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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职院校构建创业文化体系探析 

 
——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创业文化体系构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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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句容，212400） 

 
[摘要]  针对农业职业院校创业文化匮乏、教师实践素质欠缺、生源受限，以及行业社会评价较低的现状，提出

了农业高职院校应积极营造创业文化，努力构建创业文化体系，如：依托自身特点营造农业文化，培育爱农情结；

依托学生社团开展创业实践，锻炼创业能力；依托第二课堂开展创业活动，激发创业欲望；加强创业师资培养，

建设一支“双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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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党的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

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创业教育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近年

来，创业教育在各高校蓬勃开展，特别是校园

创业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良好局面。但是，

什么是创业文化？怎样构建创业教育文化体

系？农业高职院校根据特色应构建什么样的创

业文化体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

中进行不断探究。 
创业文化是一定社会群体在追求财富、创

造价值、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创业活动过程中

形成的心理意识、思想观念、知识能力、行为

准则、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观的总和，是一种与

创业有关的特定的群体心理素质以及社会意识

形态和文化氛围。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鼓励

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开拓

进取、积极向上，其中包括商业冒险的勇气和

激情；容许失败和面对失败；开放，在宏观上

竞争与整合；团队精神；学习精神；知识经济

时代的科学精神与商业精神相融合，校园文化

与商业文化相融合，通过知识价值的发掘实现

创业梦想。在校园创业文化构建中可以分为：

物质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

和制度文化层面的创业文化。 
在大学生就业面临严峻形势的近阶段，农

业高职院校应依托行业特征、学校特点、专业

特色积极开展创业教育，积极营造创业文化，

努力构建创业文化体系。 
一、农业职业院校创业文化现状 

1.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注定了创业文化的

匮乏 

大多数高校在校生仍然沿袭着应试教育下

的“理论—理论”的固有学习模式，缺少创新

精神和创业实践，学校没能将创业教育引入培

养目标及其课程体系中，虽然有一些创业指导

课程，但课程体系依然是注重理论，重视考分。

这样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考试能手”而不是

“技术能手”，学生的创新素质没能很好地得到

培养。另外，我国农业院校农科专业实施的主

要是专业教育，专业面比较狭窄，课程内容也

比较陈旧。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一系列

调整，但农科与理工科改革相比步子较慢，加

上原本底子较薄，设施设备条件较差，导致农

科学生的基础理论差，知识面窄，社会适应性

较弱，创新能力依然不能达到创业要求。创业

教育的精髓就是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的是学生“学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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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重学生“会学”“乐学”，没有把学生作为

教育教学的主体，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新精神难以得到充分展现和发挥，学生只是被

动地学习和接受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校园创业文化中的创新主旋律，导致校园创业

文化氛围的缺失。 
2.教师素质成为营造创业文化的主要瓶颈 

农业高职院校升格时间较短，教师整体素

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中专校时期的实训条件薄

弱，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得不到有

效提高，大多数实践课程得不到很好实施，教

师的实践素质欠缺也是创业文化营造的最大瓶

颈问题。教师有职业资格证的寥寥无几，熟练

的操作技能也就谈不上。据北京高职教育教学

质量检查组对北京地区 14 所高职办学点的调
查统计发现：教师中平均只有 25.75％的人获得
职业资格证书；曾下厂实践过的仅占 23.9％。
教师自身动手能力不强，高职教育的能力本位

原则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教师的知识更

新力度不够，造成了知识陈旧，思想僵化，教

学方法保守，教学质量不高的现状。 
3.学生来源造成创业文化没有与生俱来的

土壤 

城市的学生不愿意读农业院校，而农村学

子都想跳出农门，也不想读农业院校，农业职

业院校生源质量受到很大影响。据国家统计局

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调查，对技术类教

育的选择，城市居民中倾向于农业院校的只有

1.6%，农村居民中把农科专业作为子女求学首
选的也不到 13%，重点高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将
农科专业作为首选的不到 1%。这显示出，不
仅城市的学生不愿学农，农村的学生也不愿意

首选农科专业，这种普遍的轻农、嫌农情绪无

疑深刻地影响着创业教育的开展。因为没有对

专业的热爱和兴趣，连学好知识都困难，更别

说结合专业进行创业实践。同时，学生绝大多

数来自农村的现实使得农科教育有自身的特

点，农村的环境造就了学生具有朴诚、节俭、

勤奋的优良品格，但其相对封闭的农村生活经

历，往往又使这些学生普遍存在知识面狭窄，

大多数人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学生思想保守

以及观念陈旧，甚至存在胆小怕事没有闯劲的

情形，这些都在客观上阻碍了创业教育的展开。 

4.行业的印象成为社会评价农业职业院校

的标准 

受歧视农业行业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

上仍有“农业院校=低水平院校”，“农科=低水
平学科”的偏见。对于大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

