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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物质文明建设与农艺师角色



    

农村物质文明建设意义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通过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

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

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融入乡村文化元素，

保护传统村落和民居，传承乡村文脉。



农业技术指导

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咨询

服务，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装

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科研创新

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探索适合当地的农业发展模式和

技术路径。

农业教育培训

承担农业教育培训任务，提高农

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技能。

农艺师在农村发展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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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农艺师的培养有助于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效率，推动
农村可持续发展。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农艺师作为农业科技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策略对于强化农
业科技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适应农业现代化需求
培养具备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农艺师，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

农艺师培养策略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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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师培养现状及问题分析



当前农艺师队伍中，中老
年农艺师占比较大，年轻
农艺师相对较少，存在年
龄断层现象。

年龄结构偏大 知识结构陈旧 实践经验不足

部分农艺师的知识结构停
留在传统农业技术层面，
对现代农业技术、管理等
方面的知识更新不足。

年轻农艺师往往缺乏足够
的实践经验，难以有效指
导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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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农艺师队伍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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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锻炼

通过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科研项目等方式，提高农艺师的实践

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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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育

通过农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培养农艺师，注重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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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培训

针对在职农艺师开展定期培训，更新其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

提高其指导农业生产的能力。

农艺师培养途径及效果评估



实践环节薄弱

部分培养途径中，实践环节得不到足

够重视，导致农艺师实践经验不足。

人才流失严重

由于工作环境、待遇等方面的问题，

部分优秀农艺师流失到其他行业或地

区。
知识更新滞后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部分农艺

师的知识结构更新不及时，难以适应

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培养模式单一

当前农艺师培养过于依赖学历教育，缺

乏多元化、灵活性的培养模式。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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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村物质文明建设需求制定
培养策略



培养具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创

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农艺师，满

足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培养目标

农艺师应具备扎实的农业基础知

识，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方

法，能够指导农业生产实践，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定位要求

明确培养目标定位与要求



根据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需求和农艺

师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包括农

业基础知识、农业技术、农业管理、

农业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课程。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加案例分

析、实验实训等实践性教学内容，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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