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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为什么

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以

来，中国高等教育界先后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旨

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方案，以期培养出一批卓

越人才。调整课程结构、整合课程资源、更新课程

内容、彰显课程特色等，已成为当前高校课程研究

的共识和课程改革的一致选择。湖南农业大学现

有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

与社会保障四个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为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培养卓越农村人才，在公共管理类专

业进行了大胆的课程改革，明确公共管理类卓越

农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要求，分析当前高等农

业院校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现状，立

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校实际情况，提

出特色鲜明的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的课

程体系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良好

的办学声誉。

一、 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

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要求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重

要讲话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2012 年 3 月教育部在《关

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质 量 的 若 干 意 见》（教 高

[2012]4 号文件，即“高教 30 条”）中提出实施卓越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湖南农业大学自 2007 年以

来，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大胆尝试公共管理类专业

人才培养，探索卓越农村人才培养实践，瞄准卓越

农村人才培养目标，确立“顶天立地，服务‘三农’”
人才培养定位，加强“校府”“校社”合作办学，打造

高水平实践教学平台，促进学生意识、知识、能力、
素质全面提高，使学生具备信念坚、品德优、知识

丰、本领硬、责任重五种优秀素质，在服务“三农”中
具有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带得动五种

超强本领，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五优五强”卓
越农村人才，并以此明确课程体系改革的要求。

（一）培养学生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责任意
识

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是 19 世纪威斯康星大

学提出的办学思想。这一思想把服务社会作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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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重要职能，并认为大学的主要使命之一是传

播知识给广大民众，使之能用这些知识解决经济、
生产、社会、政治及生活方面的问题。大学为社会

服务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传播知识、推广技术、提供

信息[ 1 ]。高等农业院校培养面向社会，服务“三农”
的大学生，使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真正成为在“三

农”领域“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带得

动”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首要的是培

养大学生牢固树立服务“三农”的责任意识。因此，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体系改

革中，开设涉农课程，开展“三下乡”实践教学，吸

引学生进课题与入团队深入农村调查，进行以“三

农”为主题的大学生科创活动等，加强卓越农村人

才长期服务“三农”、立志“三农”发展的社会责任

及事业志向教育，将此作为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

良的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的专业精神之所需

和德育教育新突破的重要内容。
（二）培养学生具备超强的专业精神与实践能力
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的专业能力，既要

遵循卓越农村人才在服务“三农”意识、知识、能

力、素质等方面的一般要求，又要具有公共管理类

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特殊素质。
专业精神的塑造，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人才

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公共管理卓越人才

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中，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德育教育，大力塑造和培育专业精神，并把专业精

神建设作为架通德育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一座桥

梁，用“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全程引导专业人

才培养，全面推动素质教育[ 2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

学院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中，加

强专业精神建设实践，突出公共管理类专业卓越

农村人才的特殊素质培养，特别强调面向社会，服

务“三农”，牢固树立“天下为公、公平正义”的公共

管理专业精神；特别强调深入农村基层解决“三农”
发展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特别强调诚实守信、严
格守法并能根据“三农”实际开拓创新的能力培养。

（三）培育学生具有开拓新局面的过硬创业能力
卓越农村人才不是我国传统高等教育体制下

依靠国家计划安排工作的“精英人才”。新时期高

等农业院校培养的公共管理卓越农村人才，是顶

天立地服务“三农”、本领过硬勇于创业，适应市场

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并富有开拓精神的创业型人

才。《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 30

条） 特别强调卓越农村人才的创业创新能力培养

要求[ 3 ]。创业精神的培育与实践是创业能力培养的

坚实基础。创业精神是指在创业者的主观世界中，

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观念、个性、意志、作风和

品质等。创业精神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哲学层次的

创业思想和创业观念是人们对于创业的理性认

识；心理学层次的创业个性和创业意志是人们创

业的心理基础；行为学层次的创业作风和创业品

质是人们创业的行为模式。创业精神实践包括三

个重要主题：一是对机会的追求，二是崇尚创新，

三是注重增长。创业者追求增长，永远不满足于停

留在小规模或现有水平上的发展，要有永恒的创

造力与开拓奋斗精神。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在

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中，

特别注重加强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精神实

践，培养大学生具有适应“三农”发展新需要的持

续创新、追求卓越的创业能力。
（四）适应大众化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需要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个性化的背景下，追求人

人成才的同时强调卓越人才的培养，已成为提高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亟待研究的新的重大课题。胡

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要注重更新教育观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

标准，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和人人成才观念[ 4 ]。湖

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在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改革中，既注意适应大众化教育背

景下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创

新人人成才的教育观念，实践人人成才的教育目

标，为“三农”事业培养与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又

积极形成“出名师、育英才、创一流”的办学优势和

人才培养新优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培养“顶

天立地，服务‘三农’事业发展的卓越农村人才”。

二、 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的课

程体系现状及其分析

课题组对 22 所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类专

业课程教学计划的调查发现：随着我国高等农业

院校公共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公共管理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与创新，课程体系日

