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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社区教育实验农场基地

摘　要　青浦区白鹤镇农村人口众多，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镇成校结合地

域特色和社区居民素养提升的需求，发挥社区教育实验基地的功能，推进新

型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行动，培养一批具有农业生产职业素养的新型农民。

白鹤位于青浦西北部 , 全镇总面积 58.49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29.61 平方千米，全镇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约 2.8 万人，农村人口众多。学校

为了践行青浦区提出的“坚持农科教结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社区教

育主线，利用区域内优势资源开发社区教育实验基地，以实验基地为依托，

开展各种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实验基地在农村社区教育中的作用，

促进农民观念转变，着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一、基本做法

（一）搭建平台，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白鹤镇社区学校根据镇域农民人口众多的特点，整合区域优势资源，

申报并获准建设了青浦区社区教育实验基地——白鹤成校实验农场基地。

实验农场基地占地 0.014 平方千米，是新型农民培训示范基地、青少年劳

动实习基地和燎原项目特种蔬菜试种基地。上级部门批准该农场作为区农

林类唯一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所，配有钢管设施大棚 10 套，专门准备为

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操作考试用的大棚有两套，内设瓜果栽培工、蔬菜园艺工、

大棚蔬菜工等考核点。基地坚持对接农业先进技术，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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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培训的资源和场所。社区教育实验基地突破传统学校局限，整合区

域内优势资源，为农民参与专项学习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利用这一平台，

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开发课程，提升社区活动品质

学校根据实验基地的学习情况，开发、应用与推广“现代蔬菜园艺”“瓜

果栽培”“草莓栽培”等社区教育课程。其中“现代蔬菜园艺”“瓜果栽培”

参加国家职业资格类的技能考试，考试合格的市民取得上海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颁发的初级或中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草莓栽培”课程参加农民

工上岗证考试，考试合格的市民取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职业上岗

证书。在教学方式上，一是采用“大课堂”教学形式，坚持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把知识、技术讲深讲透，把科学道理讲明，把文雅的艺术通俗化。

二是采用“田间课堂”“田间医生”的方法，深入农户田头现场指导，帮

助其解决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三是聘请专家开展针对性的指导。

实验农场通过举办“草莓发展论坛”等方式，增强果农的理论认识，把握

农业技术的科学前沿知识。四是根据教学工作需要，有选择地采用现代化

教学手段，配以相应的课件进行教学。

（三）注重培训，灵活开展教育教学

学校以基地活动为核心，构建了社区学校、科协、合作社、农业指导

站等相关单位和部门为核心的农业技术培训网络，条块联动、相互合作，

开展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教育系列培训。学校充分发挥农场实验基地的

作用，积极开展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对专业农民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者、

蔬菜园艺工、瓜果栽培工等初、中、高等级的农业职业技能工种的培训和

鉴定。在创业农民培训中，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专业生

产大户等开展以农业产业化经营者（中、高级）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职业技

能培训。

针对本镇特色农业，学校还设置了草莓育苗方法的课程，通过显微镜

观察草莓花芽分化的情况，掌握草莓定植技术，草莓病虫害防治以及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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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后处理等实践技能操作，使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很有实用性、指导性。

近三年来，学校开办“草莓栽培”培训班 68 班期，培训农民达 5000 余人次。

订阅《农村科技》类报刊及杂志的人在逐年增加，不少人把兴趣转移到运

用科技致富上，学农村实用技术，用新技术劳动致富的风气越来越浓，农

民的职业技能素养在相互学习、共同探索和深入实践中得到了提升。

（四）开展项目，科学策划基地活动

为了提高农民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学校向上级部门申报并获得批

准的项目有：大棚蔬菜（模块 / 中级）、农业产业化经营者（四级 / 中级）、

瓜果栽培工（五级 / 初级和四级 / 中级）、蔬菜园艺工（五级 / 初级和四级

/ 中级）等。农民培训以农业生产发展的主导产业、主推技术、主导品种为

主，以村、合作社、专业场等为单位组班，重点开展“一村、一品、一训”，

切实提高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具有针对性

的课程设计，以掌握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技术和疫病、虫害防治技术为

重点，使培训工作真正切合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培训工作还与科技入户

相结合，组织农业科技人员直接进村入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

直接到人，提高了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实际操作水平。

（五）重视人才，全面提升市民素养

师资队伍建设直接影响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既外聘也自培。对本行业内专业农民培训的师资队伍加强指导和检查，定

期组织培训教师参加行业内培训，开展教研活动，统一专业的教学内容和

方法，保证专业农民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同时积极组织行业技术推广部门

的专家教师，建立师资库，成立讲师团，并公布专家教授的联系方式，方

便农民及时沟通，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学校还自培农民培训的教师，鼓励

本校教师积极参加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类的考试，目前获得瓜果栽培工初级

证书的有三位、中级的有两位；获得蔬菜园艺工初级证书的有三位、中级

的有两位。学校的教师不但研究农民教育的教学、教法，而且还研究教材、

教育的对象，在备课的过程中备两头，既备教材也备学员，更备学员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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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能力以及培训方法如何实现最佳。

二、工作成效

农场成为重要的社区教育基地，功能不断拓展。通过近三年的实验，

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充分发挥了农场的基地作用，基本完善了推进社区

教育的长效管理机制。

形成了多样化的农场培训项目，提高了农民培训的效果。学校还与国

家农林类的职业教育培训相结合，使农民将在农场教室里的理论知识学习

和在室外大棚基地上的技能操作培训相结合，学以致用，并最终通过考核

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基本建立了实验农场与合作社等的联合办学机制。在镇党委副书记的

协调下，实验农场与有关合作社及镇有关科室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议书，

带动了农村社区教育长效机制的完善，使农科教相结合的社区教育办学体

制得以通畅开展。

建设了一支有较强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工作团队，拓宽了农村

社区教育领域，拉动了农村社区教育动能，形成了一条农科教结合的社区

教育发展之路。至今，已经建立了一支有 13 名专职教师、16 名兼职教师、

24 名志愿者的师资队伍。

编写了《有机草莓栽培与信息》《特种蔬菜种植》《现代蔬菜园艺》

《现代瓜果栽培技术》等乡土教材。针对农村社区教育中培育新型农民的

实际需要，按照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要求，从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出发，

重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编写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操作性较强的新型农

民社区教育培训教材，使之成为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三、反思与展望

（一）以提升素养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发挥基地作用

社区教育实验基地建设的最终目标要紧贴民众需求，坚持草根化、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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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和社区化，结合民众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为实现“人人皆学”

的学习型社会服务。

（二）以开展项目作为工作的主要抓手，规范基地建设

为了实现社区教育实验基地有效管理，要以开展项目的形式推进年度

重点工作，力求在机制创新、培训开展、活动组织、课程建设、团队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越来越规范。

（三）以整合资源作为工作的重点突破口，优化基地管理

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教育所用，是解决社区教育供求矛盾的重要突破

口，在今后的管理中，应当优化基地管理并总结管理经验、管理方法，并

完善管理体制，整合更多更丰富的资源，充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

概言之，社区教育实验基地对提高居民的素养起着重大的作用，学校

要围绕市民求知、求学、求乐、求健的不同需求，为社区各类人群提供专

项或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服务，力求教学实施形式多样化，满足不同市民

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最终服务于人的素养的全面提升，这是新农村科学发

展的关键，也是终身教育的意义所在。

供稿：青浦区白鹤成人学校　赵中培

编写：顾晓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