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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

的产业布局也迎来一场深远变革。产业调整和转移

将缓解传统的城乡的二元割裂，以乡村经济繁荣启

动社会的整体和谐与高质量发展。但农村劳动力外

流严重、整体技术技能水平不高、新生代农民工对乡

村缺乏文化认同等问题制约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升级。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整体上受教

育程度低、现代技术技能弱和经济收入偏低而难以

融入城市生活，游走在城乡之间。政府长期致力于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技能培训，一方面为了提

高基层产业工人的整体素养，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新

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生存能力和社会地位，但当前针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总体成效并不佳。基于美国

I-BEST项目的启示，反思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价

值、重构教育模式、探索新的实践路径将传统技能培

训整合为现代职业发展，既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创

造多元发展可能，也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产业结

构调整和升级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一、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现实困囿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

概念。国家统计局将其定义为“在 1980年及之后出

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地

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是新时代的产业工

人”[1]。统计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巨大的人

力资源群体，截至 2019年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

总量(2.9亿人)的一半以上[2]。

新生代的“新”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普遍接受了

九年义务教育，二是对乡村没有土地依赖，因此，新生

代农民工通过教育培训成为技术工人的可能性也更

高。在政策引导下，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和社区学院

等教育机构都承担起培训责任，企业更是基于对技术

工人的急迫需求积极参与相应培训，但在培训中仍存

在着价值定位不准和效果不佳等问题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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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定位不准

国家政策的宏观导向推动了新型农民工培训的

快速发展，但规模的扩大并未带来质的改变。新型

农民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起到的作用并不明

显，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矛盾仍未缓解，新型农民工培

训的价值定位是其中主要的限制性因素。

1.农民工的主体地位被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培

训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不同主体扮演各自的角色，其

中农民工群体的自主性最弱，往往被动地作为培训

的参与者而非自我发展的建构者，也缺乏主动融入

人力资源素养提升战略的动力。在城乡二元发展时

期，城市对乡村形成的虹吸效应，造成乡村人才、产

业、文化、生态和组织各方面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

人才匮乏难以支撑乡村产业、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发

展，而乡村因各方面发展滞后留不住人才，最终形成

人才与乡村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乡村发

展的主要症结。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五个方面振兴乡村，这其中

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是人才振兴。人才振兴最重要的

是形成乡村人才的“造血功能”，而非一味“输血”。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脱离对土地的依赖，从小接受父

辈从事技术、服务工作的熏陶，普遍接受了义务教

育，具有成为产业工人的基础，同时大多数新生代农

民工还未完全脱离乡村文化圈层，并未真正融入城

市生活。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新生代农民工是

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储备库。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培

训不仅仅是完成就业和再就业的工作，而是人才振

兴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培训的具体实践中，政府部

门、培训机构、用工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四者之间存

在主体定位的冲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落实政

策、制定方案和监督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从宏观和

整体上引导本地人力资源结构优化提升和配合本地

乡村发展方向设计培训规划；一方面又要实际降低

失业和满足企业眼前的工人需求。宏观和微观、未

来与眼前的需求冲突形成的取舍困境，往往会造成

当地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摇摆。新生代农民工

群体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体现而被当作任务或资源

分割，培训机构和用工企业为了经济效益更是在其

中推波助澜。

2.农民工的发展性需要被忽视。新生代农民工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力资源宝库。其职业化程度、

技术技能水平关系着人才振兴这一系统性工程的成

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

整，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和乡村等传统的农

民工输出地转移；二是信息技术重塑劳动密集型产

业；三是乡村涉农产业蓬勃发展；四是东部沿海等传

统农民工输入地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升级。新生代农

民工群体的发展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学习提升主

动发展，还是故步自封生存为本呢？

乡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已由‘生存’向‘发展’

转变”[3]。第一代农民工普遍是从田间地头直接来到

工厂工地，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技能水平较低，

适应了当时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形态。他们为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群体的社会地位和

经济地位不高。他们往往在“生存”线上挣扎，很难

考虑到未来发展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接受了义

务教育，受到乡村和城市文化双重影响，相较于父

辈，他们在社会变化中切实领悟到职业能力发展与

自身经济报酬正相关，并不满足于基本生存需求，期

望打破阶级固化，获得向上发展的空间，并且有意愿

有基础接受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竞争力。

受认识定位、时间成本和经济回报等因素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的技能培训模式陈旧，根据

