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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system and cognitive points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policy, academia, and 
practice,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system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ir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i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grouping comparison 
betwee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high-level professional group (Horticultural Techn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ass A) at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key poi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or urban agriculture, 
namely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deological system of “loving agricultur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value system of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o fertile soi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practical syste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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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分析与构建——以“双高
计划”院校建设绩效实证为例
杨永杰   张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中国·北京 102442

摘　要

论文探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政策、学术和实践中的内涵体系和认知要点，并从农业职业教育与非农业职业教育的分组
对比实证研究之中，分析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内容及在农业职业教育中的具体体现。论文
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园艺技术）（A档）实践探索基础上提出了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三个构建要点，即“爱农兴农情怀”的现代思想体系构建，“科教融汇沃土”的现代价值体系构建，“内外关系场域”的
现代实践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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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的现代化，而建设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部分。论文从都市农业类职业

教育的“小切口”出发，探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原理，

并基于“双高计划”建设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

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模式要点。

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原理探析

2.1 政策构建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教育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是

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有着持续深入的部署。早在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就提出：“到 2020 年，

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

教育理念，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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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体系。”[2]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指出，职业教育要“形

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9 年，国务院印发了《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政策上

有了更加详细、丰富、深刻、系统的论述，如“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职普融通”“三教协同”“三服务”等。这些理

念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一文中，教育部据此

提出了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体、两翼、五重点”主

要建设任务。有学者对此文件以政策工具的视角进行了文本

分析，认为从要素链维度看，《意见》由育人理念、人才培

养、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师资建设、区域发展和保障制度

七个方面组成 [3]。紧接着，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发布了

11 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

从政策构建发展脉络来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核心要点应该包括如下方面。

2.1.1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思想体系
主要体现为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其内核是教育强国

精神，其内涵包括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等，当然

也包括为育人而同时要建立的党建引领、课程思政、思政

课程、师德师风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提法，

如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国家发展战

略等。

2.1.2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主要体现为构建先进的理论认知，其核心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职教经验总结和理论化提炼，主要包括类型与层次理

论、教育的基本职能理论（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理论（如双元制、中国特色学

徒制等）、创新创业理论等。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

列提法，如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

2.1.3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实践体系
主要体现为提出可落地的实践指南，其核心是基于职业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一系列行动方案。例如，在内部

关系方面，注重与普通教育、终身教育等相协同，要做好“五金”

新基建；在外部关系方面，要构建各种区域和产教共同体，

下沉到市域、县域、园区等，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一系列的

提法，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等。

2.2 学术讨论的视角
学界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侧重于理论构建。陈

鹏、庞学光认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进行外部适应性

与内部延展性的建设，且需进行内“外”互通的基于横向融

通的普职融合性构建：在外部适应性上应能实现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在内部延展

性上需包括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职业继续教育在

内的一体化教育阶段；在普职融合性构建方面需进行职业启

蒙教育与普通基础教育的融会、中高等普职教育的融通、基

于院校合作联盟的高等普、职教育的融联。郭广军、蒋晓明 [4] 

认为建设高质量现代职教体系，宏观上要着力深化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以下简称“三融”）系统改革和

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以下简称“三教”）

协同创新，中观上要着力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和推进现场

工程师培养改革，微观上要着力提升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

力、提高职教本科教育质量和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 [5]。

从学术探讨的重点来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核心要点

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律性
主要是要遵循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基本规律来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而言，职业教育研

究更加注重如何适应外部关系的要求，特别是如何适应经

济、产业发展的需要，做出职业教育的外部贡献，这是学界

关注的重点。当然，对于职业教育的课程、专业、教学、教

师、实践基地等内在规律（内涵）的重视，也是学界所主要

关注的。

2.2.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备性
学界非常关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由哪些领域、范畴、

要素构成，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一个自洽而有效运行的生态系

统的。科学、教育、人才、产业、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都

被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之中。

2.2.3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价值性
学界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价值性给予了终极的关

注，因为只有“高”价值，才能体现出“现代化”的优越性。

在此方面，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贡献度及认可度等是学者们所重点关注的。

2.3 实践追问的视角
在一般性地分析了政策和学界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构建之后，以下再以“农业职业教育”这一特殊门类为载

体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价值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在中国，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与农村经济

发展、农民素质提升紧密相连，是服务和促进农业与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农民素质提升的关键所在。分析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在农业职业教育中的具体表现，将更加有利于厘清其重

点、发现其规律。

农业职业教育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3.1 对于先进要素的支撑性
农业职业教育是对于发挥“三农”重要作用、支撑中

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特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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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如基于经济学维度，

