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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修业：现代园艺教育范式迭代创新 

“现代园艺教育范式创新”课题组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编者按：教育范式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才培养行动结构及其现实效果。“耕读修业”是湖南农业大学在长期的

园艺教育实践中通过迭代创新而形成的一种现代园艺教育范式。在这一范式中，“耕”是指新型专业实践，当前

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服务的嵌入式行动；“读”是指专业知识结构的系统建构，当前的主要路径是科教融合与学术

育人；“修”是指思想道德修炼，当前的基本策略是优秀思想文化资源育人；“业”是指事业表现，当前核心任

务是鼓励“以农为志业”。迭代创新是一种创新的模式，意为基于结果反馈和目标导向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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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learning, healing and working:  

The iterative innovation of modern horticulture education paradigm 

Research Group on the Innovation of Modern Horticultural Education Paradig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Editorial comment: Education paradigm refers to a relatively stable action structure of talent training and its practical 

effect. “cultivating, learing, healing and working” is a modern horticulture paradigm that formed by ite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horticultural education i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this paradigm, “Cultivating” 

refers to the new kind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e current special way is the embedded action of social services. 

“Learning” refers to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urrent main path i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d academic education. “Healing” refers to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current basic strategy is to educate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orking” refers to the 

career performance, and current core task is to encourage "taking agriculture as career". Iterative innovation is a mode of 

innovation, which mean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based on results feedback and goal orientation. 

 
 

耕的进化：从田间教学到产业服务 

在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教育“耕读修业”范式中，

“耕”是一个首要维度。我们应清楚其内涵及其在

长期的园艺教育实践中发生的变化。 

一、“耕”的原初含义与现代含义 

耕是一种古老的农业生产活动，其初始含义是

指用犁来翻地和松土。随着工具的进化，耕的方式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耕”也常常被引申为某人长

期致力于某项活动或事业。从文化的角度来说，

“耕”是一种文化，“耕”与“读”的结合则形成

了所谓的耕读文化。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

具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其中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价值

理念。 

基于耕读行为和耕读文化，人们提出了“耕读

教育”的概念。所谓耕读教育是基于教育的内容而

构建的一个教育项目，也就是“耕”的教育和“读”

的教育的整合，侧重点是培养学生耕的技能与读的

习惯。教育部在 2021 年 8 月的《加强和改进涉农

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指出，“耕读教育不仅是亦耕亦读的教育方式，也

是情怀使命、价值追求、生命与人文艺术教育的重

要途径。涉农高校加强耕读教育要以扎根‘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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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以培养知行合一为重点，既要强化学生耕

读文化学习，增强学生爱国爱民之情怀，又要把教

育教学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着力提升学生专业

知识水平和现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

在《工作方案》中，“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

具有了新的功能，即“耕”可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

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不难发现，“耕”已经具有了

专业实践的意蕴。 

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专业实践是人才培养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

提出了“育卓越农林新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培

养的规格与层次上设置为“对接乡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新要求，着力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培养一批多学科背景、高素质的复合应用型农林人

才”。具有综合实践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有赖于一个更合理的专业实践体系。现代园艺是一

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园艺教育需要探寻更有效的

专业实践路径，这一问题可以表述为如何去“耕”。

这也是高等农林教育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

题，而解决思路则是要探寻新的专业实践方式，实

现新时代园艺教育中“耕”的进化。 

二、“耕”的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 

湖南农业大学的园艺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其

源头是始于 1903 年创办的私立修业学堂农学部。

1958 年成立湖南农学院园艺系，开办果树、蔬菜、

茶学等本科专业，园艺教育迎来了新的开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园艺教育快速发展，2000 年前

后形成了一个“本硕博”有机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

近年来，随着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

重要主题，以及新农科建设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

项本土化探索，园艺教育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在这一过程中，园艺专业实践完成了一轮进化。 