当前市场人才缺口设计培训内容和目标，关注学员

能否在短期内掌握操作技巧和考取相应的技能等级

证书，瞄准学员培训后能够快速就业或再就业。这

类培训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发展趋势，更

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可持续发展的关怀。

(二)实践效果不佳

为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益，政府陆

续出台《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若

干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2年)》等政策，致

力于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增收重点人群[4]，加强新

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培训[5]，2022年末要努力普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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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1]。目前，各地的培训实践效果

与政策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落差。

1.基础补偿与技能提升兼顾不足。产业革命和

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了产业结构，各行业的生产形态

已经发生重大变革，不同职业和岗位的工作方式逐

渐脱离对单纯人力要素的依赖。人力资源市场岗位

供给对新型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智能化机械化技

术能力要求提高，不符合时代需求的劳力型工人群

体将逐渐被市场所淘汰。新生代农民工日常工作场

所多为民营企业，工作岗位处于基础底层岗位，工作

内容一般为技能要求低、步骤简单重复的具体项

目[6]。他们的职业能力自我提升的空间小，亟须通过

有效的职业培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是初中或高中教育程

度，在基础知识方面掌握了基本的读写和理解能力，

在职业能力方面掌握了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和操

作技巧，但是由于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薄弱，难以应

对信息化时代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更新与换代。当前

的培训项目普遍未能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基础文

化特性和现实工作境遇结合来处理基础补偿与技能

提升之间的关系。基础知识和能力补偿是掌握新技

能新技术的保障，新技能的掌握是基础知识和能力

在工作场域中的映射和延伸。当前的培训要么功利

化倾向重，重视新技术的应用和操作，忽视基础知识

和能力的补偿；要么脱离现实需要，将重心放在基础

补偿，忽视就业所需的技术技能培训，导致学员难以

上岗就业。

2.方式供给与发展需要衔接不佳。新生代农民

工群体面临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和更加复杂的发展

环境，传统的技能培训呈现出与实际需要脱节的局

面。项目设计方面，传统项目以工种为单位系统学

习、梯度学习，学习周期长、培训费用高，甚至需要脱

产学习。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与工作过程相结

合，利用较短时间周期学习或提升工作能力与素养

的需求相背离。课程内容方面，传统课程内容陈旧、

脱离真实工作环境和产业发展方向，与新生代农民

工希望学习和掌握“生产、服务一线实际需要的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方法”[7]的需求背离。教学方式方面，

传统培训课堂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师向学生

单向传输知识和技能，这与技术型知识的学习规律

背离，也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因自身学习能力和习

惯而不能长时间专注学习的现实。

3.师资水平与目标达成匹配不够。新生代农民

工培训教师存在队伍结构、培训能力和方式方法三

个方面的短板限制了培训目标的达成。一是师资队

伍结构不合理。以技术教师为主体的队伍虽然能基

本保障技术专业性，但基础知识和培训能力很难达

到预期要求。以基础知识教师为主体的队伍不能提

供有效的技能实践指导，并且相关技能基础知识也

难与实际工作结合。由基础知识教师和技术教师共

同组成的培训团队往往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缺乏知识

与技能的深度融合。技术老师和基础知识老师各行

其是，基础知识不能支撑技术学习，技术学习不能形

成对基础知识的反馈。二是教师素养不适应培训需

要。由企业技术工人或中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组成的

师资流动性大、培训专业性弱，很难深入分析新生代

农民工的实际发展需要，缺乏将学员的基础知识素

养与技能技术能力发展结合的培训素养。三是缺乏

有效的培训手段。培训教师队伍在理论上不了解成

人学习心理和缺乏成人培训教学理论；在教学理念

上以教师为主导，将对象置于从属地位；在方法上不

能将理论与实践、学习与生产相结合；在形式上以知

识宣讲和技术演示为主，不能有效开展团队教学、问

题解决教学和组织项目式学习。

4.现实效果与实际期望对接不良。据统计数据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效果与多方的实际期望

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实际参培人数并未达到

政策预期。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60万人，参

加补贴性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人数 1046.6万人次 [8]。

农民工接受的政策补偿性培训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

3.66％，占总参培人数的 21.3％。其次，培训效果未

实现个人发展预期。培训收益回报与满意度的矛盾

一直存在，一方面培训未能给个人带来适当的收益，

另一方面参培者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普遍不

高。针对S省两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满意度和

培训回报调查研究显示，认为培训质量一般的人达

53％，仅有 23％的参训者认为培训对收入提升有实

质作用，愿意再次参加培训或向他人推荐培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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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仅 30％ [9]。最后，培训效果不能满足企业用工预