产业，周围的人总会用别样的目光关注。这就

造成了农科学生创业动机的偏低。在经济快速

发展时期，社会上片面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轻视农业，轻视农业科技，

轻视农业教育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样的环境

带给广大农科师生对本专业的价值认同减低，

不愿意到农业战线工作，更不愿意进行本专业

相关的创业活动。 
二、农业高职院校创业文化体系构建途径 

面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就业寒流，高校中掀

起了一股以创业促进就业的劲浪，创业文化成

为校园文化的最强音。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以农业文化为基础培养学生的学农爱农意识；

以社团文化为载体，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以

活动文化为催化剂，激励学生提高自身就业素

质，不断适应职业要求。 
1.依托自身特点营造农业文化，培育爱农

情结 

农耕文化成为培养职业情结的乳汁。江苏

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为展现农耕文化，在江苏农

博园内建成面积 2700平方米的农耕文化馆，分
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三大篇章，

通过图片和实物展示农业发展历史，培养学生

的农业意识；为展示现代农业文化，通过建立

江苏省林木与草坪草基因库、无根植物生产区、

循环农业区、现代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南方

牧草种子繁育基地等现代农业示范区，让学生

参与其中，培育现代农业意识；为固化农俗文

化，成立了舞龙、舞狮、海安花鼓等学生社团，

在校园中营造了浓郁的农俗文化氛围。 
2.依托学生社团开展创业实践，锻炼创业

能力 

社团文化成为校园创业文化的主体。现在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已形成了第一课堂生产

实训创业社团 38 个和第二课堂法人型创业社
团 5 个、模拟创业社团 11 个、兴趣创业社团
36个。生产实训型创业社团：主要是依托校内
外实训基地与专业技能相结合，开展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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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实践。法人型创业社团：直接面对市场，

在全真环境中实战经营。模拟创业社团：在大

学生创业园内，成立模拟公司，实行老师指导、

股份制运作、学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已

有首批应时鲜果、乳品、插花等 11个学生模拟
创业社团，100多位同学在园内开展创业实践。
兴趣创业社团：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社团组织，

学生根据专业爱好组成兴趣创业社团。现已成

立了插花协会、组培协会、营养协会、茶艺协

会等 36个兴趣创业社团。其中，茶艺社团多次
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农博会，还远赴澳门进行

茶艺展示；插花社团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

荣获一等奖 3项。 
3.依托第二课堂开展创业活动，激发创业

欲望 

除了社团文化、农业文化以外，无形的创

业活动文化也方兴未艾。学院每年精心组织举

办了大学生科技创业节、“中江杯”创业技能大

赛、“启航”创业计划大赛、创业典型报告等，

以比赛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通过组织

“百名教授老区行”“走进农村、走近农民”等

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学农、爱农、亲农”

情结，激发学生扎根农村创大业的情怀。同时，

通过网络、广播、橱窗、校报等媒介，多途径

营造浓郁的创业文化氛围。现在，“我创业我快

乐”已成为校园创业文化的昂扬旋律。 
4.加强创业师资培养，建设一支“双师”

队伍 

“名师出高徒”。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人才，必须具备懂经营、会管理、高

技能的创业师资。在项目式创业教育实践中，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出了“三依托三结

合”创业师资培养模式，即：依托校内实训基

地，培养教师实践操作和生产经营的能力；依

托产业示范基地，培养教师服务“三农”和科

研开发能力；依托校外合作企业，提高经营管

理和市场运作的能力。同时，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聘请了一批行业的骨干和企业的能工巧

匠，建立了一支专兼结合的创业师资团队。在

创业教育实践中，老师主动走出课堂，走进田

头，一大批既具有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又掌

握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的中青年教师迅速成为

“双师型”教师。 
四、结语 

温家宝总理指出：“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

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

么工作，了解农村就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当代

大学生应该投身广阔农村，感受脚下每一寸土

地的温度，在农村大舞台上奏响青春之歌。”农

业职业院校的创业文化体系构建，必须依托农

业、扎根农业、发展农业，培养学生立足农业

创大业的创业思想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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