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ADULT EDUCATION
2018 / 15 中国成人教育

自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挥。”［5］成人教育的学
员，每个人的年龄、资质、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学习需求也呈现出多样性的
特征，这就要求教师们对他们进行有差别的教学。
当今成人教育大多采用班级授课的方式，成人学员
接受统一的课堂教育，忽略了学员之间的个性差
异。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荀子的教育思想，采取因材
施教的教学方法。首先，教师应该和每一个成人学
员进行深入的交流，明确了解个人的教育需求。其
次，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展开教学，采
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培养学员学习兴趣，调动学
员学习积极性，促进学员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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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的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国
经济发展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1］。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影响要

［摘 要］ 本研究以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三个维度 12 个因子的

二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析为工具，实证调查中部地区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情况。研究结果

显示：更多的新时代职业农民愿意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年龄较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和已经

接受过培训、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从事农业时间越短的新时代职业农民有着较强的技能培训

意愿；农村发展带头人型和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的家庭比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型家庭更愿意

接受技能培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也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去提升家庭收入；区域政策引导

较好、培训机制完善与同乡接受过培训的外在环境，可以使新时代职业农民更能产生较强的技

能培训意愿。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大相关宣传力度，更新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

理念；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力度，激发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热情；三是完善技能培训体

系，提高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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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一。
新时代职业农民是成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核心主体。目前农
业现代化进程还需加快，“农业现代化离不开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农村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需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的着力培养，普及劳
动生产技术，实现人与新生产要素的结合，提高农
民的整体素质，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2］。
本研究以我国中部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对
象。中部地区包括安徽、山西、河南、江西、湖南、湖
北六省，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 10.7%，人口却占
全国人口的 26.7%。地少人多是中部地区的主要
特征，而且中部地区还是全国的粮食生产基地，都
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农业生产效率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随着当前农民工大规模向
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
农村空心化状况日益凸显。农业劳动力供求结构
呈现结构性、区域性短缺，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
村建设缺人力问题日益普遍，农业劳动力整体素
质的结构性下降成为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
阻碍因素。2012 年，中央第一次提出要大力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迫切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
的问题。近几年，农业技能培训从无到有，有了大
幅度提升与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现实中职业
农民培训的成效不高，农民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强、
动力不足，制约因素较多。

因此，调查了解新时代职业农民接受技能培
训的意愿和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采取科学合
理的政策建议和实施措施，提升新时代中部地区
职业农民的技能培训实效，对加速实现农业现代
化，助力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

正式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做好新时代职业农
民的身份界定。新时代职业农民指的是新时期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以农业为职业、科技文
化素质较高、经营管理技能较强、具备现代市场
意识和风险决策能力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徐金銮

（2014）的新型职业农民分类，新型职业农民主要
包括以下三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业专业技
能服务人才、农村发展带头人（表 1）。

一、研究现状和理论假设
（一）研究现状
通过梳理查看近期相关文献资料，发现部分

专家学者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民培训意
愿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终确定影响农民培训
意愿的因素，以期达到为农民提供针对性培训的
目的（见表 2）。黄祖辉、俞宁（2007）提出，影响农
民培训意愿的因素包括技能培训经历、雇佣关系、
对培训效果的看法、培训时间［3］；刘芳（2011）根据
研究结果提出，影响失地农民培训意愿因素包括
家庭人均年收入、扩大面积意愿、对培训效果的看
法、性别、党员、平均月收入等内容；朱奇彪、米松
华等（2014）从基于规模种植业农户的实证分析为
研究起点，提出个人特征、现实条件、相关经历和
认知感知是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意愿的影
响因素［4］。

（二）研究假设及变量解释
综合上述影响农民培训意愿的因素，年龄、

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参加
培训经历、培训满意度、培训时间是影响农民参
加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新时代职业农民
总体上讲，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还属于弱势群
体，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政府、社会的大力支
持才能真正从培训中获得切实利益。因此，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新时代职业农民职业技能
培训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
环境特征变量的显著影响，其中个人特征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培
训、是否外出打工、从事农业时间等，家庭特征
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家庭归属结构（按照前文新
时代职业农民三种分类可分为农业生产经营
型、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和农村发展带头人
型）、家庭收入结构等，环境特征变量包括区域
政策引导、培训体系是否完善、同乡是否接受培
训等（图 1）。

