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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青年农场主指导性培训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部

署安排，加快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推进规范化、

系统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和科学化水平，特制定本方案。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定向培养新型职业农

民”要求，以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

综合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为目标，规范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

作内容、程序和要求，实施精准化培训，提升培训质量和效

果，加快培养造就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现代

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和人才支撑。

二、培训对象

年龄在 18-45周岁，具有（或相当于）高中及以上学历，

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家庭农场经营者，有较好产业基础并有意

开办家庭农场的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骨干，以及具有较强

农业创业意愿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中高职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和退伍军人。年纪较轻、学历较高、产业基础较好的家庭

农场经营者，可优先安排培训。

三、培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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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备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养，具有较强创业兴业能

力和较大示范带动作用，能够从事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

和集约化生产经营，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家庭农场经营者。

四、课程设置

全部课程分为综合课程、专题课程和专修课程三大类。

加快建立包括《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两门综合课程，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电子商务等方面的

若干专题课程，以及产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一门专修课程的

“2+X+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坚持开放

性原则，各地可根据当地产业实际需要和学员生产经营实际，

选择相应的课程或增开相关课程。

（一）综合课程

提高现代青年农场主综合素质，培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理念，使其具备新型职业农民必备的通用知识。主要包括《农

民素养与现代生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两门课程。各地

在制定实施性培训计划时，必须开设以上两门课程。

（二）专题课程

提高现代青年农场主自我发展能力，使其具备农业生产

经营通用知识，掌握从业经营领域必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主要包括《现代农业创业》《家庭农场经营

管理》《农民合作社建设管理》《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民手

机应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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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基础与农村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美丽乡村建设》等

十门课程。其中《现代农业创业》《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两

门课程为必开课程，各地要根据学员生产经营领域至少再开

设一门其他专题课程。

（三）专修课程

提高现代青年农场主产业发展能力，使其掌握从事产业

生产经营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粮油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经作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园艺产业规模生产经

营》《家畜规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家禽规模养殖与养殖场

经营》《水产养殖经营》《其他产业生产经营》等七门课程。

各地须根据学员从事产业至少开设一门专修课程。

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课程为“2（综合课程）+3（专题

课程）+1（专修课程）”。要以课程为基础，开展模块化教学，

结合产业生产经营，安排不同的课程模块，分段进行培训，

避免用简单的专题讲座代替系统的课程教学。系统设置三年

的课程，原则上前两年每年开展不少于 120学时的培训，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学时比例大致为 1:1-1:2，第三年以跟踪

服务为主。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创业孵化、跟踪服务等都

要按实际情况计入学时。培训课程内容、安排及学时分配见

附件 1。

五、培训形式

根据培养目标和不同课程要求，以课程内容为核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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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民学习特点，坚持自学、课堂学习与课后网上学习相结

合，坚持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并举，灵活采取丰富多样的培

训形式，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一）课堂教学

以辅导式教学为主，灵活采取集中授课、典型介绍、案

例教学、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课堂教学，避免单一的专

家讲座授课。集中授课主要讲授课程内容规定的和学员自学

中的重点、难点、关键点；根据教学内容、学员和产业发展

实际，提出学习要求或任务，引导学员加强自学；针对学员

实际问题进行答疑辅导，也可引导学员对问题进行互动、讨

论。采取典型介绍，邀请学员、成功人士等介绍经验，学员

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总结、借鉴；开展案例教学，组织学员对

案例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组织座谈交流，引导学员开展经

验交流、问题讨论、专题探讨等学习活动。在教学中提倡采

用分组教学，运用参与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引导学员在小

组中互动交流，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形成学习成果。

（二）现场教学

灵活采取实验实习、观摩研讨、技能实训等多种形式开

展现场教学，避免简单的参观考察。组织学员开展实验实习，

通过教师演示、学员操作，验证理论知识，学习实际操作技

能，加深学员对理论的理解；组织学员到具有示范样板作用

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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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观摩考察和交流互动，了解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拓宽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组织学员到田间学校、实训基地等

进行技能实训，掌握关键环节操作技能，巩固加深理论知识。

（三）创业孵化

根据学员产业规模和创业兴业计划，通过创业指导、基

地实践等培训形式，帮助学员提升创业兴业能力。对家庭农

场经营者、种植大户、规模养殖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骨干

等具备较好产业基础的学员，组成专家服务团队，配备创业

导师，定期提供政策指导、技术帮助、咨询策划、创业指导

等服务，帮助学员解决创业兴业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切实提

升扩大产业规模、强化市场开拓、推进产业持续发展等能力。

对返乡创业大学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等有创业需求，

但缺乏产业基础和生产经营实践经验的学员，组成 3-5人的

创业团队，进入创业孵化基地或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

业企业等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实践，提高学员创业能力。

（四）跟踪服务

在培育第三年为培训对象提供一个产业生产周期的生

产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师资库，组建跟踪服务专家团队，对学员创业兴业过程中的

生产经营实际问题进行指导和服务。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

学员跟踪服务支持平台，为学员提供远程学习、信息推送、

沟通交流等服务。鼓励成立职业农民之家，组织学员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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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交流、信息分享、技术研讨等活动。建立学员参训后的跟

