统筹、人才支撑、社会贡献为相应组成要素,共同组成并支撑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这一整体系统,全
面践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行动逻辑。

(一)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本遵循

良好的发展环境是积极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沃土。一是要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政

策环境。美国政策学家安德森(Anderson)认为,政策行动的要求产生于政策环境,并从政策环境传

至政策系统[19]。要逐步建立完善的农村职业教育法律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科学现代

化管理力度和法律保障。以完善立法为基础,加强执法力度,积极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与

实施,加强法治乡村建设。要紧跟时代步伐及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积极丰富政策的时代内涵,紧
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求,及时出台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培养方案、培训细则、进修制

度等,逐步构建完整的以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为发展平台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与认证体系。二是

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纳入区域经济及教育发展规划中。《意见》指出,要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

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要在区域县域发展的布局谋篇

中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提升其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增进农村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

协同并进。三是紧密对接人才市场。充分重视人才市场在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激发市场活力,通过提升技能人才就业服务水平、社会宣传动员表彰等多种形式活跃农村职业

教育的人才培养,解决好教育与就业的对接问题,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增收。
(二)提供坚实的保障供给: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应然路向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主要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要

优先满足乡村建设需要,投入方面做到优先保障,优先安排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

的收益性是累计而非一蹴而就的,人力资本的开发与收益并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这决定了教育是

一种多元投入的准公益性事业,必须形成多元投入的格局。因此,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一是

在物质投入方面,要提供充足、细化、妥善的保障供给。要根据农村农业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

需求进行适时调整与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实现资源使用最优化,结合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与要

求,拓宽资金筹集和经费投入渠道,摆脱农村职业教育低水平运转陷阱;给予农村职业学校政策优

惠,建立健全优秀贫困学生补助与资助制度;依照区域县域情况适当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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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学费和助学政策的实施。此外,重视职业教育相关配套设备的保障供给,保障生机比和实习基地

达标率及使用率,通过搭建教学网络平台、提高数字资源覆盖率、扩展自主开放资源量、增加信息化

教学时数等提升农村职教的信息化水平。二是在人才投入方面,要加强农村“双师型”师资队伍建

设。做好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工作,需要依靠教师这一主力军。首先,吸引并遴选出优秀毕业

生及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及时充盈教师队伍,促进教师合理流动,引导鼓励具有相应资格人员到农村

职业学校任教,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教师的学历达标水平,进而保障现代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质

量;其次,大力开展继续教育,在农村职教教师队伍中率先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组织,依托教

育部启动实施的“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保证在职教师的培训与进修环节,有效提升农村职教教

师专业技能、知识体系、教学能力素养;最后,强化县级职教中心的现代化信息校园环境建设,要及

时迎合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趋势与背景形势,提高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率,创新利用多样化的远程教

育模式,加大农村远程教育投入使用[20],为教师的教学环境创设良好的氛围。
(三)统筹创新科学的管理: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破解依赖传统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瓶颈、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腾

飞崛起,需要依靠科学的管理体制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统筹管理,完善其运行机理,实现农村职业

教育管理的现代转型[21],才能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掷地有声、扎实深入。一是提升农

村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根据区域实际,制订县级职教中心建设标准;全面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对县域内各类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管理,将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成人继续

教育等多种类型教育统合出融合立体的发展模式,形成科学规划、凸显优势特色的新型发展格局;
依托县级职教中心,积极开展各项针对乡村振兴计划的具体服务工作,合理利用广阔的社会与教育

资源,开展一批社区学院教育试点,支持一批县级职教中心建设[22]。二是建立农村职教改革创新

试验园区。在各县域内遴选出办学条件优良、办学积极性高的地区设立创新试验园区,以开放化的

办学理念汇集行业企业以及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到职业教育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办学筹建与后续发展

中去,积极探索股份参与制和混合所有制等多样化办学模式。此外,将改革创新实验园区建设发展

与“绿色乡村”“美丽乡村”、特色农家、乡村生态旅游等富民工程相融合,促进职业教育与绿色生态、
现代农业、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在人才培养的质量、数量和效益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三是发展

农村职业教育集团。依照国际经验,自20世纪60年代起,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培训学院”、德国

的“跨企业培训中心”、美国的“综合教育集团”等集团化职教发展模式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职

