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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新疆塔里木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三所高校的农

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专业素质、课程认知、知识模块认知、就业信

念、企业对毕业生认可等方面探讨了新疆农机化专业在校学生专业认知的差异性。调查数据采取

方差及多重比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三所院校培养的农机化学生同质化特征明显。针对该现

象分析了同质化特征成因并提出了人才培养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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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的发展，社会对高端农业技术人才

将有一个大的需求［1］，而农业高校是农业科技创

新的重要源头和高素质农业专门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有着

独特的优势［2］，为此国内各大高校工程类专业不

断进行相关的教学研究和探索。［3，4］新疆是我国

最大的农业基地之一，产业的发展基于人才的储

备，培养优秀的农业技术人才是新疆农业经济发

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但是目前，新疆农业

技术人才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高质量的解决

新疆实际的生产问题［5］。由此，本论文从课程设

置、专业知识、企业认可等方面，剖析了学生专业

认知同质化特征及成因，为培养新疆本土化农业

技术人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本文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新疆南疆

的塔里木大学、北疆的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
3 所高校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在校本科生

为调查对象。在本次调查中，塔里木大学调查了
278 人，包括汉族学生 167 人，少数民族学生 111
人; 石河子大学调查了汉族学生 211 人; 新疆农业

大学调查了汉族学生 119 人，共计 608 人; 调查的

企业分别是: 新疆农科院农机所、兵团第二师农机

局、兵团第一师万达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共计 3 个

单位。

一、专业认知调查分析

1． 专业素质结构认知情况。调查问题是“作

为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专

业素质元素是什么”采集的数据 ( 见表 1 ) 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塔里

木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062 ＞
0. 05; 塔里木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053 ＞ 0. 05; 石河子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

比较: Sig． = 0. 090 ＞ 0. 05。因此，三所高校彼此

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从统计数据分析来看，三所院校 26%、20%、

16%在校汉族学生认为加强理论学习将来深造;

25%、28%、20%学生认为要加强提高动手实践能

力; 新疆农业大学有 47% 在校汉族学生认为理论

应与实践相结合，塔里木大学及石河子大学持有

相同观点的学生有 37%、32% ; 三所院校汉族学

生“加强人文素质”学生比例较低分别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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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针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对专业课

程认知情况进行了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F = 0，P ＞
0. 05，组间差异不显著，从该表体现汉族学生对提

升自身理论与实践知识相结合应用能力给予较高

的期望，由此说明三所院校应针对本专业特点有

方向的定位人才素质结构层次，尤其在教学体系

上有效构架理论与实践两个元素，从而形成不同

地域、不同性质院校学生的特色专业素质。
表 1 素质结构认知情况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
业大学

理论知识饱满，将来深
造

26 10 20 16

只喜欢动手实践，不喜
欢理论

25 45 28 20

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
到实践

37 30 32 47

人文素质应加强 12 15 18 17

2． 专业课程认知情况。调查问题是“大学期

间你喜欢的课程性质?”，采集的数据( 见表 2) 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塔里

木大学和 石 河 子 大 学 进 行 比 较: Sig． = 0. 062 ＞
0. 05; 塔里木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057 ＞0. 05; 石河子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

较: Sig． = 0. 910 ＞ 0. 05。因此，三所高校彼此之间

差异均不显著。从统计数据分析来看，新疆农业大

学仅有 8%在校汉族学生喜欢"公共基础课"，而塔

里木大学及石河子大学仅有17%、12%汉族学生喜

欢“公共基础课”; 三所院校汉族学生“专业基础

课”学生比例分别为: 29%、28%、20% ; 持喜欢“专

业课”汉族学生分别为: 32%、32%、55%。针对汉

族与少数民族学生对专业课程认知情况进行了方

差分析，检验结果 F = 0，P ＞ 0. 05，组间差异不显

著，从该表反映了学生重“专业”轻“公共、人文”知

识的现象，说明在原有人才培养体系中缺少“公共、
人文”对“专业”教育有效渗透或交叉影响的作用，

表明三所院校学生“多元”内涵素质培养还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
表 2 课程认知情况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业
大学

公共基础课 17 15 12 8
专业基础课 29 24 28 20

专业课 32 33 32 55
人文社科 22 28 28 17

3． 专业知识模块认知情况。本项调查内容设

置是“大学期间您认为应侧重那些知识模块的实

践教学?”，采集的数据( 见表 3) 采用 LSD 法进行

多重比较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塔里木大学和石

河子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210 ＞ 0. 05; 塔里木

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343 ＞
0. 05; 石河子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521 ＞ 0. 05。因此，三所高校彼此之间差异均

不显著。从统计分析数据来看，对应侧重“通识

模块实践”三所院校汉族学生的比例均不高; 对

应侧重加强“专业模块实践”三所院校的汉族学

生分别是 32%、36%、40% ; 对应侧重加强“专业

基础 模 块 实 践”三 所 院 校 的 汉 族 学 生 分 别 是
28%、30%、22% ; 对应侧重前沿、特色实践教学的

学生分别是: 25%、22%、22%。针对汉族与少数

民族学生进行了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F = 0，P ＞
0. 05，组间差异不显著。调查结果显示，少数民族

学生对特色与前沿知识模块认知性较低于汉族学

生，这与少数民族集中生活在新疆偏远地区存在

初级教育滞后、语言沟通能力弱现象一定关系，因

此要提高新疆本地农机发展水平，发展少数民族

高等教育势在必行。
表 3 素质结构认知情况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业
大学

通识模块 15 25 12 16
专业基础模块 28 25 30 22

专业课模块 32 38 36 40
特色与前沿模块 25 12 22 22

4． 就业信念情况。针对就业信念设置两个问

题，调查问题一是“如果你的工作与本专业相符，

你觉得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知识能胜任工作吗?”，

采集的数据( 见表 4) 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及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塔里木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