踪服务长效机制，依托农技推广体系等公益性社会化服务资

源，为学员开展经常性的技术知识更新、指导和服务。

六、考核评价与结业颁证

（一）考核评价

根据课程性质和内容，以判断学员对所学知识掌握程度

和创业兴业能力水平为主要内容，进行模块化考核，及时记

录已完成课程模块的学习情况。各地要采取多样化考核评价

方式，将过程性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实践技能操作与理论

知识考核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专业考核与能力评估

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学校评价与社

会评价相结合。

1.综合课程考核评价。结合学员出勤、遵守纪律、课堂

互动、学习任务完成等日常表现，可采取态度调查、命题演

讲、即兴评述、问答、撰写学习心得等形式开展。

2.专题课程考核评价。结合学员出勤、遵守纪律、课堂

互动、学习任务完成等日常表现，可采取笔试、问答、课堂

讨论、撰写创业计划书、撰写调查报告等形式开展。

3.专修课程考核评价。结合学员出勤、遵守纪律、课堂

互动、学习任务完成等日常表现，可采取笔试、问答、技能

操作、撰写实践实训报告、编制产业发展计划、生产经营情

况评价等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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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业颁证

学员按照培训计划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对考核评价合

格的学员颁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记载培训班次、培训

时间、培训内容（课程）、学时数、考核评价结果等，作为

认定新型职业农民和衔接职业教育的一个依据。

七、培训组织管理

（一）遴选学员

根据本地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培训规模，围绕年龄、学

习能力、生产经营状况、参训积极性等方面明确基本条件，

从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库”中遴选符合条件的培育

对象组建班级开展培训，实现培育对象的精准化。坚持自愿

原则，按照农民个人申请、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审核、省级农

业主管部门确认的程序确定学员。

（二）制定培训计划

开展需求调研，通过访谈法、问卷法、实地考察法等调

研方法，充分了解当地农业产业现状、发展目标和对家庭农

场经营者的要求，掌握学员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生产经营

状况、参训需求等各方面信息，摸清学员现状与青年农场主

培养目标所需具备的理念、知识、技能之间的差距。立足培

训目标，对调研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以农业部发布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规范为依据，围绕主导产业，分年度科学制定模

块化的培训班实施性计划，对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学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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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培训日程安排、培训教师、培训地点、考核评价等做出

具体安排，对学员组织、培训方式、培训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做到一班一案。

（三）做好培训准备

选聘熟悉“三农”情况、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

指导能力较强的教师开展教学、创业孵化和跟踪服务。综合

课程和专题课程教师主要从教育培训机构、农业院校、科研

推广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中选聘，专修课程教师主要从产业

技术体系、科研教学单位、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中选聘，注重优秀创业导师和成功创业人士的

选聘。规范教材选用，优先从农业部发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推荐教材或规划教材目录中选用教材，其中综合和专题课

程教材原则上从农业部统一开发的教材中选用，内容适合的

专修课程教材优先从目录中选用。2016年，优先从农业部科

技教育司统一发布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推荐教材目录

（2016年）》中进行选用。按照务实管用、就地就近的原则，

选取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

（四）强化班级管理

完善班级管理制度，指定专人担任班主任，做好学员管

理，配合授课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管理，并做好开班、培训、

评价、结业等各环节的安排部署。选举班委，建立班级管理

制度，鼓励学员在班主任指导下自我管理。按照“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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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归尽归”的原则，按班次建立规范完整的培训档案，包括文

书文件、培训计划、教学方案、教材、师资信息、学员台帐、

学员满意度测评表、考核评价资料、跟踪服务记录、财务档

案、影像资料及其他需要保存的资料。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学员学习账号，完善学习电子档

案，记录学员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结果等信息。严格

按照农业部、省、市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费支出标准和

范围相关要求，规范资金使用。

（五）开展效果测评和总结

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利用问卷调查、学员座谈、实

地查验等形式，围绕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教师、培训

时间、培训教材、创业孵化、跟踪服务、组织管理等内容进

行学员满意度测评。做好培训总结和宣传，按照农业主管部

门要求，按时上报总结等相关材料，并配合做好督导检查和

验收工作。

（六）加强培训基础建设

结合需求调研，采集符合培训要求人员的产业规模、从

业年限、技能水平、培训需求、政策需求等信息，填写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信息采集表（附件 2），建立个人档案，纳