业教育实现创新突破的风向标杆。基于现实考量,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落后,资源短缺,与
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目标尚有距离。因此,发展资源互补、互利、共享、共赢的农村职业教育集

团势在必行。在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职教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集团化发

展道路,充分发挥集团联合的广阔优势,整合各方秉持经济理性主义原则的潜在主体的利益诉求,
达至利益的契合而自觉地选择合作策略,形成利益共同的稳定、长效、良性发展的农村职业教育集

团。促进农业生产过程与职业教育的适度融合,推进校企间的联合教学,精准对接农业市场的现实

需要。
(四)强化适切的人才支撑: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定位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要求就是要把人力资本开发置于重要位置。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应

将切实培养符合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劳动人才明确为战略定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打造新型

职业农民,找到破解人才瓶颈制约的良方。一是要强化实用技能培训。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办法[23]。马克思的劳动教育思想充分表明了劳动与教育的

无缝适配,彰显了在劳动中培养自由、和谐、充分、全面发展的人的精神内涵。目前,大多数县级职

教中心脱离生产实际、偏重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等现象屡见不鲜,是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前进过程

中的巨大障碍。澳大利亚农村职业教育发达的重要缘由就是始终倡导能力教育和素质教育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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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开发实用技能方面倾注力量,避免技术脱离实际的尴尬局面。因此,未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

的发展方向应该转向提升受教育者的劳动就业能力,把打造“一专多能”的实用型人才作为人才培

养工作的重心,从技术操作能力、创新创业意识、市场化经营理念等着手,致力培养出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助力乡村振兴。二是农村职业院校要紧密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提升

办学理念。坚持为“三农”办学的宗旨,从“一切为了三农”“为了三农的一切”出发,全面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需求开展办学,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为广大农民提供现代

化农业技术和就业信息服务的中心力量。县级职教中心要遵照乡村发展的差异性程度多样化选择

办学模式、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主战

场[24]。三是大力发展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教育民主化理论强调既要追求教育机会的均等,也要

追求教育的自由与民主,更要追求以学生的差异和需求为本。农村职业教育要面向各地现代特色

生态农业体系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空间布局、专业设置、资源配置与服务定向上要加强城乡统

筹[25]。乡村振兴要求重构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因此,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城市优质职

业院校与农村职业学校开展丰富多样的联合办学、教学交流,支持城乡职业学校在教师交流挂职、
技术培训、课程研发、学生转段交换等方面开展多样化合作。

(五)汇集多元的社会贡献: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首先,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理念。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确立“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新理

念、确立“城乡统筹”的职业教育新思维、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目标。从顶层设计入手,面向各地现代

特色生态农业体系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面向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国家急缺的技术型人才,满足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转型的战略要求。一方面,直面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农业现代化将减少从事农

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村职业教育要为新型城镇化培养转

移劳动力持续发力,进一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边际报酬、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

面,在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应直面短板,强调面向“三农”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6]。其次,强化服务农业产业能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重点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就必须聚集众多经济主体。因此,必须要强化行

业、企业等全方位参与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持续注入活力。现代农业发展催

生乡村新业态,要协同农村职业教育与地域特色产业,延伸乡村新经济产业,促使乡村一二三产业

逐步融合。美国培养职业农民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支持农民发展特色产业。要有针对性地将产业

发展需求与趋势及时融入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结合特色产业扶持发展规划,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与特色产业发展互动,提升服务农业产业能力。最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乡村振兴,乡风文

明是保障。文明的乡风是汇聚社会资本的重要前提。社会资本本质上作为一种支持性的社会资

源,主要表现在物质、安全、精神以及尊重方面的保障功能,在功能上与社会保障相契合,并带来人

们心理满足感的普遍增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福利效应。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社会资本的

深度与广度对于改善自身健康、提高个体劳动效率、改善心理与生理健康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27]。同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穷人的资本”对农户缓解贫困起着重要的作用[28]。农村职业教育

作为全面提高农民综合职业素质、精神文化修养、积累社会资本的基础工程和主要阵地,是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途径。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要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教

育引导、实践探索、制度保障三管齐下,结合当地农村的现实特征,促使职业教育在思想道德孕育培

养方面深入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营造和谐愉悦的乡村氛围,从精神层面革新

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崭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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