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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南通开心田园生态农场位于通州区东社镇新桥，占地208亩，由返乡创

业大学生曹荣夫妇创建。农场集有机种养殖、农耕文化科普、食育教育培

训，创业孵化、农业技术培训、农产品电子商务、家庭宅配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农牧企业，也是南通最早成立的有机农场。基地于2016年被评定为

省级创业孵化基地，2017年被评为全国创新创业园区，为多所科研院校共

建产学研合作基地和大学生就业实践基地，为返乡创业农民和初创业大学

生提供创业指导和技术培训，并进行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与对接辅导。 

基地创建人曹荣，扬州大学兽医硕士，高级农艺师。2005年放弃省城

优越的工作，返乡创业，从事现代高效农业。为省劳动模范，省乡土“三

带”人才新秀，南通农业科技拔尖技术人才，一直致力于带领村民走高效

农业致富之路。为加强技术水平，2017年由农业部选派赴德国进行3个月的

有机农业技术交流学习，以便更好的带动本地农民发展现代有机农业。 

基地负责人孙春梅，扬州大学农业推广硕士，SYB创业导师。全国科普

惠农兴村带头人，全国巾帼创业标兵，市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一直致

力于为村民进行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创业培训和孵化工作。积极对

接资源、搭建平台，为当地农业实体的发展拓宽渠道。牵头发起南通地区

的农夫市集，主妇联盟，新农人联盟等组织，曾被聘为南通多家高校女大

学生SYB创业导师。基地目前职工18人，其中大学生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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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内容 

南通开心田园生态农场是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最早的合作办学单位之

一，是学院校园艺产业示范区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学院和南通开心田园

生态农场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一）校企共推，探索实践“按季节、分阶段”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依托南通开心田园生态农场校外实训平台，围绕作物生产、植物病虫

害防治、农药推广与营销等3个主要岗位，按照作物生物周期，农时季节，

企业生产特点探索植保专业“按季节、分阶段”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如图1）。即一年级实施基础能力课程教学，二年级以核心课程教学为

主，二年级结束后，在7～9月份进行为期3个月的第一次顶岗实习，将学生

统一安排至开心田园生态农场实习，从而完成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第一轮循

环。实习结束返校后，第五学期学习专业拓展课程，进一步加强植保职业

素养，扩大专业视野，拓宽就业面；第六学期安排第二次到开心田园生态

农场顶岗实习，此为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第二轮循环。 

图1 植保专业“按季节、分阶段”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二）校企共商，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依据农业企业发展需求，通过岗位能力分析表，从岗位的工作性质和

任务为出发点，围绕工作过程中的基本操作技能和知识点，参照国家职业

资格考试中的要求解构重构教学内容，并且有针对性的选择课程内容将其



4  

情景化、将知识点项目化、任务化。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线，根据学生职

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需求，构建基于植物保护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图2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三）校企共培，创新实践“多学期、分阶段”教学组织模式改革 

依托校内实训基地和开心田园生态农场，基于作物生长过程，全面实

施“多学期、分阶段”教学模式改革。 

图3 实践“多学期、分阶段”教学组织模式改革 

（四）互兼互任，打造高水平双师教学团队 

开心田园生态农场专家被聘请为学院专业校外带头人，并作为涉农专

业建设委员会成员，每年  参与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研讨



5  

与修订，担任学生校外实习指导老师和创业指导师，校内设立企业专家工

作站。学院老师担任企业指导顾问，在企业设立教师工作站。 

（五）产教整合，共建“理实一体”实训基地 

建立“企中校”—开心农场农民田间学校。2012年5月，由开心田园生

态农场提供场所和资金、南通科技学院提供师资和教学资源共同建设了教

学农场和教师工作站“开心农场农民田间学校”。通过整合学校与企业的

优质资源，共建教学科研平台 

共建植物医院。2014年，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与开心田园生态农场合作共

建的“植物医院”。该平台不仅是植物保护专业理实一体实训教学平台，

也是与开心田园生态农场等农业企业开展科研和社会服务平台。 

三、合作成效 

（一）创新实施了“按季节、分阶段”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在校企共同推动下，植物保护专业围绕作物生产、植物病虫害防治、

农药推广与营销等3个主要岗位，以学生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根据植

保专业特点，打破“两学期+寒暑假”的传统教学模式，依托薛尧校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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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研实训基地，按照作物生物周期，农时季节，企业生产特点合理组教

学，课程的安排遵循节气变化的规律，教学内容和植物病虫害的发生规

律、植物的生长规律、杂草的发生规律相适应。核心课程的教学在基地田

间进行，基于植物生长过程真实防护进行课堂设计，融合病害防治、虫害

防治、作物栽培技术等多个课程的内容与一体。探索出了“多学期、分段

式”人才培养模式。 

（二）合作开发一批课程教材资源 

合作开发《农业害虫防治技术》、《植物病害防治技术》等4门专业课

程资源平台，编写工学结合特色校本教材4本。借助于学院数字化平台完成

了《农药安全使用技术》、《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等2门核心课程网络资

源，制作《番茄生产与有害生物防治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标准化工厂

育苗技术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制作微课22个。 

（三）打造了一支“专兼结合、互兼互任”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依托“校中厂”、“厂中校”、“双师工作站”，通过“名师工

程”、“海外培训工程”、“双师素质”、“十百千”等项目，教师的专

业素质和社会服务能力明显提高。近两年来，1人获江苏省教学名师、2人

获全国农职教名师、1人获南通市教学名师，特聘境外担任专业特聘教授2

人。 

（四）打造了“内外互补、产教一体”实践教学基地 

围绕“一院两中心”校内实训基地构想，整合重组校内实训基地，建

成融教学、实训、鉴定、培训于一体的“IPM综合实训室”、“植物医

院”、“农药生物测试中心”、“高效农业安全生产中心”，新增3个校外

实训基地。2017年“高效农业安全产生中心”获南通市服务型实训基地称

号。 

（五）明显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通过课程体系的重构，实现了课内外、校内外教学实践融合，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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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创新创业教育、素质教育、专业教育”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获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个，

组织培养职业技能大赛获省三等奖1项，利用科技部“星创天地”创业平

台，创办大学生微创企业2家，孵化自主创业项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