入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库”进行动态管理。采集聘

请师资信息并纳入“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库”进行统一

管理和使用，原则上每年 80%以上的教师要从入库师资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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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对入库师资进行考核管理，根据学员反馈信息了解培训

效果，作为讲课费发放和是否续聘的主要依据。结合本地实

际，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为依托，建

立农民田间学校等稳定的教学基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并采取适当方式加强基地建设。

附件：1.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课程内容、安排及学时

分配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信息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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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
课程内容、安排及学时分配

一、课程内容

各门课程授课内容基本要求如下：

（一）综合课程

1.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主要讲授新型职业农民应具备

的意识和精神，引导农民建新农村，过新生活，包括美化乡

风民风，形成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新乡贤文化，美化农村

人居环境，繁荣农村文化等内容。

2.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要讲授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

经营和建设新农村中所需掌握的现代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营销、农业生态环境与美丽乡村

建设等内容。

（二）专题课程

1.现代农业创业。主要讲授涉农市场调查与分析，创业

形式和路径，组建创业团队，开展创业融资，编制创业计划

书，实施创业计划，创业风险规避，农业保险选择，农业企

业的增效与壮大等内容。

2.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主要讲授家庭农场概念、发展现

状和前景、扶持政策，以及家庭农场创建、生产管理、资源

管理、产品营销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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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合作社建设管理。主要讲授合作社基本概念，组

建流程，经营项目选择，建账、算账、收益分配等财务管理，

产品销售，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扶持政策争取等内容。

4.农产品电子商务。主要讲授农产品电子商务基本发展

情况，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的基本技术和操作技巧，网店建设、

网络营销、农产品物流、网络支付、网络安全防范等方面的

理念、知识和技能。

5.农民手机应用。主要讲授农民手机选择和使用，常用

软件的下载和安装，手机上网，利用手机获取农村公共服务

等内容。

6.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主要讲授农业多功能开发，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策略、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农业生

态循环及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等内容。

7.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主要讲授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及对

产业的影响，包括农业土地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金融

支持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民教育、科技与信息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政策等内容。

8.法律基础与农村法规。主要以宪法、民法为基准，讲

授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人身财产权利维护等方面的知识；

有关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纠纷处理和权益保障的法律知识，涉

及农村市场主体、农业资源、农业生产资料相关法律制度，

以及农村家庭纠纷处理的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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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农产品质量安全。主要讲授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农业生产全程

标准化和质量认证等内容。

10.美丽乡村建设。主要讲授美丽乡村内涵，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发展农业清洁生产，养成良好生态自觉，注重乡村

文明传承等内容。

(三)专修课程

1.粮油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围绕玉米、水稻、小麦、马

铃薯、大豆、油菜、花生等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收，从生

产决策到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

以及生产计划、生产管理、收获贮藏、农业机械运用、成本

核算与产品销售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2.经作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围绕棉花、甘蔗、甜菜、烟

草、麻类、蚕桑等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

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以及生产

计划、生产管理、收获贮藏、农业机械运用、成本核算与产

品销售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3.园艺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围绕蔬菜、食用菌、水果、

花卉、茶叶等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

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以及生产计划、

生产管理、收获贮藏、农业机械运用、成本核算与产品销售

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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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畜规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围绕猪、牛、羊等产业，

主要讲授家畜繁殖、饲料配制、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废弃

物处理和利用等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

基本原理和清洁化生产技术，以及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过

程中所需掌握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5.家禽规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围绕鸡、鸭、鹅等产业，

主要讲授家禽繁殖、饲料配制、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废弃

物处理和利用等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

基本原理和清洁化生产技术，以及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过

程中所需掌握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6.水产养殖经营。围绕鱼、虾、蟹、水生植物等产业，

根据不同养殖方式，主要讲授从幼苗培育到收获的现代农业

生产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和清洁化生产

技术，以及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现代

农业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7.其他产业生产经营。围绕相关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

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现代农业生

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二、课程安排及学时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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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修课方式 参考学时
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学时比重

综合

课程

1 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
必修课程 ≥15学时 1:1

2 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专题

课程

1 现代农业创业
必修课程

≥100学时 1:1

2 家庭农场经营管理

3 农民合作社建设管理

必修一门，多选不限。

各地可根据学员从业

情况，增设其他专题

4 农产品电子商务

5 农民手机应用

6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7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8 法律基础与农村法规

9 农产品质量安全

10 美丽乡村建设

专修

课程

1 粮油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

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大豆/油菜/花生/其他粮油产

业规模生产经营
必修一门，多选不限 ≥60学时 1:1-1:2

2 经作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

棉花/甘蔗/甜菜/烟草/麻类/蚕桑/其他经作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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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修课方式 参考学时
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学时比重