期。待续上涨的人力资源成本使企业普遍采取应用

新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增长收益。企业的用工标

准逐渐向新型技术工人转变，而当前的培训并未贴

近市场需求，培训环境、过程、内容和标准都与企业

一线场域脱离。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后缺乏竞争

力，不论是就近就业还是外出务工都难以满足当前

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形成企业用工难和新生代农

民工就业难之间难解的悖论。

二、美国 I-BEST项目的实施特点

美国于2001年在华盛顿州开展的 I-BEST项目，

全称为“Integrated Basic Education and Skills Train⁃
ing”，意为“整合基础教育与技能培训方案”。I-BEST
项目由华盛顿州社区和技术学院委员会(SBCTC)设
计，旨在为未接受过中学教育或止步于中学教育，且

没有掌握技能的工人提供补偿式整合教育[10]。该项

目的开展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培养了大量新技术工人，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增进社会稳定。通过对美国 I-
BEST项目经验的分析和提炼，以下四点经验值得我

们在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时参考借鉴。

(一)多样的培训设计

I-BEST项目基于对象群体的多样化特征，在培

训课程与教学设计上尽可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

化需求。一是课程的多样化，I-BEST项目的课程由

四大模块构成。模块一为非整合式课程，分为专业

技能课程与基础技能知识课程两部分。两部分分别

授课，基础知识教师帮助学员提供基础技能知识问

题，专业技能按照传统技能培训形式授课。模块二

为独立语境下的非整合式课程，也分为专业技能课

程与基础技能知识课程。与模块一的不同之处在

于，在模块二中专业技能和基础技能知识两位教师

会共同在课前明确课程的技术技能及相关知识要

求。模块三为部分整合课程模块，主要特色为两类

教师在课程前以学生需要为导向，共同修改课程内

容，基础技能知识教师主要为专业技能提供辅助。

模块四为全整合式课程模块，两类教师深度合作修

订课程内容甚至新创一门课程。课程内容中的基本

技能知识要与技术技能课程深度融合，体现项目课

程的“整合性”[13]。

二是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化。第一种，基于传

统教学模式的非整合教学方式。技术技能教师负责

主要的授课=保证整堂课的完整性，基础知识教师坐

在学生之中观摩课程，并观察学生学习状况，以便课

后为其提供帮助。第二种，分类授课的非整合教学

模式。基础知识教师先行讲授技术技能相关的基础

理论知识，为技能技术教师的教学做好基础铺垫。

第三种，部分整合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专业技

术教师与基本知识教师共同设计小组演讲、角色扮

演等互动式教授方式，同时关注学生课堂学习状

态。第四种，完全整合教学模式。采用课堂团队教

学，两类教师同处于一个讲台，共同讲解技术技能相

关的概念与操作，并向学生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完全整合的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呈现与传统课堂

不一样，基础知识与技术知识不是先后呈现，而是在

每一堂课都达到两种知识教学的完全衔接和融合。

(二)职业的培训内容

职业化是 I-BEST培训模式的典型特征，将职业

化目标完全融入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满足培训对象

适应职业标准，促进群体就业。I-BEST项目最初以

低学历且不具备职业技能的初级工人群体为培训对

象，其理念是帮助受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薄弱的群

体符合职业需要。因此，项目的最终目标定向是通

过提高学生的学习技能，使它们有资格从事特定的

职业 [11]，以促进群体就业或提高在职工人职业能力

以增长收入为成果。统计数据显示，I-BEST证书培

训显著提高了学员就业率，缓解了区域就业压力，并

提高了学员的工资，时薪从 12.49美元提升到 16.88
美元[12]。项目的培训过程紧贴职业需要。一方面课

程设计瞄准培训对象的就业方向，围绕岗位需求开

发职业技术理论、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方面培训内

容。另一方面课程教授贴近职业实践。技术技能教

师均来自一线岗位。他们熟悉且掌握本职业的新型

技术，了解行业发展前景和岗位技能要求。讲授职

业技术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教师虽然不是一线技术操

作人才，但其知识理论方向需要与该职业一线要求

相一致，保证理论知识讲解符合学生职业需要。

(三)人本的培训理念

I-BEST项目遵循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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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充分考虑学员的真实需求，设

