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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visualization and operability of the ADDIE 

model become the guiding teaching design model.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content of 

training in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Hainan Province is not pertinent, practicality is not high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precision cultivation is not high,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DDIE teaching design model Link i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types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adjust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ces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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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教育培训领域，ADDIE模型的可视化和可操作性成为指导性教学设计模型。为

解决海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的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实用性不高、精准培育总体程度

不高的问题，本文通过阐述ADDIE教学设计模型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与评价五个环节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应用，以期系统有效地优化教育培训方案，调整教育培训过程，提

高教育培训效果。 

1．引言 

2012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了新型职

业农民的教育培训工程。建立一套系统化、步骤化的教学设计方法，对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教

育培训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农民个体农业生产、工作及生活经验对学习活动有

较大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就应更多地考虑学习者的参与。ADDIE通用模型中的分析

（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ation）和评估（Evaluation）

五个阶段，既包括了典型教学系统设计的主要环节，也与农民想要获取实用、可靠、明确、

可信的学习意愿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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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阶段 

ADDIE教学设计模型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应用，必须明确每一个环节的关键点。分

析阶段是ADDIE模型的首要环节，也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顺利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一

环节的关键点是学习需求分析，主要包括对学习对象、学习需求、学习内容的分析。 

2.1  学习对象分析 

在对海口、万宁、澄迈、三亚、儋州、临高、琼中、昌江、定安、屯昌等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示范市县的相关调研中发现：海南农民文化素质不高，高中及以下所占比重较大；年龄

偏大，41-60岁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年龄段；家庭收入普遍较低，有较为丰富的农业生

产经验，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对农业新知识新技能接受能力较弱，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不强。

基于农民学习者的上述特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学设计要与其年龄、文化基础、认知能力

完整对接，通过分层次、分类型的教学培训类型和教学内容的设计，达到既满足大多数农民

传统种、养殖生产中岗位任职要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初级层次的需要，也满足中、高

级层次农民较强的创新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需要，并在资金、项目、融资、建设、

保障政策等多个方面鼓励和扶持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 

2.2  学习需求分析 

对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的研究，并培育需求和引领需求，是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精准

培育的要求。在对海南新型职业农培育的调查研究中，通过教育培训增加收入和提高农业生

产技能是农民最大的意愿，反映出农民认识到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的欠缺是导致其增收致富的

重要原因。其中：农民对专业知识需求高于基础知识需求，专业基础能力和专业核心能力的

需求较为突出。农民学习者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接受能力都较低，

因此要改变农民教育培训中的被动学习状态，通过广泛宣传、引导及科学实用的教学设计，

激发农民的学习动机，调动农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3  学习内容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三类。根据《“十三五”全

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主要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骨干和返乡下乡创业者为主；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培

育对象主要以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定就业的农业工（农业雇员）为主；专业服务型职业农

民培育对象主要以从事农业产前、前中、产后经营性服务的骨干人员为主。三类协同发展的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内容应有所区分，各有侧重。在海南，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的学习

内容应以海南热带高效农业为主，侧重全产业链技能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农民的经营

管理水平，促进扩大产业经营规模；专业技能型以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为

主，提高其专业化生产能力，侧重培养各专项知识和技能；专业服务型以现代设施农业和规

模农业为主，侧重培养农业社会化服务知识和技能。 

3．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的关键点是如何教的问题，主要包括明确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3.1  教学目标 

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

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者。教学目标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负责任、有地位”

的职业农民。因此，在教学目标设计中，体现综合素质能力目标（热爱农业生产、珍惜农业

资源；诚实守信；良好的沟通协调；接受新技术新观念；重视社会责任。）、生产技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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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农业行业知识与技术；关注农业发展新趋势）和经营管理能力目标（具有市场观念、

管理意识和创新思维）。需要注意的是，海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还担负着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的重任，对于相当一部分贫困户而言，“等靠要”思想严重，甚至把党的扶贫好政策错误地当

成了养懒人的政策，争着当贫困户。习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志智双扶”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目标中要通过树立脱贫致富、

致富带头人等典型，融入感恩、励志教育，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为海南热带农业和全

域旅游发展 

3.2  教学方法 

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需求和培养目标，专业基础能力应为培养目标中的重之中重。

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集中培训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教学中，在田间地头、创业孵化

园、顶岗实训基地等真实或模拟的“职业场所”通过“菜单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圈”等多种教

学方法体系，实现教学的实用性，提高农民的学习积极性。 

3.3  教学手段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加强在线开放教学服务，

包括学前、学中和学后以及产前、产中和产后，多渠道多平台，发挥互联网+的优势，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微信公众号、QQ群等，或答疑解惑，或弥补教学中的薄

