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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农服务　走 “宽、 实、 活” 之路
　　　　—— 云吟职业中学的办学经验

●赵家骥　谭力贤　李显成

　　云吟职业中学 (以下简称云吟职中 ) 地处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 , 是四川省的一所重点职

业中学。建校 15年来 ,云吟职中师生艰苦奋斗 ,

坚持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 , 成功地走出了一

条以 “宽、 实、 活” 为特征的办学之路 , 为农

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一、 深刻认识农村发展趋势 ,

坚定为农服务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
村社会、 经济正向多元化发展。

1. 农村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当今农村 , 不

再是农业一统天下 , 正在形成农林牧副渔、 工
商建运服多业发展的局面。 农业也不再限于传
统的粗放式耕作和单纯的种植养殖 , 而是追求

以生态为基础 , 科技为动力 , 效益为目标的优

质、 高产、 高效的新型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呈
现出多层次、 多样化的新格局。

2. 农村集镇建设的城市化。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 , 为拓展经营 , 农村集镇逐渐形

成小城市的规模和管理方式。农村人口的消费
水平、 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 趋于城市化 , 城

乡差异在不断缩小。
3. 生产劳动的智能化和农业生产的集约

化、 科学化。 “一优两高” 把农业引向科学化 ,

使生产劳动的智能化程度提高。科技在农村的
大量应用 , 形成集约化农业 , 表现为规模经营

和专业化发展 , 以形成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市场

竞争力。
4. 农业的产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

农业 , 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要素的重新组合。
农村发展的趋势对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新

要求。只有树立 “为农村服务 , 为农业服务 , 为

农民服务” 的 “三农” 思想 , 确立 “以农为本 ,

为农服务 , 为农育才 , 助农致富” 的改革思路 ,

才能使农村职教适应农村现代化进程。
云吟职中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 起初

是开设蚕经、 茶果、 畜牧兽医、 园艺、 动物营
养与饲料加工、 制丝等专业 , 学生从农村及自

身实际出发 , 选择主学课程及农村 “短、 平、
快” 实用技术。如蚕经专业 , 第一学年学栽桑

养蚕 , 第二年学制丝织绸 , 第三年学丝绸印染

与服装制作。 这样就拓宽了学生知识面 , 夯实

了基本功 , 增强了从事农村生产的能力。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农村经济开始由

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林、牧、副、渔、工、商、
建、 运、 服的综合经济过渡 ; 农业由小型分散

向产业化过渡 ; 农业科技向现代化过渡。由此 ,

学校专业设置也由第一产业横跨到二、三产业 ,

并不断地拓展、 延伸。开办特色专业与主专业
匹配 , 形成复合专业 , 培养复合型人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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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了以汽修、 农机为主的机械、 电工电子专
业 , 艺体、 营销、 邮电、 微机应用专业 , 满足