农业职业教育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必由之路 [6]；

基于社会学维度，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均衡配置稀缺性资源、

稳定社会、改善社会结构和增加收入的现代社会构造深层次

功能 [7]，对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产

业化和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8]。

2.3.2 对于制约要素的改造性
农业职业教育也客观面临中国“三农”领域的制约性、

待改善要素。如何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改造这些要素，也

是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应有之意。如田刚研究指出，传统就

业观念对于农业职业教育培养新生代农民职能起到制约作

用，狭隘农业意识缩小了农业职业教育的服务领域 [9]；注重

学历教育的思维倾向，限制了农业职业教育的灵活性。

2.3.3 对于自身不足的改革性
农业职业教育也面临着自身办学方面的不足，因此现

代农业职业教育也应包含涉农院校的自我现代化改革。如马

健斌从招生难，经费不足，师资不足，教育质量不够、服务

能力不强等方面分析了农业职业教育面临的困难 [10]。郝婧

从农业职业教育院校的角度提出，农业职业院校主要存在办

学经费缺乏、实习场地难以满足现代农业人才培养的需求、

农业职业人才流失、招生与就业状况不够理想等问题 [11]。

2.3.4 都市农业具有更加典型的现代化特征
中国对于都市农业的实践始于 90 年代初，其中以北京、

上海、深圳等地开展较早，此后，中国学界也开始了对于都

市农业的研究工作。都市农业集中反映了消除城乡差别，消

除工农差别，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种发达形态的农业

生产力 [12]。都市农业不仅包括传统的蔬菜、水果生产，还

包括城市养殖、花卉种植、蜜蜂养殖等农业形式，可满足城

市居民对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因此具有多元化生产力的特

征；在生产经营上它超越了一般城郊农业，是一种经营形态

更加高级化、多样化的农业。

3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从政策、学术和实践等不同维度分析，现

代职教体系有诸多的核心特征。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

析近五年来随着职业教育“双高计划”的实施，农业职业教

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成效特点，从而为找到推进农业

职业教育的重点方向、关键指标、差异性策略等提供实证依

据，进而提出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的具体发展建议。

本部分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其具体做

法是采集“双高计划”建设院校“质量年报”中披露的数据，

进行关键指标的汇总统计 [13]；然后将 197 所“双高计划”

建设单位分为农业类和非农业类院校两个类别，对指标逐一

开展对比分析，识别出农业类院校的优势指标；最后把数据

定量统计描述的结论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双高计划”建设

的个案实践相结合，开展质化分析以形成解释和印证。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原则，论文采集了 197 所国家级“双

高计划”院校的 23 个状态数据指标和 90 个国家级标志性成

果指标。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分组对比分析方法，识别出农业

类“双高计划”院校相对于非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具有

明显优势的指标，建立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的优势指标

体系，具体分类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的优势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要素 二级指标要素

都市农业类

现代职业教

育分析指标

体系

立德树人
党建成果

思政教育

科技创新
科研水平

技术服务经济效益

人才培养
技能竞赛

创新创业

内涵建设
教材及课程资源建设

教师资源建设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贡献

3.1 现代化职教思想体系的“爱农特色”
如表2所示，数据分析发现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在“全

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

示活动获奖”“‘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

展示活动获奖”等国家级标志性成果方面的获奖率显著高于

非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可见，农业类职业教育在立德

树人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农业领域的先进要素和制约要素，

都可以为农业特色的立德树人提供丰富的内容，构建“厚植

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的思想政治内核，这也是其现代

职教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14]。

表 2 农业类在思政教育方面的国家级标志性成果获奖率

标志性成果名称 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非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第一批、第二批、第

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

78.57% 72.68%

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

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

获奖

50.00% 31.69%

“我心中的思政课”

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

影展示活动获奖

57.14% 39.89%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发挥都市农业特色，抓住北京的首

都定位、首善之区优势，坚持劳动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建设“耕读园”基地，编写《耕读传家—新时代劳动教育实践》

教材，开展“铸根京郊”师德工程，开办耕读文化节，创编《印

象耕读》舞台剧，打造农职特色劳动教育模式，耕读品牌获

评北京市“一校一品”优秀德育品牌，3 门课程入选北京市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课程团队，《根植沃土，播撒希望》荣

获全国职业院校红色故事大赛二等奖。这类实践充分表明，

在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充分发挥都市和农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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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的思政教育资源，贯彻和落实职业教育现代化思想体

系的总体要求，彰显都市农业类职业教育的独特价值，是可

以做出绩效和水平的。

3.2 现代化职教理论体系的“农创范式”
如表 3 所示，数据分析发现农业类“双高计划”职业

院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突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课题”“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协同

创新中心”等方面的标志性成果获奖率高于非农业类“双高

计划”院校。可见，农业类职业教育在追踪先进生产力、新

质生产力方面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行动力，科学、教育和人

才三位一体的格局凸显，科教融汇新方向执行得比较坚决，

表现在科技创新成果方面就是建设成效显著。

表 3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科技创新国家级标志性成果

获奖率

标志性成果名称 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非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课题 64.29% 55.19%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50.00% 34.43%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协同创新中心
85.71% 74.86%