弱环节，或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的辅助和支持。 

4．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的关键点是选择合适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的开发基于教学设计，也成为教学设计的核心环节，包括教师、教材、教具、

教学媒介、教学场景及其他辅助教学资源的选取和配置。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特点，教

师的遴选除了要求匹配农民需求的理论知识、实践技能等教学能力，还要更多地承担农民学

员学习引领者、知识构建者、学习服务支持者、情感交流者的角色。而在教材、教学媒介等

资源的开发中，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立足产业，把服务现代农业

产业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农业发展中自然资源条件的差异，因此在资源的开发中既要因

地制宜，细化原有教学资源，使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为地方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也要将农

业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知识、新技能、新特点和新趋势引入到教学中。第二，根据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发展，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通”

的培养目标，各类教学资源的开发，除了包括课堂面授课的教学课件、教学大纲等传统教学

资源外，还应注重微课视频、慕课视频的开发。 

5．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的关键点是实现师生的教学交互，达到学生汲取知识、提升能力并激发其学习

热情的目的。由于农民有着更丰富的生产、生活及人生体验，大卫·库伯(David kolb)的经验学

习模式亦即经验学习圈理论(experiential learning)应用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施阶段，可以

更大限度地兼顾各种学习风格的农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需求，达到农民培育效益的最

大化。经验学习模式通过四个适应性学习阶段，即让学员获得体验、引导学员进行反思、过

渡上升到理论知识、引发学员将培训所得应用于实践得以实施完成。经验学习模式确保培训

活动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研究证明，如果遵循了这个学习过程，人们的学习更为有效，

学习成果保留的时间会更长，还会有利于培养更有效的行为技能。同时，依照一个完整的学

习过程来实施培训活动，将有助于不同学习风格的学员在自己不擅长的学习阶段里逐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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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不足，毕竟各种风格都有长处和短处，在完整的学习过程里，会潜移默化，相互感染，

彼此欣赏，取长补短。 

在实施经验式学习模式时，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要以农民获得体验为中心。教学实施过程中，农民学员是主角，让其以经验为基

础的参与在实施阶段起主导作用。例如在海南省开展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生产经营型露

地蔬菜生产培训中，针对瓜菜种植大户、种养大户、合作社负责人、部分贫困户等不同层次

的农民学员，采取了“分段式、重实训、参与式”的精准教育培训，培训效果得到了当地政府

和农民的好评。 

第二，要创造良好的培训学习环境。学习环境的设计，要能够吸引农民学员的注意力，

因此多以农民学员在其农业生产、工作、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主，由于这些问题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增收，通过在与真实环境相同或相似的学习环境的学习，农民学员会获得

解决这些问题的真实体验并把培训所学直接应用到现实情境中，或者迁移到其他类似问题的

解决上。和已往的生产、工作、生活体验相关联的问题随着培训的进行一一得以解决，从而

持续引起农民学习的兴趣。 

第三，教师的角色是教育培训的组织者。农民学员囿于自身能力限制，如果仅仅靠自身

的力量，而没有教师的引导和反馈，将会影响其学习效率，因此，教师要有效地提供帮助和

指导，并善于引导农民学员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为了达到较好的培训效果，教师还要做好分

班工作，一般以20～30人为宜，以保证每个农民学员都有机会参与体验。 

第四，重视信息反馈。为了增强农民学员之间以及农民学员与外界的互动，让农民学员

进一步深入认识自我，教师要关注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反馈信息，以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在学

习中解决问题，从而修正教育培训计划，提升学习效果。 

6．评价阶段 

这一阶段的关键点是对所有教学环节的指导和监督，包括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

采取耿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6.1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多以培训人数和规模两项指标进行评价，这是一种重效率、轻效

果的评价观念，不利于形成合理的教育培训项目层次目标，这种单一的评价指标体系也难以

解决培训类型结构不合理问题。因此，为达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应将教育培训的主体（政府的财政投入、政策支持等）、培

育的内容（文化知识、种植、养殖知识、农业经营管理知识等）、培育的方式、培育机构以

及培育环境等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真正体现对周期较长的教育培训效益的评价。 

6.2  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注重过程监督和考核，并辅以完备的监督管理机制和保障措施，以确立教育培训对农民

学员知识及技能的提升能力和学习积极性的调动，保证评价环节的真实有效。 

7．结束语 

ADDIE教学设计模型对当代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作为系统化、步骤化的教育

教学方法，将ADDIE模型运用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中，通过分析、设计、开发、实施和

评估五个环节的构建，对农民学员而言，有效解决了教育培训中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

的问题，进而激发农民学员这一群体的内生学习动力，培养其学习兴趣；对教育培训方而言，

不仅仅为教学设计者提供了能够体现教学过程系统性、完整性的参考和借鉴，对教育培训所

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任务、参训学员学习成效问题也提供了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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