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对人才的需求。
云吟职中培养人才的主导思想是开门办

学 , 为农服务。夹江县被定为四川省的蚕桑基
地县 , 学校就确定以蚕经专业为主。 该专业开
办 15年长办不衰 ,培养了近千名毕业生 , 短期

培训六千多人 , 技术咨询超万人。乐山市农村
养蚕技术员 60%来自于云吟职中 , 还为云南、
重庆及四川省内其它地区培养了大量的蚕桑专

业人才。
夹江县决定发展陶瓷生产 , 学校便开设陶

瓷、 市场营销及汽驾与维修专业。现在夹江县
的陶瓷产量已达全省产量的 51% ,被誉为陶瓷

城。
沿青衣江两岸 , 雨量充沛 , 宜种蔬菜 , 学

校在县政府的领导下 , 成立了蔬菜产业化领导

小组 , 开办蔬菜专业 , 在两万亩蔬菜基地上培

养蔬菜种植、 加工和营销人才。
沿龙头堰 30多公里的堰面 ,水量充足 ,流

域宽广 , 适宜流水高密度网箱养鱼。 学校水产
专业便建立了流水网箱渔场 , 占地 2亩 , 年产

成鱼 30万斤 , 年获纯利 30万元。由此 , 带动

了龙头堰流域建起了近 30个流水鱼池 ,形成了

产业规模。养鱼专业教师邓永利成了 18个养鱼

场的兼职技术顾问 , 夹江一跃成为养鱼大县。
夹江的山区约占 1 /3,宜种苦笋 ,学校就配

合林业部门开办苦笋种植、 加工培训班 , 使苦

笋种植两年内就达 5000亩 , 满足了市场需要 ,

加快了山区贫困户的脱贫步伐。
夹江还有 1 /3左右地域是丘陵区 , 宜种果

树 , 学校就开办果树专业班 , 推广柚、 李、 桃、
葡萄等优良品种和种植良法 , 建立 3万亩柚子

乡、 万亩李子乡基地。 在实践中 , 云吟职中开

创了为农服务的新局面。

二、 全面理解农村现代化 ,

主动适应市场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为农村的

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程。全面理解农村现代化 ,

认识市场经济体制 , 以努力提高适应性 , 是农

村职教发展的思想基础。
1、农村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村

是地域概念 , 农业是产业概念。 我们常常用
“农业” 代替 “农村” , 特别是用传统农业的种
植养殖业旧观念代替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农村的

新概念 , 这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正是
在这种小农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下 ,长期以来 ,

讲农村职教 “为农服务” ,往往是简单地强调传

统的种植养殖业的技能培训 , 而忽视培养学生

从事第二、 三产业的素质和能力。 缺乏 “教育
准备” 的劳动力难以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农村
的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的现代化 , 它至少包含四
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农民素质的现代化 ; 二是

农业的现代化 ;三是农村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四

是农村工业化、 城市化、 劳动智能化。 在较长
时期 , 我们把农业现代化理解为机械化、 水利
化、 良种化。 事实上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 农业

现代化的精义在于科学内含。在农业发展史上 ,

从轮作体系的形成 , 到化肥工业的兴起 , 再到

遗传工程的应用 , 每一次农业技术革命都对农

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知识经济
时代 ,知识农业将逐步兴盛。相对传统农村 ,农

村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2. 农村现代化必然带来农村工业化、城市

化、 劳动智能化。人们对农村现代化必然带来
“工业化、 城市化、 劳动智能化” 是有共识的。
但在具体的作法上碍于小农经济的深深烙印 ,

在工业化、 城市化的战略选择上 , 缺乏规模经

济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 乡镇企业分散化、 乡
土化 ; 小城镇无序发展 , 缺乏整体布局 ; 在农

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强调 “就地安置” ,人为地限

制正常流动。 反思这种现象 , 为什么会出现

“乡乡点火 , 村村冒烟” 的工业布局? 为什么会

出现小城镇无序化? 除复杂的体制与政策因素

外 , 劳动力的素质低 , 特别是从第一产业中转

移出来的劳动力严重缺乏从事现代二、 三产业
的技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3. 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劳动者素质。
农村现代化首先要使农村的人现代化 , 使他们

具有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素质。 然而 , 在农

村现代化的进程中 , 片面重视财富而忽视创造

财富的人 , 重视物质生产而忽视人的发展 , 是

很常见的。这严重地影响了教育战略地位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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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 影响了农村职教的发展 , 影响了劳动者素

质 的提高 , 更影响了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4.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村职教面临

新的形势。市场经济使职业教育一改国家包揽、
计划行事为遵循价值规律、 竞争规律、 供求规
律。形势要求职业教育主动积极地参与市场 ,在

竞争中显现自身价值 , 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

展。当今时代的客观情况是: 教育需求空前增

大 ,教育市场开始形成 ,人才属性发生着变化 ,

教育选择已成趋势 , 这既给职教发展带来生机

与活力 , 又使职教管理者面临诸多新问题。在
职教管理上 ,发展模式上 , 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既要提高学校的适应性 , 又要提高学生的适应

性 ; 既要面向农村现代化多层次多规格多门类

的人才需求 , 又要面向市场的选择 ; 既要灵活

办学 , 又要努力提高人才的素质。
对于农村现代化 ,无论是农业的科学化 ,农

村工业化 ,都市化 ,还是农村劳动的智能化 ,最

核心的问题是劳动者素质。 农村职教面对发展
与挑战的现实 ,要勇敢地面对市场 , 主动适应 ,

这是农村职教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关键。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论述: “教育工作必须进一
步解决好两大重要问题 , 一是教育必须全面适

