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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农业发展，已经不再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模式，科技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对从事这一职业的民众提
出了相应的要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能够有效地增加农业的产
量，减少我国农村赤贫现象的发生，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一、发现问题，深入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指的是农民学习相关的知识，转变自身

的身份定位，成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职业农民。在这一过程中，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唯有掌握了有效地知
识，才能够推动农业职业化和现代化。目前，我国的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培训者和接受培训的对象都出现了一
定的问题。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过程，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
培训对象从培训者处学习知识。再经过相关的农业实践，将自身
的想法和实践经验，反馈给培训者，推动培训者的教育理念和内
容发展。使培训者和培训对象都在实践中得到动态的发展，达到
教学相长的目的。以下是笔者针对这两大群体进行研究之后所发
现的问题。

（一）培训者方面
相关的组织和单位对培训者的管理缺位。导致培训者出现了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错误认知。在培训的过程中懈怠以对，
没有选择正确地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在培训的过程
中，无法树立正确地培训目标。从而导致培训效率低下，使广大
农民朋友丧失了对与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新兴事物的信心。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就此陷入了死循环。

（二）培训对象方面
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对与新型职业农民的职前培

训不甚重视。只将职业培训的开展视作“走个形式”。对与培训
的内容不感兴趣，从心底里抵触这一形式。长此以往，在农民心
中形成了农民职业化培训无用、浪费时间的不良观念。为此，培
训者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农民朋友们了解到农民职业化、
农业生产现代化的重要性。开展个体实验，达到以点破面的效
果，消除农民心中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

二、对症下药，有效开展
（一）初级阶段
培训者通过相关的讲解，让培训对象了解到农业现代化的优

势以及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重要性。长此以往，培训对象也
会更加认真的对待培训。能够认真学习，以达到系统性掌握新型
职业农民相关技能的目标。培训者也需要考虑到培训对象的具体
情况，在教学的过程中多多教授较为重要的知识，以帮助培训对
小有效习得相关技能。

（二）中级阶段
培训者应该引导培训对象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发现自身问

题。把前一阶段所培训的知识转化为专业的技能。这一阶段的培
训不应该被书本框死。而应该带领相关的人员去往生产基地，在
动手中解决技能问题。在展开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过程中，许多
机构与组织在这一步上做的不够完善。培训者为了减少工作量，
常常省去了亲身指导带领实践的环节。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是一
个环环相扣的递进过程，任何一步的松懈都有可能浪费前段的积
累。培训者应该予以重视，促进培训对象相关经验与技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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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当下信心职业弄名培训理念的革新与转变展开了研究。以期能够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理念探讨

（三）高级阶段
培训对象们在现代化农业生产中，应用了初级阶段中所学习

的理论知识，解决了在中级阶段中遇到的问题。这时，培训对象
们已经能够熟练的掌握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要点。在长久的生产中
积累更多的经验，从而达到“量变引起质变”的效果。成长成为
符合当代发展的高级职业农民。培训者们也可以进行甄选，将高
质量的培训对象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壮大自身的力量，推动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的发展。

三、总结与反思
综上所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理念转变后主要分为了三个阶

段。在初级阶段，职业农民需要接受相关的职业培训，掌握一定
的理论知识。在中级阶段，职业农民应积极地参与现代化农业生
产实践。发现自身的不足，与培训者进行沟通，加快学习以弥补
缺陷。在高级阶段，职业农民掌握了知识，积累了实践经验。已
经能够总结出一套相关的理论，开展现代化农业生产。在开展培
训的过程中，培训者要尊重职业农民的发展规律。不断地完善相
关的教育理论和培训制度。积极地开展培训教学，为我国培育出
更多的专业人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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