（一）田间教学作为一种传统的专业实践活动

方式 

田间教学也即在田间进行教学，田间成为课

堂，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一定的生产性。早期的园

艺教育专业实践方式主要是田间教学和棚间研学，

学生在现场观摩和实际操作过程中训练园艺生产

的基本技能，掌握园艺生产的关键技术。 

园艺诞生在远古洪荒的时代，对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园艺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人类

食物的重要来源。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业生产

遵循“以粮为纲”的方针，园艺产业的发展相对缓

慢，品牌化率比较低，主要通过密集的田间劳动来

促进产量的增长。在园艺产品种类不太丰富、园艺

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时代，园艺专业实践

活动方式只能是田间教学与棚间研学。随着高新技

术在园艺生产领域的不断推广与应用，以及农业全

产业链的打造，专业化与规范化程度也不断提升，

出现了果树园艺、蔬菜园艺、观赏园艺等，园艺专

业实践活动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在现代园艺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田间教

学”被融入实践教学环节中，如园艺学院的园艺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就有植物学教学实习、植物生理

学教学实习、土壤肥料学教学实习、植物保护学教

学实习、园艺生产实习等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环

节，都会不同程度地开展田间教学或类似于田间教

学的生产性实训活动。 

（二）嵌入式社会服务行动作为一种新型的专

业实践方式 

目前“耕”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是嵌入式社会服

务行动。嵌入式社会服务行动就是把技术服务嵌入

产业，深度服务和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嵌入式行动

本质上是一种需求导向的行动。目前，我国正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版图中的重

要内容，园艺学科的社会服务也因此迎来了历史性

的机遇。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科社会服务的嵌入式行

动有不少成功的个案，其中刘仲华院士团队对安化

黑茶产业的技术服务极具典型性。这一团队把“黑

茶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很好地嵌

入湖南安化县的黑茶产业，使“安化黑茶”成为湖

南省重要的区域公用品牌，强力推进了中国黑茶产

业提质增效与快速发展。社会服务的嵌入式行动的

另一个案例是王仁才教授在湘西凤凰县创办的猕

猴桃科技小院，推出了“凤凰红心猕猴桃”品牌。

科技小院既是一种社会服务模式，集科技创新和社

会服务于一体，同时也是一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2022 年 7 月，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等三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

知》，要求“把农业农村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



   

   

96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2 年 10 月 
 

养摆在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巩固政府、社会组织、

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协同合作的政产学研一体化

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组织协调和条件建设，确保科

技小院人才培养方案高质量实施，推动研究生教育

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与农

业农村发展紧密结合，引导广大研究生在乡村振兴

中建功立业，绽放青春风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目前

科技小院已经在研究生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随着科技小院的数量的增长，有可能成为本科教育

的重要资源。 

“耕”的进化不会停止于某一确定的状态，未

来还会加速进化。随着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

用，智慧农业快速兴起，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也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园艺专业

实践必将发生新的变革，“耕”的新一轮进化很快

就会到来。 

 

读的重建：从知识传授到学术育人 

在“耕读修业”范式中，“读”是一个备受关

注的维度。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要落实为具体的教

学改革行为。湖南农业大学的园艺教育在教学改革

方面的探索是有成效的，这种成效整体上表现为

“读”的重建。 

一、“读”的特殊含义 

“耕读”基本的解释是既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又开展读书活动，“耕”“读”两种活动是相互伴随

的。在园艺教育的“耕读修业”范式中，“耕”与

“读”是同一个范式中的两个培养维度，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补充。如果“耕”特指园艺专业实践，那