3 园艺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

设施蔬菜生产经营/食用菌生产经营/苹果规模生产

与果园经营/梨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葡萄规模生产

与果园经营/柑橘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其他园艺产

业规模生产经营

4 家畜规模养殖

与养殖场经营

农户规模养猪与猪场经营/农户规模肉羊养殖与羊

场经营/农户规模肉牛养殖与牛场经营/其他家畜规

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

5 家禽规模养殖

与养殖场经营

农户规模肉鸡饲养与鸡场经营/其他家禽规模养殖

与养殖场经营

6 水产养殖经营 淡水养殖经营/海水养殖经营

7 其他产业生产经营

创业孵化
对学员进行创业指导、

组织开展基地实践
≥40学时 /

跟踪服务

对学员开展生产经营指

导、技术支持和信息服

务

≥25学时 /

合计 / ≥240学时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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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信息采集表
姓名 性别

照片
（一寸）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大学及以上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号 *微信号

户籍所在地 *通讯地址

人员类别
□种植大户□规模养殖场经营者 □家庭农场经营者 □农民合作社骨干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能手□创业大学生□中高职毕业生
□返乡农民工 □退伍军人

申请方式 □个人申请 □农业企业和培训单位联合推荐 □主管部门推荐

学习培训经
历

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参加过，平均每年参加培训________次
□未参加过

获取
证书情况

□未获得证书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农民技术等级或技术职称（填写①/②/③/④）

□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认定等级：认定时间：
认定部门：

产业生产经
营和服务基
本情况

产业
所在地区

_________省（区、市）________市（州、盟）
_____________县（市、区、旗）

主体产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养殖、水产养殖、休闲农业、其他

主体产业 1 产业规模 从事年限

主体产业 2 产业规模 从事年限

主体产业 3 产业规模 从事年限

上年度产业收入（万）

家庭
农场
情况

是否登记注册
□是
□否

示范性家庭
农场

□是，□省级□市级□县级
□否

家庭农场类型
□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经营规模（亩） 家庭总人口

家庭从事产业人数 上年度家庭收入（万）

从业/服务情
况

工作地点

从事工种/岗位 从业年限

服务规模
从事该工种/岗位
年收入（万）

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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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信息采集表由新型职业农民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

2.标注*的为选填项。

3.农民技术等级或技术职称的填写类别如下，①农民高级技

师；②农民技师；③农民助理技师；④农民技术员。

4.“产业生产经营和服务基本情况”最多可选择本人从事的 3

项主体产业进行填写，生产（服务）规模和从业年限与产业类型

对应填写。生产（服务）规模请标明单位，如种植类产业请填写

**亩，养殖类产业请填写**头/只/尾/羽/箱，或**公顷等。

5.“主体产业”一栏请填写具体产业名称：

（1）粮食作物包括：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甘薯、

木薯、大豆、谷子、高粱、大麦、青稞、荞麦、燕麦、其他粮食

作物；

（2）经济作物包括：棉花、甘蔗、甜菜、蚕桑、烟草、麻

类、牧草、油菜、花生、芝麻、向日葵、胡麻、设施蔬菜、露地

蔬菜、城郊蔬菜、西甜瓜、食用菌、苹果、柑橘、梨、葡萄、香

蕉、桃、荔枝、龙眼、核桃、板栗、枣、鲜切花、盆栽植物、观

赏苗木、茶叶、人参种植、枸杞种植、其他经济作物；

（3）畜牧养殖包括：肉牛、奶牛、生猪、肉羊、绒毛用羊、

其他家畜、肉鸡、蛋鸡、肉鸭、蛋鸭、鹅、其他家禽、蜜蜂、兔、

肉鸽、鹌鹑、貂、其他特种动物；

（4）水产养殖包括：淡水池塘养鱼、淡水池塘养虾、淡水

池塘养蟹、淡水网箱、稻田养鱼、甲鱼、其他淡水养殖动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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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塘养鱼、海水池塘养虾、海水池塘养蟹、海水深水网箱养殖、

海带、紫菜、海参、贝类、其他海水养殖动物；

6.“家庭农场情况”一栏只需培育对象人员类别为家庭农场

经营者的人员填写。

7.“从业/服务情况”一栏只需培育对象人员类别为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服务能手的人员填写，该类人员不用填写“产业生产

经营和服务基本情况”。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能手指在为各

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机构和组织中，

带头学用新技术，熟练掌握服务技能，在农业服务领域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的相关人员。从事的工种/岗位按下列种类进行填写。