计人性化的培训模式与课程实现学员的真正发展。

一是培训模式贴近学员实际境遇。基于成人培训面

临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因素，I-BEST项目学制和

入学条件灵活，课程以两至三季度学习周期为主，同

时为学员提供可持续的长期培训内容支持，开设“桥

梁课程”弥补学员基础知识不足帮助更多学员顺利

进入培训课程 [13]。二是课程设计紧跟学员的需要。

项目建立了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学员能够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相应课程模块。由行业专家组成的指导员

团队在课后为学员提供就业和咨询等延伸服务。例

如一名熟悉焊接工艺的指导员熟知哪类雇主愿意雇

佣入门级焊工，以此向学生提供就业帮助，指导他们

进行就业申请。在整个项目进展中，指导员承担着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并在日常培训中

发挥“早期报警系统”的作用，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妨

碍学员学业成功的问题[14]。三是提供资助解决学员

的实际困难。I-BEST项目针对经济困难学生提供

“救助计划”，华盛顿州每年拨款1150万美元给州社

区和技术学院委员会，用于实施教育补救计划，以支

持想要通过培训获得更高收入或积极就业的成年

人。在具体救助中会为每个困难培训学生支付45个
学分的课程学费，并且提供 1000美元补助用于采买

课程所需工具和资料，最大限度地支持参与该项目

的学员[13]。

(四)融通的培训模式

I-BEST项目致力于提供人本的、职业的和多样

的技术技能培训，培训模式以融通为特征，横向实现

培训项目与普通大学的学分互换，纵向打通不同等

级证书培训的通道。学员完成 I-BEST培训课程后

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将项目中的学术型学分

转换为普通大学学分，虽然可以转换的学分只有 14
分，但为培训对象转向普通大学学习提供了可能，相

对于未参加培训获得大学学分的可能性提高了

56％ [14]。二是凭借培训证书进入人力资源市场，选

择与自身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企业就业。该项目的结

业证书是培训质量的外化保证，为学生获得更高收

入或进入重要技术岗位奠定基础。同时，I-BEST项

目以自身为中心为学员贯通了上升渠道，向下通过

“桥梁课程”保障了基础薄弱学员接受培训的权利，

向上根据学员自身兴趣和发展方向提供多样化的更

高层次的培训内容保障了学员自主发展的权利。

三、整合教育模式重塑新型农民工培训的价值

与路径

美国 I-BEST项目的开展很好地解决了企业用

工荒和弱势群体就业难的矛盾，极大地拓展了技术

工人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传统的技术技能培训模式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特征不匹配，已不适应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发展需

求。借鉴 I-BEST项目优势，以整合教育模式，从价

值与路径两个维度重塑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以期为

城市和乡村的和谐发展，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力资源保障。

(一)价值的整合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

层面的主体，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和农民工都有各自

的需要和诉求。价值整合指在培训实践中不同主体

之间相互理解、沟通和互动，不断调整自身的价值结

构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价

值整合需在培训理念、制度和评价三个维度整合不

同主体的需要。

1. 培训理念的整合。“以人为本”整合培训理

念。培训为人的发展服务，人才推动经济社会的发

展，培训本身不是目的，就业增收并不是终点，新生

代农民工群体与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培训秉持的

理念。一方面需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整合个

体与群体的需求，将个人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的发展

趋势有机结合，在制度设计、培训评价、方式和课程

等方面秉持人本的方向。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人与

物”的关系。人掌握技术使用工具在工作岗位上实

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避免在培训中陷入工具

化陷阱，将人物化为流水线上的“机械工”。

2.培训制度的整合。以“需求导向”整合制度设

计。传统的培训制度以培训本身为中心，存在着时

间周期长、项目单一、灵活度低和迁移性差等问题。

以整合教育模式重塑培训制度要能充分考虑新生代

农民工的群体与个体特征，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和培

训机构等社会需求与学员的生存与发展。从制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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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计培训体系时根据职业、工种和岗位的工作过