么“读”则指专业知识结构的建构与专业知识素养

的提升。显然，“读”有教学活动的参与，所以从

某种意义上说，“耕读修业”范式中的“读”也可

以理解为是“教学”。 

教学是一种最基本的教育实践活动。建构主义教

学理论认为教学的过程即知识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

是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也是在一定的

社会文化环境中完成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学习的

结果也有自己的解释。该理论认为，知识结构不是人

们以为那种直线结构或层次结构，而是围绕关键概念

而建构起来的网络结构，包括结构化的知识，也包括

非结构化的知识，学习的结果就是建构了结构性与非

结构性知识意义的表征。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主

张，如，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注重在实际的情况

中进行教学，教学要为学习者提供充足的资源与条

件，鼓励学习者开展协作学习等。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对人的主体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对当下的高校教学

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读”的正确方式 

课堂教学是一种经典的教学组织模式，基本方

法是讲授法，这种方法具有独白性，强调以教师为

中心，认为教师有绝对的权力对教学过程进行控制

和维护。这种教学组织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教

师的主导性，保证知识的系统性，但忽略了学生的

主动性，容易使师生之间形成对立式的教育关系，

使课堂成为“水课”。“水课”基本特征就是大部分

时间教师唱独角戏，而学生则处于被动学习的状

态。“水课”水平低劣，不符合现代大学教学要求[2]。 

2018 年国家提出建设高水平的本科教育，推动新

一轮的课堂革命。课堂革命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教育

“耕读修业”范式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正是读的

方式的变革，其结果是学术育人和科教融合成为学生

专业知识建构的重要路径。 

现代大学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是如何整合

科研与教学两种基本活动，共同支撑人才培养”[3]。

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促进科研与教学的融合。

科教融合的实质是学术育人和科研育人，充分发掘

科研的育人价值。2018 年《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

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

出，“大力推动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

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走上本科

教学一线并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水平，完善教授给本

科生上课制度，实现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这

背后的缘由可能正是这类高层次的人才更有条件

开展科教融合和学术育人。 

湖南农业大学的园艺教育在科教融合、学术育

人方面的探索制造的一个现实效果就是实现了

“读”的重建，推动了“耕读修业”范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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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性的教学。学术育人主要是一种育

人理念，这种理念要求对教学方法与模式进行创

新。探究性教学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提出来的。湖

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探究性

教学，如，为新生开设“专业认知实习”课程，引

导学生的专业认知，激发学生专业兴趣；教师指导

学生开展本科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和各类课外科技

作品竞赛，允许部分高年级的本科生直接参与教师

的科研课题，大部分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教师

主持的科研项目直接相关；要求教师淡化教材概

念，支持和鼓励教师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把前

沿性的研究成果及时融入教学内容，并实现教学资

源的开放与共享，等等。 

（2）融合性课程。在科学研究方面，融合创

新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在人才培养领域，通

过融合性课程和跨学科教育来培养学生跨学科能

力和跨职业能力也成为一种新趋势。根据《中国新

农科建设宣言》，新农科要开创农林教育新格局，

走融合发展之路，打破固有学科边界，破除原有专

业壁垒，推进农工、农理、农医、农文深度交叉融

合创新发展。在农林人才培养方面，要对接乡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要求，着力提升学生综合实

践能力，培养一批多学科背景、高素质的复合应用

型农林人才。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教育打破学科壁垒，建立融

合式的课程体系。邹学校院士曾在《学习日报》上

撰文提出，在新农科背景下，园艺学科的话语体系

要进行融合式创新，园艺学科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形

成一套互联网+园艺话语，园艺学科与食品安全的

融合形成一套园艺产品的安全性话语，园艺学科与

农业经济管理的融合形成一套园艺产品的品牌化

话语和园艺产业化经营话语，园艺学科与农业工程

的融合形成一套园艺产业的工程化话语，园艺学科

与都市社会学融合形成了一套都市园艺产业话语

等等。 

（3）精英化的师资。“精英”是一个社会学概

念。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都有取得突出成

就的顶尖人物，这类人物可称之为精英。教学精英

则可以定义为在教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教师。教

学精英的教学论意义在于，其教学是具有示范性

的。另外，教学精英的教学发展也是比较成功的，

因而能够为年轻教师的教学发展指明道路。教学精

英不是自封的，而是一种制度性承认，如每年教师

节前教育部联合中央主要媒体和教育媒体组织评

选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就可以看作是教学界的

超级精英，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科的石雪晖教授曾

经获得过这一殊荣。 

大学教学是一个呼唤教学精英，同时也造就精

英的舞台。园艺学院一直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并且

坚持师资队伍建设的精英化取向。 

 