益完善，课程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仍面临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
（一）专业课程同质性特征明显
课题组调查显示：有 72.7%的专业开设有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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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学、公共经济学、市政

（管理）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6 门核心课程。大

多数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采用相同或相近

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计划，缺乏校本特色

课程支撑，没有很好地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教学

课程体系。高等农业院校往往忽视自身条件和培

养能力的不足，在人才培养定位、培养模式和课程

设置等方面与重点高校雷同，在培养质量上却与

重点高校相去甚远。同时，在人才培养定位、培养

模式和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致

使毕业生千人一面，无学校人才培养特质，无个人

素质能力特质[ 5 ]。
（二）专业能力培养课程设置不足
专业能力通常指专业工作动手能力。专业能

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生命线，专

业能力不强的大学生是难以适应专业工作需要

的。公共管理是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公共事

务和公众服务为对象，以公共性、非营利性、公共

资源效率等为基本价值标准的管理活动。高等农

业院校公共管理各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加强公共利

益价值判断能力、公共程序公正性执守能力、公务

文书与报告撰写能力、公共政策表述能力、具体行

政行为执行能力等五个方面能力训练，即公共管

理专业人才“判、守、写、说、做”五项基本的专业能

力，以适应农村公共管理发展的需要。高等农业院

校公共管理各专业，由于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过

快、专业方向众多、师资力量薄弱等诸多主客观因

素影响,专业课程设置总体上呈现出课程开设数量

不均、课程开设质量差强人意、课程课时分配随意

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难以达到规范和完善公共管理

专业课程设置的目标。
（三）实践课程教学质量差强人意
总体看，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

少，教学方法不灵活，教学资源缺乏，教学效果较

差。在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中，只有入学教育

与毕业论文两个实践教学环节能够落实，其余的

实践教学环节基本上形同虚设[ 6 ]。导致这种现象的

原因主要有：一是闭门造车，实践课程设计不合

理。二是课程教学方式不灵活，一些本应穿插在理

论教学之间的户外实践教学课程，因教学难度大

而无法安排。三是实践教学资源严重短缺，许多高

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薄

弱、教学资源匮乏，缺乏与政府、行业或企业的合

作培养机制，难以有效地开展实践课程教学。

（四）课程教材建设严重滞后
高质量的课程教材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本

保障。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一些

高校组织编写出版过“公共管理系列教材”，但这

些教材大多从国外教材翻译而来，普遍缺乏解决

中国公共管理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实务操作性不

强，本土特色不浓。课题组调查发现，高等农业院

校公共管理专业大多采用这种教材，缺乏知识结

构新颖、服务“三农”性强、能解决农村实际公共管

理问题的专业特色教材。

三、 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

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举措

针对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

体系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瞄准卓越农村人才目标，依据“三农”发展新形势，

充分挖掘本校课程资源，大力推进公共管理类专

业课程体系改革。
（一）科学确定课程体系改革目标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广泛借鉴了兄弟院校

同类专业和本校其他相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经

验，并严格按照教育教学管理规范要求，发挥各基

层教学组织广大教师集体智慧，确立了公共管理

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改革五大目标：

一是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逐步实现公共

管理大类专业人才培养；三是优化专业核心课程

内容，打造涉农特色课程；四是加强人才的专业能

力培养；五是加大实践教学力度，切实提高实践教

学水平。
（二）顶层设计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开展以培养农村卓越人才为目标的课程体系

改革，既要完成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任务，培养具

有本校特色的高水平、高质量专业人才，又要努力

减轻教师与学生的教学负担，提高教学效率。湖南

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根据公共管理类专业建设实

际，分析人才培养瓶颈，找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

突破口，统筹兼顾地完成课程体系改革的顶层设

计：按照“宽口径”目标，实施专业大类招生与人才

培养；按照“厚基础”目标，进行专业基础知识、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课程设计；按照“多实践”目标，

大幅度增加实验、实训和实践课程课时量；按照

“创特色”目标，加强服务“三农”课程的基础性地

位，开设农村科技服务与管理特色课程，加大职业

技能考试、考研、考公务员（含选调生和村官）等

教育与“三农”
CHINA AGRICULTURAL EDUCA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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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特色课程及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课

时量；按照“重素质”目标，在人才培养全过程实施

全面育人长效机制，加强德育与综合素质培养环

节。改革后的专业课程分为大类专业通识理论课

程、专业核心课程和实训实验课程三大模块。实训

实验课程分为大类专业通识实训课程和专业实验

课程两类。公共课程、基础课程、实习教学课程按

仍学校统一教学计划执行（参见下图）。

（三）不断彰显课程体系改革特色
在全面推进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中，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特别注重将涉农的优