程设计为项目集群并配备对应的证书体系，学员可

以根据自身经济条件、时间成本和就业需求选择适

应的项目。

实行“学分银行”制度，学员的证书和培训时数

可以累加，有目的地将不同时长、不同层次和不同类

型的培训整合。学员参加岗位培训合格符合企业上

岗标准，可凭上岗证先就业再利用闲暇时间参加更

高一级的培训或其他岗位培训，合格后可以转入高

一级岗位或成为胜任多岗位的技术骨干，直至获得

职业资格证书。将“学分银行”与学历继续教育整

合，通过证书学分与学历学分的互认搭建新生代农

民工学历提升与职业发展的立交桥。

3.培训评价的整合。以“产出导向”整合评价体

系。改变传统的培训主管部门以获证率、满意度等

指标考核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以培训成绩考核学员

的单项评价，引入企业和学员主体的评价建立整合

的多元评价体系。“产出导向”以学员的发展和贡献

为基准，整合学员的培训成绩、就业率、收入水平和

后续发展以及企业的满意度等指标，通过对学员发

展的跟踪动态的评价培训效果。整合的评价体系充

分考虑不同主体的需要，将静态、单向、单一的评价

模式改为动态、多维、多元的评价体系，更能综合评

价培训是否符合国家导向、社会需求和个人需要。

(二)整合的路径

整合教育模式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实践

路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在整合价值指导下，在培训

方式、资源和师资等维度进行整合。

1.培训方式的整合。新型农民工的培训方式应

充分考虑学员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和企业的用工需

求，结合成人学习和技能培训的特点，在“理论与实

践”“生产与学习”两个层面整合。

“理论与实践”整合的培训方式将改变传统培训

中将理论课程和技术技能课程分割并各自教学的模

式，在三个维度实现整合教学。一是理论与实践相

互支撑，根据培训课程实际需求将培训内容分解为

相关联的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即可以上午讲理论

下午教操作，也可以一堂课中理论和实践先后呈现

双重教学。二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在理论知识

学习时讲透其与技术技能操作的关系，在技术知识

学习前先理解背后的理论知识。三是理论与实践相

融合，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专注度低、知识技能基

础弱和自学能力不强等特点，将培训内容根据工作

过程分解为诸多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任务单元，

分段讲授。这样学习过程就形成了理论知识和技术

知识的交叉、螺旋和递进形态。

“生产与学习”整合的培训方式将学习场域与生

产场景整合。一是利用“理实一体”教室实现理论知

识学习或技术操作教学后，即时进入实践场地体验

强化学习效果。二是加强“校企合作”在生产场景中

培训，在实际操作中穿插理论讲解，在生产过程中直

观分解技术操作，充分调动学员的听觉、视觉及触

觉，深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培训资源的整合。培训资源的整合是引入多

元主体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聚集不同主体的

场地资源、课程资源和政策资源推动培训的高质量

发展。整合的场地资源是将中高职院校、企业和社

会培训基地的整合利用，提高培训开办效率和质量。

整合的课程将用工企业的工作标准和工艺流

程，中高职院校的课程建设能力，承训机构的成人培

训经验整合到课程体系中，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延

展性等特征。课程将某一职业或岗位涉及的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的知识与技能整合到一个培训项目中，

系统地提供该职业与岗位所需的基础知识和技术技

能。课程改变了只适合单一对象的局面，充分考虑

学员文化基础、技术能力、个人兴趣等个体差异将培

训内容分层，以模块化的形式为不同入学层次的学

员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有针对性的课程。同时课

程可以向外拓宽和向上延伸，为学员能够在职业和

岗位之间转换或内部上升提供培训。

政府部门的政策资源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

的主要力量。当前，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配套是资

金补贴的主要来源，由于农民工群体体量大，总体而

言落实到个人的资金补贴不高，S省执行的“初级工

每人 400元、中级工每人 500元，高级工每人 600元”

补贴是各地普遍实行的标准。但当前的补贴标准偏

低，而其他资助渠道不健全，使得经济压力成为新生

代农民工主动参加培训的最大阻力。据统计，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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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中遇到资金压力时，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会