表 2 研究学者关于影响农民培训意愿因素的观点

影响农民培训意愿的因素

技能培训经历、雇佣关系、对培训效果
的看法、培训时间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培训要素的选
择、非农职业
家庭人均年收入、扩大面积意愿、对培

训效果的看法、性别、党员、平均月收入
年龄、家庭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
育程度
个性特征、现实条件、相关经历和认知
感知

研究年份

2007

2010

2011

2014

2014

研究学者

黄祖辉、俞宁

柳菲等

刘芳

王佳、余世勇

朱奇彪等

表 1 新时代职业农民的类型
对 象

种植户、养殖户、加工户、农业产业工人
农机手、园艺工、沼气工、水利员、农村
经纪人
村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各类农业创业人员等

类 型

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农业专业技能服务人才

农村发展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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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假设和调查结果，本文将新时代职
业农民培训愿意分为愿意接受培训和不愿意接受
培训，其中愿意设为 1，不愿意设为 0，作为因变量

（y），取值为 0，1。解释变量设置 3 类 12 个解释变
量，具体变量及其解释含义详见表 3。

（三）计量模型
新时代职业农民是否愿意接受培训为二分决

策，属于［0，1］型二分变量，对于变量是二分类变
量的统计分析情况，统计方法上常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了解其影响因
素。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为：

Logit(p)=In( p
1-p )=βο+β1X1 +β2 X2 +……βi Xi

=βο+鄱βi Xi

其中：p 为“愿意参加培训”的概率；1-p 为“不
愿意参加培训”的概率；β0 为常数，β1、β2……
βi 为回归系数；Xi 为解释变量，即上述 26 个变
量；i 为自变量个数。

由 Logit(p)=In( p
1-p )=βο +鄱βi Xi 可知， p

1-p

=exp (β ο + 鄱 β i X i )， 可 推 出 ：p=
1

1+exp[-(βο+鄱βi Xi )]
概率 p 随着 Xi 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因变量 p

为 Xi 的函数为增长函数。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选择
为了深入了解新时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

情况，调查区域选择了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 3
个农业大省的 28 个村庄。村庄选点和样本抽取严
格遵循抽样调查方法的基本要求，保证了随机抽
样后样本的覆盖性和代表性。2017 年 8-9 月共发
放调查问卷 2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8 份，其中河
南 165 份，安徽 56 份，山西 29 份。

（二）问卷设计与内容
问卷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

以及模型运行结果是否与现实相符。在已有文献
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通过专家咨询法、预调
研等方式，对问卷进行修正，最终调查问卷由 3 部
分内容组成，涉及 12 个问题。第一部分为个人特
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
培训、是否外出打工，主要目的是获悉新时代职业
农民个体情况。第二部分为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婚
姻状况、家庭归属结构、家庭收入结构，主要目的
是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家庭总体情况。第三部分是
环境特征变量，包括区域政策引导、培训机制是否
完善、同乡是否接受培训，主要目的是了解新时代
职业农民外在环境尤其是相关政策支持情况。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调查对象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
统计显示，受调查的新时代职业农民以男性

为主，多数为已婚者；年龄以 30-40 岁和 40-50 岁
为主，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从事农业时间以
10-20 年为主，外出务工者经历在 5 年以上者占绝
大多数，小部分接受过相关技能培训；家庭收入类
型多以农业收入为主 （这个比例是调查者控制的
选择）；家庭归属结构呈现金字塔结构，农业生产
经营型占绝大多数，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和农村
发展带头人型较少，但是前者稍多于后者，具体详
见表 4。

（二）主要变量调查数据统计结果
通过对基本调查数据进行基础统计分析，因

变量和 12 个自变量因素实际调查值范围及其特
征值详见表 5。

（三）计量回归结果

图 1 新时代职业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影响因素

乡村振兴XIANGCUN ZHENXING

变量解释及赋值

愿意 =1；不愿意 =0
女性 =0；男性 =1
16- 19=1；20- 29=2；30- 39=3；40- 49=4；50以上为5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中专=4；大专及以上=5
没有 =0；有 =1
没有 =0；有 =1
5年以下=1；5- 10年=2；10- 20年=3；20- 30年=4；
30年以上 =5
未婚 =0；已婚 =1
农业生产经营型 =1；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 =2；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 =3
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1；农业收入不是主要收入=0
有区域政策引导与补贴 =1；没有区域政策引导与