（1）种植服务：肥料配方员、种子经销员、农药经销员、

农作物病虫防治员、农作物种子繁育员、其他种植服务；

（2）畜牧服务：村级动物防疫员、兽药经销员、饲料检验

化验员、其他畜牧服务；

（3）渔业服务：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员、水产技术指导员、

其他渔业服务；

（4）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操作人员、农业机械维修人

员、农机营销员、农机技术指导员、农机服务经纪人、其他农业

机械服务；

（5）其他：农村经纪人、农村信息员、村级资产管理员、

村级奶站管理员、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员、测土配方施肥员、

沼气生产工、沼气物管员、农村传统手工业人员、农家旅游服务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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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指导性培训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部

署安排，加快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推进规范化、

系统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和科学化水平，特制定本方案。

二、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定向培养新型职业农

民”要求，以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以提升新型职业农

民综合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为目标，规范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工作内容、程序和要求，实施精准化培训，提升培训质量和

效果，加快培养造就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现

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和人才支撑。

二、培训对象

年龄在 18-60周岁，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学习能力，有

一定产业规模、生产经营效益较好，且积极示范带动的种植

大户、规模养殖场经营者、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骨

干、农业企业负责人等。经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家

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示范社骨干和农业企业负责人，

可优先安排培训。

三、培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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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具备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

养，具有较高生产经营水平、较强产业发展能力和较大示范

带动作用，掌握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先进理念、

知识和技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四、课程设置

全部课程分为综合课程、专题课程和专修课程三大类。

加快建立包括《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两门综合课程，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电子商务等方面的

若干专题课程，以及产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一门专修课程的

“2+X+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坚持开放

性原则，各地可根据当地产业实际需要和学员生产经营实际，

选择相应的课程或增开相关课程。

（一）综合课程

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综合素质，培养现代农业

生产经营理念，使其具备新型职业农民必备的通用知识。主

要包括《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两门

课程。各地必须开设以上两门课程。

（二）专题课程

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自我发展能力，使其具备

农业生产经营通用知识，掌握从业经营领域必须的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包括《现代农业创业》《家庭农

场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社建设管理》《农产品电子商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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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手机应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法律基础与农村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美丽乡村建设》

等十门课程。各地须根据学员生产经营领域至少开设一门专

题课程。

（三）专修课程

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产业发展能力，使其掌握

从事产业生产经营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粮油

产业规模生产经营》《经作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园艺产业规

模生产经营》《家畜规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家禽规模养殖

与养殖场经营》《水产养殖经营》《其他产业生产经营》等七

门课程。各地须根据学员从事产业至少开设一门专修课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课程为“2（综合课程）

+1（专题课程）+1（专修课程）”。要以课程为基础，开展模

块化教学，结合产业生产经营，安排不同的课程模块，分段

进行培训，避免用简单的专题讲座代替系统的课程教学。原

则上围绕一个产业生产周期开展不少于 120学时的培训，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学时比例大致为 1:1-1:2。理论教学、实

践教学、跟踪服务等都要按实际情况计入学时。培训内容、

课程安排及学时分配见附件 1。

五、培训形式

根据培养目标和不同课程要求，以课程内容为核心，根

据农民学习特点，坚持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并举，教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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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员自学相结合，现场教学与远程教学相结合，灵活采取

丰富多样的培训形式，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一）课堂教学

以辅导式教学为主，灵活采取集中授课、典型介绍、案

例教学等多种形式开展课堂教学，避免单一的专家讲座授课。

集中授课主要讲授课程内容规定的和学员自学中的重点、难

点、关键点；根据教学内容、学员和产业发展实际，提出学

习要求或任务，引导学员加强自学；针对学员实际问题进行

答疑辅导，也可引导学员对问题进行互动、讨论。采取典型

介绍，邀请学员、成功人士等介绍经验，学员在教师指导下

进行总结、借鉴；开展案例教学，组织学员对案例进行系统

分析和评价。在教学中提倡采用分组教学，运用参与式、互

动式教学方法，调动学员参与积极性。

（二）现场教学

以学员实践为主，灵活采取实验实习、观摩研讨、技能

实训、岗位实践等多种形式开展现场教学，避免简单的参观

考察。组织学员开展实验实习，通过教师演示、学员操作，

验证理论知识，学习实际操作技能，加深学员对理论的理解；

组织学员到具有示范样板作用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场所进行观摩考察和交流互动，了

解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拓宽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组织学

员到田间学校、实训基地等进行技能实训，掌握关键环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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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能，巩固加深理论知识；学员结合自身工作岗位进行生

