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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

键时期。这一格局对地方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

这类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农林经济管理基本理论和技能，能在农业、林业、环保等部门或企

事业单位从事经营管理、政策研究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实践教学是这类专业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是指由实践教学活动各要素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

体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适应新发展格局需求的高素质农林经

济管理人才。

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高校纷纷开展实践教学改革，加强校内

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教学资源不足、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的农业高校普遍采用“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此

外，这些国家还非常注重实践教学的国际化，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项目。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旨在探讨新发展格局下地方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路与方法，为相关高校和教育部门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借鉴。

研究目的

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构建适应地方需求的农林经济管理类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如何整合校内外资源，提高实践教学的质

量和效果？如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以适应未

来社会的需求？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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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地方农林经管类
实践教学体系现状分析



实践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具备农林经济管理领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满足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实践教学内容

包括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教学

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

计）等环节。

实践教学管理

涉及教学计划制定、教学资源配

置、教学过程监控、教学效果评

价等方面。

实践教学体系构成



部分高校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导致实践教学环节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的需求。

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不够

部分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更新缓慢，未能
及时反映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导致学生难以适应
市场需求。

实践教学内容陈旧

部分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资源不足，如实验设
备陈旧、实习基地缺乏等，制约了实践教学的开展和效果。

实践教学资源匮乏

实践教学现状分析



存在问题及原因

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机制不畅，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有效的

合作机制，制约了实践教学的深入开展。

合作机制不畅

部分高校教育理念未能与时俱进，过于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导致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不足。

教育理念落后

部分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缺乏具备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难以有效

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活动。

师资力量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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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地方农林经管类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原则与目标



构建原则

适应性原则

实践教学体系应适应地方农林经管类专业的特点和发展需求，结合地
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系统性原则

实践教学体系应涵盖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多
个环节，形成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

创新性原则

实践教学体系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开展
创新性实验、创业实践等活动。

可持续性原则

实践教学体系应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
入实践教学全过程。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实践教学体系应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为地方农林经管类专
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应推动地方农林经管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促
进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创业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构建目标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优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增加综合性、设

计性、创新性实验课程比重。

完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引进和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

的优秀教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实

践教学质量。

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

合作教育，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

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

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

加强对实践教学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确

保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

强化实践教学管理

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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