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求 ; 二是提

高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率 , 全面提高办

学质量和效益”。
为适应社会需要 , 云吟职中走出了联合办

学的路子。与丹棱县丝绸公司、 教育服装厂联
办蚕经专业 ; 与师资雄厚的空军飞行学院联办

机械电工、电子专业 ; 在县计经委、人事局、财
政局支持下开办所需专业。 联办连心 , 丰富了

办学层次 ,增强了学校实力和适应市场的实力。
背靠大专院校是云吟职中增强适应性的又

一经验。学校多年来抓师资队伍建设 , 抓教育

科研 , 但自身力量毕竟是很有限的。 积极与大
专院校合作 , 可以从高校引进新技术、 新成果
为当地服务。 为密切联系 , 云吟职中挂上了四

川农业大学附属学校和实习基地的牌子。
面对市场 , 学校不等不靠 , 自我创造 , 自

求发展。学校负债修建教学楼、 学生宿舍、 浴
室等 , 使学校达到能容纳 2000学生的规模。负
责购计算机、电子设备 ,使教学质量得以保证 ,

增强了自身实力。 现在的职技教育中心 , 是学

校师生艰苦奋斗 , 节衣缩食共同创造的。
面对农村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 面对市场机

制的建立 , 学校以全新的教育模式 , 培养具有

良好适应性的人才。
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为根本 , 提高学生适

应性。云吟职中始终强调实践 ,强调动手能力 ,

技能训练贯穿三年教学全过程。课堂教学中突
出技能示范 , 称为教学实习 ; 技能训练 , 结合

实践活动进行 , 称为生产实习 ; 技能训练实施

等级鉴定 , 根据实际考察颁发多种证书 , 称为

考核实习。
结合学生家庭致富 , 提高学生适应性。 凡

农村学生 ,从入学报到起 ,就在教师的指导下 ,

结合家庭实际 , 制定 “边读书边致富 , 毕业就

当万元户” 的计划。 随着农时变化和专业教学
的深入 , 由专业课教师在班主任的配合下 , 指

导、检查学生致富计划实行情况。毕业前夕 ,进

行抽查评奖 , 计入毕业考核成绩。 此举很受家
长和社会欢迎 ,缩短了学生走向社会的适应期。

提供不同类型的示范 , 让学生多见识、 多
实践 , 提高学生适应性。学校建立了 5厘地、 5

亩地、 50亩地 (城镇经营 5厘地、 农户经营 5

亩地、规模经营 50亩地 )不同等级的示范模型 ,

作为教学、实习、 科研示范基地。学生到基地 ,

通过实践掌握科学原理 ,扩充知识 ,提高能力。
同时 , 学校还选择本校毕业生致富典型 , 建立

家庭致富模式 ,给学生提供示范。还与工厂、科
研所、 大专院校挂钩 , 进入社会 , 了解经济建

设动态 , 为毕业生就业或创业做好准备。

三、 从农村发展需求出发 ,

走 “宽、 实、 活” 办学之路

　　农村职教面对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 必须根

据自身的特点和内在规律 , 创造一种全新的办

学模式。必须对办学过程中涉及的培养目标、招
生办法、 专业设置、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
学形式、 教学管理、 基地建设等多种要素进行
优化组合 ,以适应农村现代化对人才的需求。云
吟职中作为四川省乐山市的试验点 , 在改革的

实践中 , 总结创造出了 “宽、 实、 活” 办学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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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宽、 实、 活” 办学模式中 , “宽” 是指
专业覆盖面宽 ,学生知识面宽 ,就业路子宽 ,打

破单一、 狭窄的专业界限 , 用综合技术教育的

思想指导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实”是指教学
内容要实际、 实用 , 加强实践环节教育 , 重视

培养动手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活”是指学制要活 ,办学形式、教学管理制度、
招生办法、学籍管理方法等灵活多样。三者中 ,

“宽”是基础 ,保证了职教同社会联系的广泛性 ;

“实”是核心 ,保证了职教同社会联系的有效性 ;

“活”是保证 ,保证了职教同社会联系的可选择

性和灵活性。“宽、实、活”这种新的办学模式 ,

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 , 教育性与生产性结

合 , 普及性与示范性结合 , 专业性与多能性结

合 ,学历教育与岗位教育结合 , 教育、科技、经
济结合 , 学校、 家庭、 社会结合等。 所培养的
人才 , 有较强的科技意识和市场意识 , 有在一

定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实践能力 , 有适应产业结

构变化的素质 , 有不断开拓、 创业、 进取的精
神。这种办学模式 ,有利于农村职教培养第一、
二、 三产业的人才 , 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整 , 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 , 农村工业化、 城
市化的发展目标。