产实践，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生

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

（三）跟踪服务

为培训对象持续提供生产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信息服

务。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库，组建跟踪服务专家团队，

对学员创业兴业过程中的生产经营实际问题进行指导和服

务。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学员跟踪服务支持平台，为学员

提供远程学习、信息推送、沟通交流等服务。建立学员参训

后的跟踪服务长效机制，依托农技推广体系等公益性社会化

服务资源，为学员开展经常性的技术知识更新、指导和服务。

六、考核评价与结业颁证

（一）考核评价

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以判断学员对所学知识掌握程

度、生产经营水平和产业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采取与培养

目标相适应的多样化考核评价形式。可结合课程学习情况，

进行模块化考核，将过程性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实践技能

操作与理论知识考核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专业考核

与能力评估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

1.综合课程考核评价。结合学员出勤、遵守纪律、课堂

互动、学习任务完成等日常表现，可采取研讨交流、主题讨

论、问答、撰写学习心得等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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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题课程考核评价。结合学员出勤、遵守纪律、课堂

互动、学习任务完成等日常表现，可采取笔试、问答、课堂

讨论、撰写调查报告等形式开展。

3.专修课程考核评价。结合学员出勤、遵守纪律、课堂

互动、学习任务完成等日常表现，可采取笔试、问答、技能

操作、生产经营情况考核等形式开展。

（二）结业颁证

学员按照培训计划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对考核评价合

格的学员颁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记载培训班次、培训

时间、培训内容（课程）、学时数、考核评价结果等，作为

认定新型职业农民和衔接职业教育的一个依据。

八、培训组织管理

（一）遴选学员

根据本地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培训规模，围绕年龄、学

习能力、生产经营状况、参训积极性、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

明确基本条件，从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库”中遴

选符合条件的培育对象组建班级开展培训，实现培育对象的

精准化。坚持自愿原则，按照农民个人申请、县级农业主管

部门审核确认的程序确定学员。

（二）制定培训计划

开展需求调研，通过访谈法、问卷法、实地考察法等调

研方法，充分了解当地农业产业现状、发展目标和对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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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者的要求，掌握学员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生产

经营状况、参训需求等各方面信息，摸清学员现状与培养目

标所需具备的理念、知识、技能之间的差距。立足培训目标，

对调研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以农业部发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规范为依据，围绕主导产业，科学制定培训班实施性计划，

对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学时分配、培训日程安排、培训教

师、培训地点、考核评价等做出具体安排，对学员组织、培

训方式、培训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做到一班一案。

（三）做好培训准备

选聘熟悉“三农”情况、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

指导能力强的教师开展教学和跟踪服务。综合课程和专题课

程教师主要从教育培训机构、农业院校、科研推广单位、行

政管理部门中选聘，专修课程教师主要从产业技术体系、科

研教学单位、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中选聘。规范教材选用，优先从农业部发布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推荐教材或规划教材目录中选用教材，其中综合课程和

专题课程教材原则上从农业部统一开发的教材中选用，内容

适合的专修课程教材优先从目录中选用。2016年，优先从农

业部科技教育司统一发布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推荐教

材目录（2016年）》中进行选用。按照务实管用、就地就近

的原则，选取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场地。

（四）强化班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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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班级管理制度，指定专人担任班主任，做好学员管

理，配合授课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管理，并做好开班、培训、

评价、结业等各环节的安排部署。选举班委，建立班级管理

制度，鼓励学员在班主任指导下自我管理。按照“实事求是、

应归尽归”的原则，按班次建立规范完整的培训档案，包括

文书文件、培训计划、教学方案、教材、师资信息、学员台

帐、学员满意度测评表、考核评价资料、跟踪服务记录、财

务档案、影像资料及其他需要保存的资料。通过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学员学习账号，完善学习电

子档案，记录学员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结果等信息。

严格按照农业部、省、市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费支出标

准和范围相关要求，规范资金使用。

（五）开展效果测评和总结

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利用问卷调查、学员座谈、实

地查验等形式，围绕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教师、培训

时间、培训教材、跟踪服务、组织管理等内容，进行学员满

意度测评。做好培训总结和宣传，按照农业主管部门要求，

按时上报总结等相关材料，并配合做好督导检查和验收工作。

（六）加强培训基础建设

结合需求调研，采集符合培训要求人员的产业规模、从

业年限、技能水平、培训需求、政策需求等信息，填写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信息采集表（附件 2），建立个人档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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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库”进行动态管理。采集

聘请师资信息并纳入“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库”进行

统一管理和使用，原则上每年 80%以上的教师要从入库师资

中选聘。对入库师资进行考核管理，根据学员反馈信息了解

培训效果，作为讲课费发放和是否续聘的主要依据。结合本

地实际，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为依托，

建立农民田间学校等稳定的教学基地和实训基地，并采取适

当方式加强基地建设。

附件：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课程内容、安

排及学时分配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信息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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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
课程内容、安排及学时分配