修的回归： 

从工具理性渗透到优秀思想文化育人 

在 “耕读修业”范式中，“修”是一个不可或

缺的维度，也是一条有着特殊内涵的育人路径。这

一维度也是不断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又似乎表现

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 

一、修的内涵：思想素质的提升行动 

在耕读修业的范式中，“修”特指思想修炼。

思想修炼泛指个体思想素质的提升行动，而有计

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思想教育则是思想修炼的主

导途径。在我国，思想教育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等。 

思想教育的内容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

的发展，思想教育的内容也在不断地生成和创新。

在 2016 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

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必然性”[4]。据此，历史必然性教育就应

当成为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思想修炼一方面要坚持学校的主导地位，另一

方面又要诉诸学生的主体性。思想素质是学生素质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心理学与教育学上

的素质是指人在环境、教育和活动的影响下所形成

的各种品质与能力，即人的社会特征，而“内化”

被认为是素质形成的关键。内化是指外部客观的东

西转化为人的内部主体的东西。思想道德的内化正

是内化的主要形式，是建立在学生主体性的基础之

上的，是一种主动的内化。据此，为了更好地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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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思想内化，高校要遵循思想素质的形成规

律，创新思想教育的方式。 

二、修的误区：工具理性的渗透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

斯·韦伯提出的一对概念，这对概念经常被用来分

析和解释现代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工具理性追

求的是一个功利性的目标，试图通过精细的计算来

实现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其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

域有不同的表现。与之相对立，价值理性则表现为

对某一固有价值的纯粹的、无条件的信仰。价值理

性通常会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

其结果是否取得多大的成就，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

值和背后的纯正动机更加重要。 

工具理性的膨胀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深层危

机。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使

得价值理性的行动倾向相对萎缩，从而导致所谓的

“意义危机”，使那些终极的、最高的价值从公共

生活中销声匿迹。工具理性会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渗透，包括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向教育领域渗透

的结果就是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精致化的规训技

术。规训化的教育有一整套技术化和标准化的操作

程序，以此来训练学生的各种实用技能，扩张人作

为工具的性能，导致教化精神的失落，教育陷入了

一种难以自拔的误区。这对学校思想教育造成了无

形的影响，如何提升和保证思想教育的实效性与时

效性成了一个普遍性问题。 

三、修的回归：优秀思想文化育人 

近年来，本科教育的“四个回归”成为一个重

要的议题，即本科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

归初心，回归梦想。在四个回归中，回归初心特指

本科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专业知识教

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用知识体系教、价值体

系育、创新体系做，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不

难发现，回归初心意味着要加强本科教育中的思想

政治教育，实现高等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使命。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本科教育近年开始重新

审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提出

了一个重要的改革思路，就是以优秀的思想文化资

源来育人，让思想道德修养更加中国化，让本科教

育回归初心。 

（一）湖南农业大学的红色基因育人 

红色基因是近年来一个颇为流行的概念，在教

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许多学

科领域被广泛使用。这里的基因是指深层次的精神

内核，而红色则象征光明、正义和未来。目前，“红

色基因育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学命题。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

大学考察时强调了广大师生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的特殊意义[5]。湖南农业大学也一直重视诠