在 “宽、 实、 活” 的实践中 , 云吟职中的

专业设置不断拓宽 ,不断发展。从一个专业 ,发

展到十四个专业。 每一个专业的覆盖面也不断
拓宽 ,适应性大大提高。比如传统的蚕桑专业 ,

原本重在桑树的栽培技术和养蚕 , 后来由蚕桑

专业发展为蚕经专业 ,从栽桑养蚕到制丝织绸 ,

学习与栽桑养蚕相关的十多种专业知识 , 使学

生能在小天地里做大文章。 云吟职中创造的五
亩地蚕桑致富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五亩地
示范场上 , 以栽桑养蚕为主体 , 根据农业生态

环境中不同植物对环境的光、 热、 水、 矿物质
及时间、 空间的不同需要而选择互补性强的植
物、 动物、 微生物搭配种植、 养殖和培养。蚕
桑示范场有十多种不同品种的良桑苗圃 , 苗圃

厢间有花木 , 沿围墙修建良种鸡舍、 兔舍 , 既

节省空间 ,又节省材料。进场小道两旁是花木 ,

上空是一年收五季的瓜棚 , 场中央是分层养鱼

的鱼池 ,池中央立着虫情测报装置和灭蛾灯、喷
水设施。桑园种桑 , 桑下种草养兔 , 蚕粪喂鸡 ,

鸡粪喂猪 , 猪粪入沼气池 , 沼气照明……如此

等等 , 形成一个大循环。 该模式又称为 “多链
式立体生态循环致富模式”。就是这个模式使许
多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在科研实验场 , 张田

农老师牵头做出的 “凡人奇事” ,影响遍及国内

外。 在张老师那里 , 家蚕吐丝不作茧。 蚕宝宝
按照人的意志去运作 ,直接吐出丝绢、丝宣、工
艺品 , 代替了编织姑娘的劳动。中共四川省委
副书记秦玉琴、四川省副省长徐世群分别题词:

“惊世国宝”、 “华夏一绝”。 《中国教育报》 以
《凡人奇事》的通栏标题给以宣传介绍。1995年

该科研成果申请到国家专利 , 11月在广州第七

届博览会上获双新金奖。 张田农老师还创造了
养蚕簇具—— 竹制回转簇。把上千条蚕放上簇
具 , 几经回转 , 蚕宝宝乖乖地各就各位 , 各占

一格 ,基本不出现空格。这种簇具被广泛推广 ,

大大提高了蚕茧的质量。 四川省原副省长韩邦
彦题词赞扬试验场 “五亩土地唱大戏 , 四个结

合育新人”。全国政协领导称之为 “全国唯一 ,

世界少有”。来自 28个省、 市、 自治区 , 参加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专家学者看了 , 无不

称赞。正是这样一条 “宽、 实、 活” 之路大大
提高 了职中学生的素质 , 办学路子越走越宽。

四、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

推动农村社区发展

　　由于我国农村发展的多样性与非均衡性特
征 , 农村现代化将首先表现为农村社区的现代

化 , 通过区域性不断推进 , 最终实现农村整体

的现代化。农村社区发展以提高农村社区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 , 提高社区文化和教育水

准 , 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 农村社
区教育是农村社区内教育事业、 教育活动的总
称 ,包括所有的正规学校教育与一切非正规、非
正式教育。在农村社区教育中 , 农村职中在农

村社区发展中起着 “龙头” 作用。
过去 , 县级社区教育是多中心 , 既有成人

教育中心 , 又有职业教育中心 , 还有教师培训

中心、 干部培训中心 , 以及其他教育中心。 多
中心的结果是无中心。就社区教育而言 , 职教

“有头无尾” ,成教“有尾无头”。只有通过深化改
革 ,将成教与职教合并 ,建立县 (下转第 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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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当中

讲到了语文教学的问题。她说: “语文本来是富
于浪漫和创造的 , 现在也都标准化了。 `草坪’
变成 `草地’ 不行 , `同心协力’ 变成 `齐心协
力’ 不成 , 搞成新八股 , 形而上学 , 谨小慎微 ,