三、 课程内容

各门课程授课内容基本要求如下：

（一）综合课程

1.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主要讲授新型职业农民应具备

的意识和精神，引导农民建新农村，过新生活，包括美化乡

风民风，形成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新乡贤文化，美化农村

人居环境，繁荣农村文化等内容。

2.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要讲授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

经营和建设新农村中所需掌握的现代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营销、农业生态环境与美丽乡村

建设等内容。

（二）专题课程

1.现代农业创业。主要讲授涉农市场调查与分析，创业

形式和路径，组建创业团队，开展创业融资，编制创业计划

书，实施创业计划，创业风险规避，农业保险选择，农业企

业的增效与壮大等内容。

2.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主要讲授家庭农场概念、发展现

状和前景、扶持政策，以及家庭农场创建、生产管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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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产品营销等内容。

3.农民合作社建设管理。主要讲授合作社基本概念，组

建流程，经营项目选择，建账、算账、收益分配等财务管理，

产品销售，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扶持政策争取等内容。

4.农产品电子商务。主要讲授农产品电子商务基本发展

情况，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的基本技术和操作技巧，网店建设、

网络营销、农产品物流、网络支付、网络安全防范等方面的

理念、知识和技能。

5.农民手机应用。主要讲授农民手机选择和使用，常用

软件的下载和安装，手机上网，利用手机获取农村公共服务

等内容。

6.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主要讲授农业多功能开发，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策略、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农业生

态循环及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等内容。

7.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主要讲授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及对

产业的影响，包括农业土地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金融

支持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民教育、科技与信息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政策等内容。

8.法律基础与农村法规。主要以宪法、民法为基准，讲

授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人身财产权利维护等方面的知识；

有关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纠纷处理和权益保障的法律知识，涉

及农村市场主体、农业资源、农业生产资料相关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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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农村家庭纠纷处理的法律知识。

9.农产品质量安全。主要讲授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农业生产全程

标准化和质量认证等内容。

10.美丽乡村建设。主要讲授美丽乡村内涵，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发展农业清洁生产，养成良好生态自觉，注重乡村

文明传承等内容。

（三）专修课程

1.粮油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围绕玉米、水稻、小麦、马

铃薯、大豆、油菜、花生等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收，从生

产决策到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

以及生产计划、生产管理、收获贮藏、农业机械运用、成本

核算与产品销售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2.经作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围绕棉花、甘蔗、甜菜、烟

草、麻类、蚕桑等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

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以及生产

计划、生产管理、收获贮藏、农业机械运用、成本核算与产

品销售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3.园艺产业规模生产经营。围绕蔬菜、食用菌、水果、

花卉、茶叶等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

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以及生产计划、

生产管理、收获贮藏、农业机械运用、成本核算与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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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4.家畜规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围绕猪、牛、羊等产业，

主要讲授家畜繁殖、饲料配制、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废弃

物处理和利用等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

基本原理和清洁化生产技术，以及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过

程中所需掌握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5.家禽规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围绕鸡、鸭、鹅等产业，

主要讲授家禽繁殖、饲料配制、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废弃

物处理和利用等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

基本原理和清洁化生产技术，以及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过

程中所需掌握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6.水产养殖经营。围绕鱼、虾、蟹、水生植物等产业，

根据不同养殖方式，主要讲授从幼苗培育到收获的现代农业

生产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关键技术基本原理和清洁化生产

技术，以及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现代

农业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7.其他产业生产经营。围绕相关产业，主要讲授从种到

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全过程中所需掌握的现代农业生

产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

二、课程安排及学时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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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修课方式 参考学时
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学时比重

综合

课程

1 农民素养与现代生活
必修课程 ≥15学时 1:1

2 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专题

课程

1 现代农业创业

必修一门，多选不限。

各地可根据学员从业

情况，增设其他专题

≥35学时 1:1

2 家庭农场经营管理

3 农民合作社建设管理

4 农产品电子商务

5 农民手机应用

6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7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8 法律基础与农村法规

9 农产品质量安全

10 美丽乡村建设

专修

课程

1
粮油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

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大豆/油菜/花生/其他粮

油产业规模生产经营
必修一门，多选不限 ≥40学时 1:1-1:2

2
经作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

棉花/甘蔗/甜菜/烟草/麻类/蚕桑/其他经作产业规

模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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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修课方式 参考学时
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学时比重

3
园艺产业规模

生产经营

设施蔬菜生产经营/食用菌生产经营/苹果规模生产

与果园经营/梨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葡萄规模生产

与果园经营/柑橘规模生产与果园经营/其他园艺产

业规模生产经营

4
家畜规模养殖

与养殖场经营

农户规模养猪与猪场经营/农户规模肉羊养殖与羊

场经营/农户规模肉牛养殖与牛场经营/其他家畜规

模养殖与养殖场经营

5
家禽规模养殖

与养殖场经营

农户规模肉鸡饲养与鸡场经营/其他家禽规模养殖

与养殖场经营

6 水产养殖经营 淡水养殖经营/海水养殖经营

7 其他产业生产经营

跟踪服务
开展生产经营指导、

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
≥30学时 /

合计 / ≥120 学时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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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信息采集表
姓名 性别