秀专业课程，纳入特色课程建设计划，特别注重针

对农村公共管理工作实际需要，加强专业能力与

实践能力培养，以增强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类

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以开设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

本科特色专业方向“科班村官”课程为突破，建立

完善了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从学历教育到非学

历教育的“顶天立地”课程体系。
（四）建设系列实践课程教学基地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坚持以专业能力培养为

核心，以“校府”“校社”合作为手段，以校园文化与

公共管理文化融合为育人环境，以学生专业实践

团队为主体，以高水平实践教学基地体系为载体，

积极推动实践育人、合作育人和文化育人。学院以

卓越农村人才培养为目标，探索开拓“校府共建”、
“校社合作”两种途径，采取校内、校外和学生自我

三方管理模式，建立师资、时间、空间、经费四维保

障机制，逐步建立了以湖南省级高校优秀实习基

地———长沙市芙蓉区政府公共管理实习基地为龙

头，包括湖南省社会保障服务管理局，省内 12 个

县（区）的乡镇、社区及香港山旅协会在内的高水

平系列实习基地，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类农村卓越

人才培养实践课程教学质量。
（五）积极创新课程教学模式
科研是促进教学内容更新的重要基础。湖南

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特别注重农科教紧密结合的教

学教研改革，实施“团队带动、基地支撑、以研促

教、教研融合”的农科教紧密结合的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加强公共管理类专业服务“三农”卓越人才

特色培养。以“农村公共危机演化机理与防控政

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为核心，培育了一支在省内

具有领先水平的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团队。以“湖南

省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农村社会管理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两个省级研究基

地为平台，以“农村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演化机理及

应急公共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县

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研究”“空巢老

年人照护体系研究”等一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为依托，吸引师生进课题、入团队，以研促教，教

研融合，不仅让学生及时掌握农村公共管理研究

前沿问题，而且让学生通过深入农村基层调研，了

解农村公共管理的实际，加强“顶天立地”的公共

管理类农村卓越人才培养。这种农科教紧密结合的

课程教学模式，还能够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充实教

学素材，弥补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专业教材脱离

农村公共管理改革与实践、缺乏特色等不足。
（六）有效推动课程体系改革的落实
细节决定成败，制度保障是根本，监控落实是

关键。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为保证公共管理类

农村卓越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有效落实，先后研究

制定并出台了全面育人长效机制、教学质量考核

机制、优质课堂教学奖励机制、网络课程建设机

制、教材建设资助机制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制

度，大胆进行课程体系与培养质量改革创新机制

设计，加强制度实施监督与控制，教育教学质量得

到迅速提高。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毕业生考取公

务员、选调生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比例稳步提升，

2011 届、2012 届连续两届毕业生超过 27%；考取

研究生比例居全国同类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之

首，最近两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分别达

46.1%和 52.6%；毕业生连续三年一次性就业率超

过 95%。

结语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

体系改革，明确了卓越农村人才培养方向，推进了

专业核心课程 大类专业通识理论课程（10 门） 实训实验课程

政治学公共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 社会管理学 农学概论

公共经济学 公共政策学 宪法与行政法 社会保障概论 农村科技管理

专业核心课程（分专业方向设置 10 门）

大类专业通识实训课程（5 门）

调查报告 统计与计量 办公系统软件 行政能力测试 申 论

若干门专业实验课程（分专业方向设置）

HINA AGRICULTURAL EDUCATI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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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了课程

教学质量，提高了人才培养素质，圆满实现了课程

改革目标，所取得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在全国

同类培养单位中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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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forming Distinguished Rural Public Administr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Course System at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LI Yan-ling，XIONG Chun-lin，HU Yang-ming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41012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ajor cours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blemished by the problems such as uniform structure, weak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ineffective practice

teaching, and lagged course development.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athered the

course resources of the university, redefined the reform objectives of course system, redesigned the top-level course

system reform plans, highlighted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ed a series of practice teaching bases, explored

the innovative course teaching model, and boosted the social effect and prestige of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cellent Rural Talents; Curriculum

System

我刊影响因子稳步上升

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近日发布了《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2 版)》。《年

报》显示，《中国农业教育》复合影响因子为 0.457，在教育学科类 315 种期刊中排第 93 名；在教育学科类

266 种社会科学期刊中居第 87 名。
《中国农业教育》多年来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注重社会效益的办刊方针，形成了

“立足农业教育，重视理论探讨，传播实践经验”的办刊特色，在国内外农业教育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农业教育》的机构用户总计 3238 家，分布于世界 11 个国家和地区；个人读

者分布于 9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我国大陆地区机构用户 2910 家，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人大

常委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港澳台机构用户 90 家，包括

台湾中央大学、澳门大学、香港教育署、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立法院”国会图书馆等；国外机构用户 238

家，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海

道大学、大英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等。（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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