补贴 =0
培训体系完善 =1；培训体系不完善 =0
同乡接受过培训 =1；同乡没有接受过培训 =0

变量因素

是否愿意参加培训（Y）

性别（X1）

年龄（X2- -6）

受教育程度（X7-11）

是否接受过培训（X12）

是否外出打工（X13）

从事农业时间（X14-18）

婚姻状况（X19）

家庭归属结构（X20-22）

家庭收入结构（X23）

区域政策引导与补贴（X24）

培训体系是否完善（X25）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X26）

表 3 变量名称、变量解释及各自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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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检验值

5.349
1.608
4.538
13.110
10.588
1.832
2.173
3.814
8.079
15.189
9.013
4.581

表 6 影响新时代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的

因素模型计量分析结果

自由度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显著性水平

0.165
0.032
0.06
0.002
0.001
0.005
0.283
0.000
0.007
0.000
0.001
0.048

回归系数（r）
0.238
- 2.735
7.803
3.891
2.756
- 2.348
1.550
11.065
1.562
4.317
3.077
1.518

自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接受过培训

是否外出打工

从事农业时间
婚姻状况

家庭归属结构
家庭收入结构
区域政策引导

培训体系是否完善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

运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分析，对调查的相关
数据运用本文使用的 Logistic 模型进行了回归分
析，具体详见表 6。表中显示了各自变量的回归系
数检验结果。各数据项的含义依次为回归系数 r、
wald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自由度、显著性水平。本
回归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表明，按α=0.05 水平，

认为自变量中除了性别与婚姻，各自对应的概率 P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因此均拒绝零假设，与
因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意味着
线性关系显著；性别变量、婚姻变量的 P 值都大于
0.05，说明线性关系不显著，认为性别和职业类型与
新时代职业农民是否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无显
著性关系。统计结果表明，本研究中回归模型拟合
度良好且有较好的解释力，回归结果可信。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个人特征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意

愿影响分析
1. 性别。性别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 0.238，概

率值 P 为 0.165，大于 0.05，说明性别自变量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说明新时代大环境下，职业农民在
性别上，对培训需求意愿无明显差异，性别的影响
逐渐减弱。

2. 年龄。年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 -2.735，说
明年龄越小的职业农民越愿意进行职业技能培
训。并且概率值 P 为 0.032，小于 0.05，说明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呈现显著性差异。这与人力资
本投资理论相一致，“年龄增加表明培训投资所带
来预期从事工作收益的年限缩短，导致年龄与技
能培训意愿成负相关”［5］。越年轻的新时代职业农
民越愿意依靠技术从事农业，培训需求意愿越强
烈；年龄越大的农民反而更容易相信个人经验，接
受外在的培训意愿不明显。

3.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是
7.803，说明受教育程度对新时代职业农民有着较
为强烈的正向影响。概率值 P 为 0.004，小于 0.01，
说明在 1%的置信水平下极其显著，表示受教育程
度越高越愿意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这说明，接受过
正规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发认识到有
组织、有计划、针对性强的正规培训对个人技能的

性别

婚姻状况

年龄

接受教育程度

是否接受过培训

是否外出打工

从事农业时间

家庭归属结构

家庭收入结构

区域政策引导

培训机制是否完善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

基本特征
女
男

未婚
已婚

16- 19 岁
20- 29 岁
30- 39 岁
40- 49 岁
50 岁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否
是
否
是

5 年以下
5- 10 年
10- 20 年
20- 30 年
30 年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型
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
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

农业收入不是主要收入
无
有
否
是
否
是

表 4 调查对象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
人数
93
125
17
201
15
24
81
55
43
46
117
28
17
10
159
59
33
185
18
26
63
58
53
162
37
19
18
37
173
45
200
18
166
52

比例（%）
42.7
57.3
7.8
92.2
6.9
11
37.2
25.2
19.7
21.1
53.7
12.8
7.8
4.6
72.9
27.1
15.1
84.9
8.3
11.9
28.9
26.6
24.3
74.3
17
8.7
83
17
79.4
20.6
91.7
8.26
76.1
23.9