向家人或亲戚筹借资金，只有不到10％的人会向政

府部门或社区求助[15]。除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外，可利

用政策整合联合社区、妇联、工会及其他相关政府部

门的力量为学员提供资助，通过税收杠杆等工具鼓励

企业投资承担培训，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条件。

3.培训师资的整合。教师队伍是培训质量的保

障，为与整合的培训方式和课程资源相匹配，培训师

资也需要整合，包括团队的整合和教师个体自身的

整合两个层面。整合的师资团队由培训专家、管理

专员、理论教师、技术技能教师和指导技师组成。团

队成员各司其职，培训专家负责总体设计和资源整

合，管理专员负责日常管理和进度控制，理论教师聘

请具有与技术相关学术背景的、学历较高、理论知识

丰富的大学教师担任，技术技能教师聘请职业院校

技术教师或企业技术专家担当，指导技师由企业一

线骨干工人承担。技术技能教师与指导技师的主要

区别在于前者除技术技能熟练外，还应具备基本教

学素养，能够合理表达和结合理论讲解。他们既以

团队形式集体制定培训方案、选取教材、制定培训目

标等，也根据任务单元分为不同的小组，小组内合作

设计单元教学目的、制定教学策略、选取教学方法和

设计教学任务。

教师个体虽然只承担培训任务的一部分，但是

其内在素养也需要整合，一是将个人的培训任务整

合到整体要求中去，通过集体备课将本人的课程与

前后课程衔接在一起；二是教师要具备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三是教师要能与学员

在知识、能力和情感产生共鸣，将单向的知识灌输转

变为双向互动的问题解决和任务驱动学习。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EB/
OL].(2011-03-11)[2021-08-21]. 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
fxbg/201103/t20110310_16148.html.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

技能提升计划 (2019-2022年)》的通知 [EB/OL].(2019-01-09)
[2021-08-21].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

gfxwj/rcrs/201901/t20190115_309073.html.
[3]董新稳，李兴洲 .企业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应

然、困境与路径[J]. 教育与职业，2021(8)：79-85.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

若干意见[EB/OL].(2016-12-06)[2021-09-02]. 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16-12/06/content_5143969.htm.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EB/OL] (2018- 09- 26) [2021- 09- 02]. http://www.gov.cn/
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6]于云波，俞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

训质量提升策略研究[J]. 成人教育，2017，37(1)：51-54.
[7]张毓龙，刘超捷 .农民工职业培训：教育的积极补偿[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6)：123-128.
[8]2020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 [EB/OL].

(2021- 06- 03) [2021- 09- 09].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
shbzb/zwgk/szrs/tjgb/202106/t20210604_415837.html.

[9]伍旭中，李亦含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及回报率的

实证研究——基于四川成都、南充地区的调查[J]. 安徽师范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7(4)：401-408.
[10]JOHN WACHEN, DAVIS JENKINS, MICHE-LLE VAN

NOY. How I-BEST Works: Findings from a Field Study of Wash⁃
ington State's Integrated Basic Education and Skills Training Pro⁃
gram[EB/OL].(2014-08-02) [2021-09-11]. https://academiccom
mons.columbia.edu/doi/10.7916/D8GQ6VSJ.

[11]MATTHEW ZEIDENBERG, SUNG- WOO CHO, DA⁃
VIS JENKINS.Washington State's Integrated Basic Education
and Skills Training Program(I-BEST): New Evidence of Effective⁃
ness[EB/OL] (2012- 02- 23) [2021- 09- 11]. https://academiccom
mons.columbia.edu/doi/10.7916/D8KD262K.

[12]Darby Kaikkonen. Opportunity Grant and I-BEST Pro⁃
grams: Enrollment and Outcomes[EB/OL].(2018- 03- 16) [2021-
09-17]. https://www.sbctc.edu/resources/documents/colleges-staff/
research/socioeconomic-research/rr18-1-opportunity-grant-
and-i-best-program-outcomes.pdf.

[13]Kenneth A. Couch, Matthew B. Ross, Jessica Vavrek. Ca⁃
reer Pathways and Integrated Instruction: A National Program Re⁃
view of I-BEST Implementations[EB/OL].[2021-09-20]. https://
ideas.repec.org/a/spr/jlabre/v39y2018i1d10.1007_s12122 -017-
9251-x.html.

[14]Matthew Zeidenberg, Sung- Woo Cho, Davis Jenkins.
Washington State's Integrated Basic Education and Skills Train⁃
ing Program(I- BEST): New Evidence of Effectiveness[EB/OL].
[2021- 09- 23] https://ccrc.tc.columbia.edu/publications/i- best-
new-evidence.html.

[15]孙天华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

社会支持体系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2017，38(28)：56-61.

··5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整合教育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价值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