释和传承自己的红色基因。1903 年，近代中国正处

于风雨飘摇之中，进步青年教师周震鳞基于“实业

救国”的精神创办私立修业学堂。修业学堂是湖南

农业大学的源头，于是“实业救国”的精神也就成

为湖南农业大学的第一代精神传统。在长期的办学

实践中，一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湖南农业大学的红色

基因逐渐形成，包括爱国忧民的价值理想、扎根大

地的行为风格、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勇于开拓的

专业精神等。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园艺教育中，主要

采取两种方式来实现红色基因育人，一是把红色基

因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和专业实践活动中，二是把

红色基因渗透到专业文化之中，通过专业文化对学

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袁隆平的科学家精神育人 

袁隆平院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

——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是我国享有极高声望的

农业科学家，曾经担任湖南农业大学的名誉校长。

袁隆平院士一直以来都特别关注湖南农业大学的

本科生教育，他曾寄语学生要“做躬行实践厚积薄

发的新时代青年”。由于袁隆平院士拥有一种与众

不同的人格精神，且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

他的现场寄语产生了良好的思想教育的效果。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弘扬袁隆平等老一辈

科技工作者的精神”。袁隆平的科学家精神，如“胸

怀祖国、心系天下的大爱精神，不畏艰难、勇攀高

峰的创新精神，惟实怀真、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

协作的协同精神等”具有浓郁的育人意义。目前，

袁隆平的科学家精神及其育人价值的发掘已经成

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学议题，用袁隆平的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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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也成为大学思想教育更加中国化的新实践。 

（三）石雪晖的爱农精神示范 

石雪晖教授是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教师，

2010 年被评为全国首届教书育人楷模，2012 年当

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石雪晖教授身上有一种浓浓的爱农精神。2011

年《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向石

雪晖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介绍，“石雪晖同志始

终以自己的所长服务于‘三农’发展，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她深入农村农户、田间地头，帮助农民

解决技术难题，足迹遍布全省 50 多个县市，指导

农民新建葡萄园 3 万多亩，她的手机号码被农民称

作‘湖南果树 110’。她帮助无数农民脱贫致富，却

从不计报酬，多次退还农民寄来的酬金。” 这段话

语全面地诠释了石雪晖教授的爱农精神，她的教学

情怀和爱农精神仍然在激励更多的年轻教师。 

  

业的期待：从职业迷茫到以农为业 

一个成熟的人才培养范式除了要有相对完整

的行动框架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在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教育“耕读修业”范式中，“业”

可以看作是范式的目标，也即对范式育人效果的一

种预期。 

一、业的特殊内涵 

在“耕读修业”范式中，“业”特指建立在学

业基础之上的事业表现。所谓事业表现主要是指个

体事业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

视角来看，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通向自我实现的

过程，而自我实现则是人的一种最高级别的需求。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从经济学的角

度来说，教育能够提升人力资本，扩大社会人才库，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是教育的社会功能之一。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在社会场域中释放的，一般会经

过两个基本环节，一是人才的社会输入，二是人才

的社会利用。教育功能释放的效果如何，最终会落

实到教育所培养的人在社会中的事业表现。 

与事业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志业”。志业本

质上是一种职业价值观，通常是指被感召而执着投

身某个职业。志业也可以理解为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的事业，当个体把从事的职业上升为志业时，其外

在表现就是在工作中有持久热情和陶醉感。在“耕

读修业”范式中，“业”也具有志业的色彩。 

二、职业的迷茫及其可能影响 

职业的迷茫是指个体对职业难以做出准确的

判断和合理的选择，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职业迷茫

的后果往往是他所学的专业没能把他导向一个正

确的职业岗位。导致个体陷入职业迷茫的原因可概

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原因，即职业世界的变化，

二是内在的原因，即个体专业认知的模糊。 

第一，职业世界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进入了一个科技发达时代，各种“功率”翻倍，

而价格却在不断下降的指数型技术，如网络技术和

传感器、无限计算、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正在不断

地颠覆商业与生活。学界开始从哲学层面来审视技

术变革及其影响，哲学家赵汀阳认为，“超级人工

智能作为新技术的代表，就极有可能导致人类的

‘存在升级’。所谓‘存在升级’是指某种技术或

制度的发明开拓了新的可能生活并且定义了一个

新的可能世界，所以它意味着存在方式的革命，而

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进步。”他用人类的“存在升级”