最大值

1

1
5
5
1
1
5
1
3
1
1
1
1

表 5 因变量和 12 个自变量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均值

0.866

0.573
3.39
2.2
0.271
0.849
3.461
0.922
1.344
0.83
0.206
0.083
0.239

标准差

0.341

0.496
1.126
0.996
0.444
0.355
1.213
0.26
0.625
0.373
0.403
0.269
0.425

最小值

0

0
1
1
0
0
1
0
1
0
0
0
0

新时代农民工是否愿

意接受技能培训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接受过培训

是否外出打工
从事农业时间

婚姻状况
家庭归属结构
家庭收入结构

区域政策引导
培训机制是否完善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

变量

因变量

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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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非常有益处，也越发理解技能培训带来的高
收益回报率。

4. 接受培训和外出打工情况。是否接受过培
训的回归系数是 3.891，概率值 P 为 0.002，小于
0.01；是否外出打工回归系数是 2.756，概率值 P
为 0.001，小于 0.01。说明这两个影响因素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极其显著，两个因素都对新时代职
业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意愿有着正向的强烈影
响。可以解释为外出打工与已经接受过培训的农
民，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更具有开放性，非常
理解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对个人从业的积极影响，
愿意通过培训提升从业的能力。

5. 从事农业时间。从事农业时间的回归系数是
-2.348，说明，从事农业时间越长越不愿意参与技能
培训，从事农业时间越短越愿意参与技能培训；概
率值 P 为 0.45，小于 0.05，说明在 5%的置信水平下
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解释为从事农业领域越长，越
容易依赖于个人经验，这也与年龄因子相一致：年
龄越大的农民越容易相信个人经验，接受外在的培
训意愿不明显；越年轻的新时代职业农民越愿意依
靠技术从事农业，培训需求意愿越强烈。

（二）家庭特征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意愿影
响分析

1. 婚姻状况。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是 1.550，
概率值 P 为 0.283，大于 0.05，说明婚姻自变量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中的变量，只有婚姻和性
别两个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没有影
响。可以解释为，当前时代背景下，职业农民在性
别和婚姻方面，对培训需求意愿无明显差异，其影
响力正逐渐减弱。

2. 家庭归属结构。家庭归属结构按照前文规
定分为农业生产经营型、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和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以农业生产经营型为参照组，
其系数为正数 11.065，说明后两个因子相比第一
个更愿意参与技能培训，并且呈现极其显著性差
异，显著水平为 0.001。解释为从事后两者的新时
代职业农民，其从业技能要求更专业，强烈意识到
要接受更多更好的技能培训，以达到提升个人从
业技能的意愿。

3. 家庭收入结构。家庭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
是 1.562，概率值 P 为 0.007，小于 0.01，说明在
1%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以农业收
入为主的家庭更愿意参加技能培训，提高农业收
入，以支撑家庭消费。

（三）环境特征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意
愿影响分析

1.区域政策引导。区域政策引导的回归系数是
4.314，概率值 P 为 0.000，说明在 1%的置信水平下
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说明区域政策引导对新时
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有着明显的正向积极影
响作用。农民作为分散性存在个体，在区域政策宣
传与引导下，能够积极参与到政府号召和政策引
领之中。即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参与技能
培训的意愿越强烈，二者呈现高度正向相关性。

2. 培训体系是否完善。培训体系的回归系数
是 3.077，概率值 P 为 0.001，说明在 1%的置信水
平下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新时代职业农民接受
技能培训的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机构以及
培训效果等有着强烈的感知能力，培训体系的是
否完善是影响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重要因子。

3.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同乡是否接受培训的回
归系数是 1.518，概率值 P 为 0.048，说明在 5%的置
信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中国长期传统小农经济
下分散和封闭的乡土社会造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
区明显的宗族群居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口头相传、
行为之间的相互效仿仍然是当今从事农业人群相
互认可的一种方式。因此，同乡是否接受培训是影
响新时代职业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主要因子之一。

五、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年龄较为年轻，受教

育程度越高和已经接受过培训、有过外出打工经
历的、从事农业时间越短的新时代职业农民有着
较强的技能培训意愿；农村发展带头人型和农业
专业技能服务型的家庭比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型
家庭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
庭也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去提升家庭收入；区域
政策引导较好、培训机制完善与同乡接受过培训
的外在环境，可以使新时代职业农民更能产生较
强的技能培训意愿。据此，本研究尝试提出如下几
条政策建议。