专会挑毛病。 在学术上 , 没有宽容精神 , 没有

自由讨论 , 就不会有创新。 功课负担太重也会
扼杀学生的创造性。”人民教育出版社专家 ,多

年来编语文课本的刘国正同志讲到 , 由于应试

教育对语文教学的严重损害 , 语文教学本来就

存在的偏于技术训练的问题受到扭曲 , 更有不

良的发展 , 甚至陷入误区: ( 1) 把语文课的工
具性简单化、 程式化、 刻板化 , 把生动的语文

能力的训练变成枯燥的、纯技术的训练。 ( 2)脱

离生活 , 脱离社会。阅读不重视引导学生运用
生活体验来领会文章 , 写作不重视引导学生开

发生活宝库 , 只在写作方法上打转 , 形成新的

八股调。 ( 3) 练习题太多 , 课外阅读和课外写

作太少。 “总之 , 是消损了兴趣 , 闭塞了聪明 ,

加重了负担 ,却不能真正地提高语文能力。”我
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不管是国外走过的弯路 ,还

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 , 都证明准确把握本学

科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在新中国的语文教学
历史上 , 某一个时期 , 由于政治的需要 , 认为

语文课就是政治课 , 甚至最后闹到了取消语文

课 , 我们走过这么一段弯路。 还有的时期 , 我

们比较单纯地强调工具性一面 , 对于课文的内

容不注意了 , 甚至有人主张不要进行文学因素

的教育 , 我们也走过这样的弯路。 另外一个时
期 , 由于强调思维训练 , 结果把生动的活泼的

充满感情的语文教材当成了一种枯燥的死板的

思维训练材料 ,这种现象也出现过。我认为 ,尽

管这些老师主观愿望是好的 , 但是由于对这门

学科的性质和全部内容把握得不准确 , 所以实

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我想着重说明一点 ,

我这样讲并不是否认在上述某个方面进行教改

实验取得成功的经验。我所强调的是总的倾向
问题 , 指导思想问题 , 是对学科性质总的认识

和总的把握问题 , 而不是反对在某一个方面的

教改实验。
总之 ,我们要认真地总结国内外语文教育

一切成功的经验 ,吸取一切失败的教训 ,真正地

把握住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全部内容。在思
想上 ,我们一定要认识全面、正确。只有这样 ,我

国的语文教改才能少走弯路 ,沿着正确的轨道

前进 ;我们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实验 ,才能

够取得正确的成果 ,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

北京 100088〕
(本文责任编辑: 赵永嵩 )

(上接第 33页 ) 职技教育中心 , 依托中心挂牌

社区中心 ,才能形成社区教育的龙头。进而 ,辐

射乡 (镇 ) 社区教育中心 , 再辐射村、 社、 农
户 , 发挥 “龙头” 作用和主阵地作用。

夹江县成人中专校和云吟职中校 , 两校合

并 , 两强结合 , 建立夹江县职技教育中心 , 并

挂牌夹江县社区教育中心。 面对农村现代化的
进程 , 职技教育中心的 “龙头” 作用日趋显著。
以县职技教育中心为龙头 ,联系 8个乡 (镇 )农

技校 , 每个农技校联系 3— 5所村分校 ,再辐射

到农户。职技教育中心依托乡镇农技校 , 把庄

稼医院、 各类协会、 服务站、 农场、 果场、 蔬
菜基地组织在一起 , 不断开 发新项目 , 引进新

技术 , 从事产销服务 , 培养各类人才 , 使农科

教真正结合 , 真正发挥了龙头作用。 夹江县社
区教育中心 , 除开展正规的文化教育专业培训

外 , 还广泛开展 “赶场天学习日”、 “讲师团宣

讲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例会日” 等非正规教
育。 在这些非正规教育中心 , 主要内容有: 组

织社区成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 国家的法律法

规 ; 公布近期社务、 财务等热点难点 , 听取群

众意见、 建议 ; 讨论决定社区的重大事情 , 讲

授最新农业科技知识和推广新品种。这些活动
深受社区群众欢迎。 如今 , 夹江县职技教育中

心继续沿着 “宽、 实、 活” 的道路 , 在社区教

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不断推动夹江

县农村社区向现代化迈进。

〔作者赵家骥系四川省乐山市教委主任、教
授 ,谭力贤系乐山市教委委员 ,乐山市 614000;

李显成系乐山市夹江县云吟职业中学校长 , 夹

江县 614100〕
(本文责任编辑: 赵永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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