照片
（一寸）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大学及以上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 号 *微信号

户籍所在地 *通讯地址

人员类别
□种植大户 □规模养殖场经营者 □家庭农场经营者 □农业企业负责人
□农民合作社骨干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能手 □创业大学生 □中高
职毕业生 □返乡农民工 □退伍军人

申请方式 □个人申请 □农业企业和培训单位联合推荐 □主管部门推荐

学习培训经
历

是否参加过农业培训□参加过，平均每年参加培训________次
□未参加过

获取
证书情况

□未获得证书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证书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农民技术等级或技术职称（填写①/②/③/④）

□新型职业农民证书 认定等级： 认定时间：
认定部门：

产业生产经
营和服务基
本情况

产业
所在地区

_________省（区、市）________市（州、盟）
_____________县（市、区、旗）

主体产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养殖、水产养殖、休闲农业、其他

主体产业1 产业规模 从事年限

主体产业2 产业规模 从事年限

主体产业3 产业规模 从事年限

上年度产业收入（万）

家庭
农场
情况

是否登记注册
□是
□否

示范性家庭
农场

□是，□省级□市级□县级
□否

家庭农场类型
□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经营规模（亩） 家庭总人口

家庭从事产业人数 上年度家庭收入（万）

从业/服务
情况

工作地点

从事工种/岗位 从业年限

服务规模
从事该工种/岗位
年收入（万）

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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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信息采集表由新型职业农民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

2.标注*的为选填项。

3.农民技术等级或技术职称的填写类别如下，①农民高级技

师；②农民技师；③农民助理技师；④农民技术员。

4.“产业生产经营和服务基本情况”最多可选择本人从事的 3

项主体产业进行填写，生产（服务）规模和从业年限与产业类型

对应填写。生产（服务）规模请标明单位，如种植类产业请填写

**亩，养殖类产业请填写**头/只/尾/羽/箱，或**公顷等。

5.“主体产业”一栏请填写具体产业名称：

（1）粮食作物包括：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甘薯、

木薯、大豆、谷子、高粱、大麦、青稞、荞麦、燕麦、其他粮食

作物；

（2）经济作物包括：棉花、甘蔗、甜菜、蚕桑、烟草、麻

类、牧草、油菜、花生、芝麻、向日葵、胡麻、设施蔬菜、露地

蔬菜、城郊蔬菜、西甜瓜、食用菌、苹果、柑橘、梨、葡萄、香

蕉、桃、荔枝、龙眼、核桃、板栗、枣、鲜切花、盆栽植物、观

赏苗木、茶叶、人参种植、枸杞种植、其他经济作物；

（3）畜牧养殖包括：肉牛、奶牛、生猪、肉羊、绒毛用羊、

其他家畜、肉鸡、蛋鸡、肉鸭、蛋鸭、鹅、其他家禽、蜜蜂、兔、

肉鸽、鹌鹑、貂、其他特种动物；

（4）水产养殖包括：淡水池塘养鱼、淡水池塘养虾、淡水

池塘养蟹、淡水网箱、稻田养鱼、甲鱼、其他淡水养殖动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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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塘养鱼、海水池塘养虾、海水池塘养蟹、海水深水网箱养殖、

海带、紫菜、海参、贝类、其他海水养殖动物；

6.“家庭农场情况”一栏只需培育对象人员类别为家庭农场

经营者的人员填写。

7.“从业/服务情况”一栏只需培育对象人员类别为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服务能手的人员填写，该类人员不用填写“产业生产

经营和服务基本情况”。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能手指在为各

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机构和组织中，

带头学用新技术，熟练掌握服务技能，在农业服务领域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的相关人员。从事的工种/岗位按下列种类进行填写。

（1）种植服务：肥料配方员、种子经销员、农药经销员、

农作物病虫防治员、农作物种子繁育员、其他种植服务；

（2）畜牧服务：村级动物防疫员、兽药经销员、饲料检验

化验员、其他畜牧服务；

（3）渔业服务：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员、水产技术指导员、

其他渔业服务；

（4）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操作人员、农业机械维修人

员、农机营销员、农机技术指导员、农机服务经纪人、其他农业

机械服务；

（5）其他：农村经纪人、农村信息员、村级资产管理员、

村级奶站管理员、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员、测土配方施肥员、

沼气生产工、沼气物管员、农村传统手工业人员、农家旅游服务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