（一）加大相关宣传力度，更新新时代职业农
民参与技能培训理念

我国传统农业发展一直表现为高人力成本、
高投入、低科技含量、低收效的状况，究其根源就
在于从事农业的农民综合素质尤其是技术能力较
低所至。技术培训可以有效提升从业者的技能能
力与水平。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农业从业者的
基础教育禀赋已经具备。关键是农业从业者要树
立积极参与技能培训的理念与意愿。因此，加大从
事农业技能培训的宣传力度与广度，提升新时代
职业农民对技能培训的正向认知，改变得过且过、
依赖经验的消极心态，确立新时代的从事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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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农业新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观和培训
观尤为重要。

（二）强化政策支持力度，激发新时代职业农
民参与技能培训热情

本文的实证研究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了
区域政策引导对于激发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
培训意愿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
县乡级政府、行业协会、县乡农技推广部门应逐步
提升完善对农业农村农民培训的政策支持力度，提
升新时代职业农民对技能培训的认知感知水平。
有研究学者提出“各类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依然为公
共产品，其培训费用主要由政府主导承担，而当前
‘普惠式’的投入模式已经导致了培训效率低下，影
响了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6］。因此，政府在通过
增加资金投入降低成本、提升收益的同时，应有针
对性地扩大对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投入和补
贴力度。比如，适宜增加农民各类培训的教材、资料
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和参加培训的农民补贴或
奖励等工作经费，提升培训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激
发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激励他们
积极提升自身职业技能素质的行动力。

（三）完善技能培训体系，提高新时代职业农
民参与技能培训成效

1. 整合优势资源，拓展多元化培训机构。谁来
培训新时代职业农民？以往多是由一直存在的县
乡一级的农技推广部门或农技服务中心承担，但
是，实际情况是这些县乡一级基层部门往往人员
少，技术人员更是严重匮乏，工作常局限于上传下
达文件精神、宣传贯彻农业方针政策、新品种推广
等方面，很难承担起日益增加的广大农民技能培
训需求重任。那么，谁来做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职业教
育由于其天然的社会性、服务性和技能性，除了承
担学历教育，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社会培训性。

要积极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发挥职业教育尤
其是骨干职业院校、品牌职业院校的师资优势、专
业优势、实训基地优势以及设备优势，积极探索以
骨干职业院校为龙头，带动其他职业学校的培训
机制，走集团化、连锁式发展的模式。同时，积极发
挥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业
推广培训机构的优质资源，承担优势传统培训内
容。对教育、农业、科技、扶贫、劳务移民等部门的
业务培训机构进行统筹安排，划分培训任务，确定
培训人员，避免重复培训或培训资源的闲置浪费，
逐渐构建起多元化的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机构。

2.以需求为导向，提供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培
训内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要以农民需求和市场需

求为导向，要切实了解新时代农民对培训的需求，培
训内容的确立要建立在充分走访、调研、询问基础之
上。既要有时代的引领性，又要保证针对性强、操作性
强、实用性强的培训内容。既要有实践技能方面的培
训，又要包含产品储存、销售、加工等技巧技术，也要
包含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比如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农
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质量拓市的先进发展理念。总
之，新时代职业农民既要提升技术能力与水平，也要
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才能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农民。

3.因势而动，因时而变，组建灵活多样的培训
形式。相比于现代城市，农村往往交通不甚发达，尤
其是一些偏远地区。而传统的农民技能培训通常采
用短期集中授课培训模式，优势是集中、易于授课，
但缺点是增加了农民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结合
目前我国远程教育发展现状，尤其是远程教育新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考虑农民对远程教育的适应
能力、现实需求，可以将远程教育应用于农民职业
教育的发展。”［7］并且，新时代职业农民相比于老一
代农民，由于普遍提升的基础文化素质和日益便捷
的信息化平台，“普遍具有网络媒介素养及能力，完
全有能力接受网络化公共职业培训”“应该利用网络
信息技术增强网络授课的灵活性和多样性”［8］，让新
时代职业农民拥有更多的弹性学习时间和空间，
有更多的学习选择性。以骨干职业院校为龙头的
培训平台，也要把课堂培训转移到农村、转移到地
头田间，多开展现场教学，提升培训与再教育的问
题导向性。新时代职业农民技能培训要因势而动
因时而变，不断增加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切实改
善技能培训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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