农业职业教育的创新体系必然会对人才培养带来积极

而重要的影响，从而推动“学农”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

如表 4 所示，数据分析发现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在技能

型人才的技能竞赛和创业大赛培养方面更具有优势，在“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

等奖项上的获奖率显著高于非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可

见农业职业教育更能够培养创新性强、创业力强、竞争力强、

水平高的技术技能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为农业类职业教育带

来了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红利，成为“农创”教育的突出特色。

表 4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在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成

果获奖率

标志性成果名称 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非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包含一、二、三等奖）
100.00% 96.72%

中国‘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
85.71% 78.69%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42.86% 28.96%

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 100.00% 77.60%

如表 5 所示，数据分析发现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

在技能型人才的就业方面也延续了创新性培养的红利，在毕

业时候的自主创业率、毕业三年后的职业晋升比例等两方面

整体上高于非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这两项关键就业指

标方面的优势不仅进一步支持了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上述

发现，还将其优势延续到职后发展阶段。这更加说明在农业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之中，要更加突出创新创业教育理

论的位置，将其作为发挥农业职业教育特色优势的“关键

一招”。

表 5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及毕

业三年后职位晋升比例

标志性成果名称 农业类院校 非农业类院校

2018 年自主创业率中位值

（2018 年数据）
3.12 2.18

2022 年自主创业率中位值

（2022 年数据）
1.99 0.61

毕业三年后职位晋升比例

中位值（2018 年数据）
68 70

毕业三年后职位晋升比例

中位值（2022 年数据）
72 67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紧贴北京“种业之都”功能定位，

高标准建设 105 亩的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发挥专业优势，选

育生菜新品种 10 个，玉米新品种“京育 869”通过国审（国

审玉 20233293），为做强种子“芯片”发挥了作用，充分

发挥蔬菜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优势，突破蔬菜优质高产关键技

术瓶颈，建设“北京科技小院”13 家，解决农业技术推广“最

后一公里”难题。

在科研优势的支持下，该校围绕都市食品安全，首都

防疫安全、都市休闲生活，高效节水和智慧农业等产业，重

点建设食品安全、动物医学、水利工程、智慧农业 4 个北京

市特色骨干专业群，孵化农村经营管理、现代服务 2 个专业

群，形成“做精”园艺技术（都市园艺）中国特色高水平

专业群（A 档），“做特”动物医学专业群、食品安全专业

群和水利工程专业群，“做强”智慧农业专业群、现代服

务专业群和经济管理专业群的覆盖都市农业全产业链的七

大专业群布局。这样的专业群布局发挥了都市和农业的双重

优势，为创新创业理论的良好实践创造了土壤，为学生创新

创业、职后晋升提供了先天优势，体现出学农教育的“创新

创业”基因。以园艺技术专业群为例，其学生参加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获展品竞赛特等奖、金奖等 28 项，名列各高

校前茅，充分展现了职业院校技术技能人才职业素养和实战

“一招鲜”能力培养的独到之处。三年来，该校毕业生就业

率稳定在 97% 以上，面向北京全域 3952 个村，培养高职学

历农民大学生及农村基层组织治理带头人 4000 多人，千余

人成为农村基层治理、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技术骨干。

3.3 现代化职教实践体系的“兴农举措”
数据分析发现，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在课程及资源、

教师队伍和实践基地等内涵建设方面有更好的绩效，同时在

服务社会方面有更好的贡献度。这体现了现代农业职业教育

在实践体系方面做到了内外兼修，符合高等教育的适应性、

完备性和价值性的规律要求。

在内涵建设方面：第一，在“‘十三五’职业教育国

家规划教材书目”“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

材”“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奖项上，农业类“双高计

划”院校的获奖率明显高于非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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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所示），可见农业职业教育在教材及课程资源建设方面

更加得到国家规划层面的重视。第二，在“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院校教师发展指数 100 所优秀

院校”“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高等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等奖项上，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的获奖率明显高于非农

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如表 7 所示）。第三，在“第一批、

第二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示范性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生产性实训基

地”等奖项上，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的获奖率明显高于

非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如表 8 所示），可见，鉴于农

业类专业的特殊性，农业类职业院校在实训基地方面具有特

殊性及天然优势。第四，在对外服务方面，数据分析发现，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获得“高职院校服务贡献典型学校”

称号的比例为 42.86%，远高于非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

（26.78%）。由此可见，农业类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方面

也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表 6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在教材及课程资源方面国家

级标志性成果获奖率

标志性成果名称 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非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