来描述和预测技术影响下人类生活的巨变。同时，

他又提出“可能生活”描述人们的各种生活的可能

性。当个体难以适应现实世界的“存在升级”，也

不能开创和进入“可能生活”时，他就难免陷入职

业的迷茫和社会的适应性障碍。当高校毕业生普遍

陷入职业迷茫时，就会出现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第二，专业认知的模糊。专业在社会生活中是

指专门职业，在学校情境中则是指专门学业。专门

职业与专门学业之间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关系，即专

门学业会把学生导向某个专门职业。专业认知即学

习者对所学专业，包括专业的发展轨迹、当下处境、

社会需求、服务理想、重要人物、未来走向等的理

解和认同。如果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认知是模糊

的，且这种模糊的认知长期无法澄清，那么他就会

陷入专业学习的迷茫，进而陷入职业选择的迷茫。 

职业选择要受到个体职业价值观的引导，所谓

职业价值观就是对职业的价值判断。在现实生活

中，职业价值观极其多样化，但是这种多元化背后

可能隐藏着某种价值误区和价值偏差。有调查研究

显示，大学生选择工作时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是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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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最青睐的就业单位是国有企业，就业创业的

首选地点是大城市。这说明当代大学生一方面以多

样化的方式来认识职业世界，进行职业选择，另一

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被某些主流的职业价值观所绑

架。这一现象与大学生专业认知的模糊不无关系。 

三、以农为志业及其时代价值 

2014 年 9 月湖南农业大学的园艺专业与农学、

植物保护、茶学等专业获准开展“拔尖创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试点”，这一项目隶属于教育部、农

业部、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实施的“卓越农林人才

教育培养计划”。2019 年《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

发布，提出了新农科建设的新使命——育卓越农林

新才。“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与新农科建

设叠加之后，社会对农科人才有了新的认识，“新

型卓越农科人才”的概念被提出，“新型卓越农科

人才”有一个重要品质就是“以农为业”，这里“业”

是志业的意思。 

2019 年 9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

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在信中要求我国的

高等农林教育“要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其中提到农林院校的学生要有“爱农”的品质与情

怀。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爱农情怀，做到“以农为

志业”，这仍然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 

第一，用国家战略感召学生。一项国家战略的

实施总会给教育带来新的机遇，如，乡村振兴战略

就为农科教育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乡村振兴战略

旨在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新农科建设宣

言》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

新生态建设必须发展新农科”，并发出倡议，“新农

科教育要激励青年学子在农业农村广阔天地建功

立业，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

青春力量”。  

湖南农业大学的园艺教育的“耕读修业”范式

经过耕、读、修的三个维度的持续改进，在“业”

这一维度接受了社会的认同和时代的检验。近五年

来先后有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

教育报》《湖南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 40 多

家权威媒体对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教育改革实践及

毕业生在园艺产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方面做

出的突出贡献进行了报道。 

第二，用时代精神激励学生。时代精神即属于

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样态，时代精神反映的是一个

时代的先进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它是一个时代

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

优良品格。时代精神能够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实践提

供内在的持久动力，也是激励当代青年奋斗和成长

的持久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寄语当代青年：“当

代青年要勇当开路先锋、争当事业闯将”。开路先

锋、事业闯将的形象正是当代青年的理想形象。 

改革创新被认为是时代精神的核心。目前，我

国正在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 年印发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

农村”。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大量具有改革创新精

神的年轻人投身其中。对园艺教育来说，一方面要

实现人才培养规格的整体性升级，强化学生的专业

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把时代精

神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扎实推进“课程思政”，

形成园艺专业的“课程思政”特色，让学生深切理

解“以农为志业”对个人和社会的特殊意义，引导

他们在强农兴农的舞台上留下青春印记，创造人生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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