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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职中发展过 作!
,

出同的 问趣进行探

索
,

在农村职教课程模
r

式上忌结
、

探索
、

构建
、

论证
、

实施 和形成 了
“
宽

、

实
、

活
”

的农村职教课程模式
,

为农村职教的改

革与发展探索 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

该模式自 1 9 8 8 年初 提 出后
,

经过

多年 的理论研究
,

制 订方案
,

定点试 验

总结 完善收 效
,

显著
,

产生了较好的社

会影响
。

其主要表现为
“
宽

、

实
、

活
”
课程

模式的育人功能得到 了进 一步发展
,

培

养的学生具有较强 的自立 意识
、

创造意

识
、

竞争意识
、

合作意识
。

一
、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的涵义与

特点

(一 )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 的涵义

。

“
宽

、

实
、

活
” ,

是对农村职业教育课程模

式的一种简练而深刻的概括
。

“
宽

” ,

是指课程体 系中设置专业 的

覆盖 面 要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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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决专业面较窄的问题
。

“
实

” ,

是指课程体 系中的教学 内容

要实际
、

实用
,

加强 实践环节教学
,

培养

动手 能力
、

生 产经 营和组 织管理能力
,

并贯穿到课程体系的各个部分
。

“
活

” ,

是指课程体系中课程组合要

灵活 多样
,

以适应不同的 学制
,

不同的

办学形式
,

不 同的教 学管理制度和不 同

的招生办法
。

化建设迅速发展和 社会 主义 初级阶段

农村需要人才的特殊规格而设计的
。

“

宽
”
所对应的综合课程

,

融合了多

个相近专业和相 关专业
,

把部分学科综

合为范围较广的新课程
。 “
实

”

所对应 的

目标课程
,

以学 生的职业 目标作为课程

的核心
,

而不 是 以学科知识作为 核心
,

将综合课程和 广域课程的 有关知识
、

技

艺等要素进行再综合
,

从而实 现 目标课

程所要达到的目标
。 “
活

”

所对应的广域

课程
,

是综合课程 和 目标课程 延伸的汇

合
,

大大拓展原有学科 的 内容
,

促成学

生特殊兴趣和独特 目标的实现
。

广域课

程还包括对学 生毕业后的跟踪教育课

程
。

三类课程中
,

综合课程体现服务性

与针对性
; 目标课程体现实用性与速效

性 ; 广域课程体现适 应性与提高性
。

二
、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实例

:

根据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的特点

,

通过对社会 主义初级 阶段农村特点 的

分析
,

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阶段性

和建立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目标

要求
,

我们构建了两种
“

宽
、

实
、

活
”
课程

模式实例
,

即温饱型课程模式与小康型

课程模式
,

供改革参考
。

(一 )温饱型课程模式
。

温饱型课程

模 式是根据 我 国社会 主义初 级阶段 广

大农村在解决温饱 问题的特殊历 史 阶

D E

农村职程课模教式

O 赵家骥 谭力贤

“
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

”
是党 和 国家

的重大决策
,

而发展职业教育的重点和

难点 在农村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

着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
,

农村职业中学

在规模和数量上得到迅 速发展
,

但 紧接

着 又出现
“
滑坡

”
现象

,

不 少农村职中陷

入 困境
,

甚至走入
“
死胡同

” 。

农村职教

的这一 现状
,

在建 国四十余年的历程中

已出现三次
。

究其农村职教 三起三落的

重要原因
,

就在于没有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的特定条件
,

按照农村职教自身的发

展规律办学
,

特别是在课程 模式上未 能

体现农村职教的特点
,

使得现有课程模

式出现许多弊端

四川省 乐山市教育委员 会针对农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中

,

宽是 基

础
,

强调课程体 系同社 会联 系的 普遍

性 ;实是核 心
,

强调课程体系 同社会联

系的有效性
; 活是 保证

,

强调课程体 系

同社会联系的可选择性和灵活跳
。

它们

相互联 系
,

互为补 充
,

共同构 成二个具

有强大 生命力的农村职 教课 程基本模

式
。

(二 )
“

宽
、

实
、

活
”
课 程模式 的特点

。

“
宽

、

实
、

活
”

课程基本模式中
,

由综合课

程
、

目标课程
1

广域课程 的组合而运行
。

以综 合课 程 为基础
,

以 目标课程 为核

心
,

通过开 发广域课程
,

实现 各门课 程

的综合运行
,

从而达到教学自标
。

此 模式 是根据 农村 社会 主义 现代

段的需要
,

所构建的一 种与之相适应 的

并 为之服务的农村职教课程模式
。

这个

阶段 的 突 出特点是
:

生 产力水平 比较

低
,

基本上是以农为主
,

第二
、

三产业尚

不发达
。

以家庭经营专业课程体系为例
:

(1 ) 课程结构
。

根据温饱型课程构

建的基础
,

家庭经营专业的课程结构是

一种综合性结构
。

把综合课程
、

目标课

程
、

广域课程按必修课
,

计划内选修课
、

计划外选修课等分类组合
。

必修的综合

课程有
,

文化基础
、

种植基础
、

养殖基

础
、

农村企业经营管理等
。

计划内选修

的 目标课程有
,

庭院立体 经营
、

以蚕 桑

为主 的网络循环经营
、

以饲料 加工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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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为主的种植
、

养殖
、

加工组合经营等
。

计

划外选修 的广域课 程有
,

特种养殖
、

优

良果 品繁育与栽培 园艺 花 卉
、

农用 机

电
、

市 场营销 等
,

以及
“

短平快
”
的高新

技 术和实用技术
。

(2 )课程 的组合形式
。

家庭经营 专

业 课程 的 组合形 式
,

实 质是 一 种拼盘

式
。

即在课 程组合上模 糊普通 课
、

专业

基础课
、

专业技术课的界限
。

文化基础

课如应 用物 理
、

应用 数学
,

既进行普通

文化 教育
,

又传授一 些专 业基 础理论
,

某些 专业基 础课放在专业技术课中讲

授
,

使理论 和实践有 机结合
,

加 大选修

课的 比重 ;按 照职业 目标和生产季节来

组织专业课教学
,

宜前 则前
,

宜后 则后
,

宜长则长
,

宜短则 短
,

交叉进行
,

打乱常

规 的
“
三段式

”
程序

,

不再分段
。

这种组

合形式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
,

能 充分体现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 的特

点
。

(3 )课程 的组织管理
。

家庭经 营 专

业课程 的组 织管 理
,

要 求根据
“

宽
、

实
、

活
”
的特点

,

组织各类课程综合运作
。

担

任各门课程的专业教师
,

要根 据生态农

业结构原理 和家庭 生 态农业 的基 本类

型
、

特点
、

实 行条 件及 生态 农业 的基层

运动方式组织 教学 内容
,

如 果是各 自为

政
、

互不联 系的教学
,

就违背 了
“

宽
、

实
、

活
”

模式 的宗旨
,

学生 只能学 到 支离破

碎的东西
。

家庭经营专业最核 心的是 目

标课程
.

所有职业技能
、

技 术知识
、

文化

基础
、

以及 劳动 习惯
、

劳 动态度的养 成
,

都要针对这些从小到大
、

由低到高 的职

业 目标而进行
。

要求
一

专业教师不 断的交

叉组织各种小 型的 目标 课程
,

贯穿于 整

个课程体系中
。

目标课程的组织与 开发

是相当丰富而 又十分复杂 的
,

要求教师

根据不 同实 际情况 的发 展变化灵 活组

织
,

深入挖掘
。

家庭经营专业课程 的运

行是一个由综合不 断归 向整合的过程
。

各门综合课程和 广域课程 齐头并进
,

教

学过程中通 过相关课程与实 验实 习经

常把有关内容连贯起来
,

不 断组织形成

一 些小型的目标课程
。

针对不 同学 生家

庭与学生学 习掌握的实际情况
,

师生 在

共 同设计这些 目标课程时 应该发挥其

创造性
,

使 它们有共同的课程基础
,

但

不定有共同组织模式
。

(二 )小康型课程模式
。

根据广大农

村在实现小康以后 向现代化进军这样

的历 史阶段 对职业教育 的要求而 构建

的职业教 育课 探杖式
. ,

我们称之为小康

型课程模式
。

以蚕业经济专业课程体系

为例
:

( 1) 课程结构
。

根据小康型课 程构

建的基础
,

蚕 业经济专业的课程结构是

一种叠加性结 构
,

把综合理论课程 与目

标课程叠加形成一种可称之 为
“
深化过

程
”
的结构

,

把 目标课程 与广域课程叠

加
,

形成一种可称之为
“

泛化 课程
”
的结

构
。

综合课程有 文化 基础
、

种植基础
、

养

植基 础
、

农村 企 业经营管理 等
; 目标课

程有栽桑专 门化技术
、

养蚕 专门化技术

等
; 广域课程有 优 良果 品栽 培技术

、

经

济动物养植技术
、

丝绸纺织技术等
。

由上而 叠加的
“
深化课程

”
有

,

成 片

土地的桑树 栽培经营 ; 适度 规模的养 蚕

经 营
。 “

泛化课程
”
有

,

以蚕 桑为主的 良
J

隆循环 生态农业经营
”
家蚕 自织丝织 系

列工艺等
。

(2 )课程 的组 合形式
口

小康型课程

的组合 形式
,

实质是 一种积木式
。

即 由

综 合课 程与 目标课程 的组合与叠加
,

形

成
“
深化课程

”
的

“
山峰

” ; 由 目标课程与

广域 课程的组合与叠 加形成
“
泛 化课

程
”
的

“
山峰

” 。

这种课程组合形 式
,

既能

保证学 生具有扎实 的专业基 础和 较宽

的专业知识面
,

又具有较 强的专业转换

能力和从业适应性
,

还 有较 强的专业 技

能
,

掌握 J七门过硬 的专业技术
。

(3 )课程 的组织管理
。

蚕 业经济 专

业课程的组织管理
,

要 根据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的基本特点
,

确定适宜的综 合

课程
、

目标课 程与 广域课 程
,

要 求教 师

准确理解课程设置 的依据与意 义
,

特别

要把握好通过组合
一

与叠加形成的
“

深 化

过程
”

与
“

泛化过 程
” 。

要切实根据学 生

的实际 状况
,

灵 活 处理
,

以求得 最佳的

教育经济效 益
。

在 课程的组织 与管理

中
,

要抓好基础
,

突出技能
,

把儿类课 程

和教学 落到 实处

三
、

农村职教课程模式的发展趋势

随着农村 经济 的进一 步发展 和 让

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
,

农村职业

技 术教育将 获得更大的发展
。

在这种新

的发展进程 中
,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 式也

将随之 而发 生变化
。

发展的趋势是紧随

农村现代化进 程和特 点而发展
。

农村从 温 饱向小康的 发展之 后 将

迈向多元化
。

表现 为
:

— 农村产业结构的多 样化
。

农

村
,

不再是农业一统天 下而正在形成农

林牧副 渔
,

工 商建运服多业 发展 的趋

向
。

农业
,

也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粗放式

耕作和单纯的种植养殖
,

而是与现代科

技
、

市 场对接后 出现 的大农业
,

追求以

生 态为基 础
,

科 技为动 力
,

效 益 国 目的

的 优质
、

高效
、

高 产
、

低成本的新型 农

业
。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 移的速度

正在加快
。

在农村的产值和农 民的收人

中
,

非农产业的 比重大幅度提高
。

-

一

一农村经营的多样化
。

农 民从事

经营活 动
.

不再 局限 于农 副土特 产 品
,

而是 以市场导 向
,

市场 需要什么就经 销

什么
。

营销范 围也不再单纯 面 向农村
,

而是着 于全社会 以 至国际舞台
,

农 民经

营方式逐 步与市场 环境相适 应
,

现代化

程度不断提高
。

—
农村集镇建设的城市化

。

农村

小 集镇
,

逐渐 呈现 小城市的 规模
、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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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在悄悄缩 小
。

- -

一 农 业生 产 的集 约化
、

科学 化
。

“
一 优两 高 ,’( 即 优质

、

高产
、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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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推 广和 应

用
,

使许 多生产 领域 的 项 目
,

出现集 约

化
、

科学 化
。

针对农村 的 飞速发展
, “
宽

、

实
、

活
”

课程模式
,

也将 随之而 发生变化
。

主 要

呈现 以
一

下的趋势
。

1
.

农村职 教的裸 程特征 友现 为高

温 饱阶段 和小 康阶段 的课 程综 台 问 高

层次 的课程分化转 变
,

其实质是分 化与

综 合的有 机统 一
。

2
.

农村职 教的课 程结 构 由多 种形

式构建
,

有适应 不同 目标所需 要的各种

课 程组 合
、

学科综合
、

内容整合
。

3
.

农村 职教的课程 设计表现 为更

大的灵 活性
。

农村 发展的多 元化
,

使课

程设 计不仅仅局 限于纯粹的农业 课程

设计
,

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一 二三产业协

调发 展所需 的各类职技 人才的课 程设

i t
。

4
.

农村职教 的课 程评价将更 加注

重实效性
。

课程 改革不仅仅是追求课程

课程模式本 身的理论价值
,

随着农村现

代化建设和社 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
,

农村职教课程 改革成败的标准
, _

七要看

由该模 式培养出的人才的使用效益
。

5
.

农村职教的课 程模式随着农 村

经济的 发展 而 发 展
,

不会 是 一成 不 变

的
,

也不可能 有一 种永 恒的 最佳模 式
,

任何优化的课程模式都是有一 定的适

应 条件的
,

超过 其适应的边界条件
,

农

村职教的课程模式又必须进行改革
。

(作者单位
:

四川省 乐山 市教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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