家规划教材书目
92.86% 89.62%

首批“十四五”职业教

育国家规划教材
100.00% 96.17%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00.00% 87.98%

表 7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在教师资源方面国家级标志

性成果获奖率

标志性成果名称 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非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获奖

（包含一、二、三等奖）

92.86% 85.25%

高职院校教师发展指

数 100 所优秀院校
64.29% 50.27%

高校“双带头人”教

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14.29% 2.73%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双师型”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78.57% 71.58%

表 8 农业类“双高计划”院校在实训基地方面国家级标志

性成果获奖率

标志性成果名称 农业类院校获奖率
非农业类院校获

奖率

第一批、第二批示范性职

业教育集团（联盟）
78.57% 63.39%

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71.43% 60.11%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生产性实训基地
100.00% 88.52%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双高计划”建设期间充分彰显

了现代职业教育实践体系的“兴农举措”。在课程资源建设

方面，对接乡村振兴、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需求，制（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 36 个，对接职业标准和生产过程要求制（修）

订课程标准 315 个；全部课程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推

进 23 个专业数字化改造，建设在线课程 823 门，遴选成为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1 个。在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学校

引导教师投身“三农”工作，开展“铸根京郊—我身边的师

德榜样”评选，选树师德榜样 40 名，“铸根京郊”师德精

神案例参展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会；选派专业教师挂

职担任科技副镇长工作，连续坚持 18 年，累计达到 300 人次。

在社会服务方面，通过聘任农业技术推广教授、选派科技特

派员，在北京田间地头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服务，在“三

农”一线练就兴农本领，打造一大批在京郊享有极高声誉的

农技名家。石进朝“流苏茶科技示范项目”获评中宣部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同时，该校获北京市脱

贫攻坚嘉奖及记功奖励 8 人，获评农业农村部先进个人 2 人，

北京市农村工作先进个人 2 人。

4 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模式构建

以上通过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原理探索和实证分析，

揭示出了在农业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场域中，原理是怎样落

实为实践的，特别是在都市农业类职业教育的院校实践中是

怎样操作、运行和产生绩效的。据此论文提出构建都市农业

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几条对策。

4.1 高举爱农兴农情怀，形成现代思想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首先应该是职业教育的现

代思想体系建设。这一体系的根本遵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遵照是习近平关于教育特别是职业

教育的重要论述，核心内涵是“教育强国，职教何为”，具

体内容包括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一系列

核心问题。

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之中，不仅要抓

住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农业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将“厚

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作为现代思想体系建设的主线，

而且要抓住城乡经济、社会、产业、文化等领域的结合点、

创新点来构建思想体系，从而能够以更丰富的内涵、更宏大

的格局、更立体的手段来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整合起

来，把农村、城市、国际化有机结合起来，把农民、市民等

有机联系起来。

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不仅与党

的建设、思政教育、师德师风等传统领域相关，也与现代产

业、二元社会、传统与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等内容密切

相关，这要求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走开放办学之路，高

度推进内外部关系相互适应，真正做到思想引领。

4.2 用足科教融汇沃土，形成现代价值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重点和难点应该是提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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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的价值性，这需要落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等基本职能的改善上，关键是用好、用足科教融汇、三

教协同、职普融通等新政策的红利，坚持回归职业教育的初

心和本分，做出实实在在的价值贡献。

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价值体系的构建，要弘扬现

代农业的科技导向，依托科技创新，实行科研项目带动下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发挥农业产

业易创业的禀赋，将创业作为教育的价值导向，建设“创业

型大学”，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及职业发展能力，充分利用

都市圈的优质资源实现个人的全面成长。

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的价值体系构建，要将学科

建设、科研项目、创新型教学方法、创业教育、科技竞赛、

就业提升、职后关怀等一系列职业教育活动有机衔接，构建

现代化教育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规约并促进学

生按照健康的道路学习、成长和发展。

4.3 沟通内外关系场域，形成现代实践体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最终落脚点是形成职业教

育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操作项目。这需要从高等教育的

内外部关系适应论出发，遵循规律要求，系统开展校内的内

涵建设和校外的共同体建设。

在内涵建设方面，要开展六抓活动，即抓专业、抓课程、

抓教材、抓技术、抓实践、抓教师，这些实践范畴是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内在运行领域，每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规律性

认知活动、最佳实践等。在校外建设方面，要充分落实“一

体两翼”的建设任务，将区域、行业等共同体建设好，实实

在在地拓展朋友圈，发挥共同体治理的优势。

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践体系相对明确，各种

内外部因素也较为具体，有条件在现代职业教育实践之中创

出经验和典范，特别是在大都市的资源支撑下，都市农业类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备充分的“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实

践舞台。

5 结语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通过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园

艺技术专业群的建设，探索了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形成了都市农业类现代职业教育的

实践体系，对于进一步推进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高都

市农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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