行比较: Sig． = 0. 417 ＞ 0. 05; 塔里木大学和新疆

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440 ＞ 0. 05; 石河子

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967 ＞
0. 05。因此，三所高校彼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从统计数据分析来看，三所院校 11%、11%、9%
汉族学生认为课程“完全胜任”企业要求; 11%、
21%、12%汉族学生认为“不能胜任”; 三所院校

持“完全应付考试”观点的汉族学生分别是: 9%、
10%、2%;“需要培训和进一部学习”汉族学生分

别是: 69%、58%、77%。针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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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专业知识学习认知情况进行了方差分析检验

结果 F = 0，P ＞ 0. 05，组间差异不显著。
表 4 专业知识与工作胜任情况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
农业大学

完全可以 11 16 11 9
不能胜任 11 4 21 12

需要培训或进一
步学习

69 75 58 77

完全是应付考试 9 5 10 2

调查问题二是“你觉得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专业近期的就业前景如何?”。采集的数据( 见表
5) 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及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塔里木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126 ＞0. 05; 塔里木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
较: Sig． =0. 142 ＞ 0. 05; 石河子大学和新疆农业大
学进行比较: Sig． = 0. 935 ＞ 0. 05。因此，三所高校
彼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从统计数据分析来看，石
河子大学 46% 在校汉族学生对就业前景不乐观，

其他两所院校分别占 19%、21% ; 三所高校 57%、
41%、48%汉族学生认为前景一般; 在“很乐观”的
选项上，石河子大学仅占 13%。针对汉族与民族
学生对专业态度及职业信念情况进行了方差分析
检验结果 F = 0，P ＞ 0. 05，组间差异不显著。上述
数据无论针对“专业能力”还是“就业信念”，较多
学生持有“不乐观”态度，反映了两个问题: 一是本
土培养的人才农业机械产业竞争力较低，二是现有
教学体系缺失对现代农机发展的敏感性，因此出现

培养的本土人才专业能力对现代农机技术市场反
应迟钝及判断能力低的现象，这也说明新疆农机教
育改革不仅要以通识的专业知识为基点，同时要采
取及时反馈式“动态教学”在时时向学生传递现代
农业装备新理念、新技能的同时快速更新教学硬件
环境，从而达到丰富学生的专业能力来增强其专业
信念的目的。

表 5 就业信念情况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
业大学

不乐观 19 16 46 21
前景一般，竞争压力大 57 51 41 48
很乐观，社会需求量大 24 32 13 31

5． 企业对毕业生的评价。毕业生所在单位新

疆农科院农机所、兵团第二师农机局、兵团第一师

万达农机装备有限公司从“动手能力”、“工作积

极性”、“创新能力”三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

见表 6。结果表明: 用人单位对三所院校学生在

实际工作中评价意见基本一致，分别是: 动手能力
“较好”，工作积极性表现“较好”，创新能力“一

般”。从该表中也反映出一种现象: 由于新疆农

业大学地处新疆首府，该校毕业生流向主要分布

在较发达地区，边远或欠发达地区一般不在选择

范围，如下表中地处沙漠边缘阿拉尔市的万达农

机装备公司多年来招聘新农毕业生人数几乎为

零，从某种程度也说明在现有培养体系下输出的

学生缺少一定的专业精神。

表 6 企业认可情况

项目
动手能力 积极性 创新能力

塔大 石大 新农大 塔大 石大 新农大 塔大 石大 新农大

新疆农科院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一般

第二师农机局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万达农机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一般 一般

注:“塔大”是指塔里木大学，“石大”是指石河子大学，“新农大”是指新疆农业大学。

二、三所院校人才培养同质化特

征成因分析

1． 调查对象专业学习环境差异性分析。调查

对象专业学习环境的差异性体现在三不同: ( 1 )

三所院校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分别地处新疆南北

疆。南疆、北疆在自然条件、人文社会，尤其是农

业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 ( 2) 三所院校性质

有所不同，新疆农业大学隶属新疆自治区直接管

理，其他两所院校分属教育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直接管理; ( 3 ) 民族的差异性，同一地域的汉

族、少数民族学生也存在语言、生活风俗等方面的
较大差异。

2． 同质化特征成因分析。通过对专业认知差

异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塔里木大学和石河子大

学、新疆农业大学之间差异均不显著。基于相同
内容对塔里木大学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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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差异也不显著，该结论与调查对象专业学习

环境的差异性并不吻合。新疆农业工程高等教育

外部环境差异是其内部环境差异的直接因素，但

是上述统计数据表明三所院校培养的农机化学生

同质性特征显著，说明学校现有的培养机制没有

很好的体现出内、外环境对学生培养的差异性，直

接造成适应本地区经济发展本土化人才特征不明

显。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 1 ) 院校人才培养目

标定位“无的放矢”，具体表现在人才方案制定过

程中没有依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模块、内
容构架、学理比重等方面的精准设置，造成“三

无”特点即无特色、无优势、社会无地位的人才输

出; ( 2) 人才培养过程对外界需求响应机制不够

灵敏，形成“站讲台、念教材、脱地气”人才培养氛

围，最终导致培养模式单一、僵化，也造成学生
“专业精神”的缺失; ( 3) 没有依据民族差异性规

律因人而异制定培养体系，因此出现汉族与少数

民族对专业认知同质化的现象。

三、三所院校人才培养应注意的

问题及对策

1． 针对“三不同”制定相应的培养措施。应

针对“地域的不同、民族的不同、高校性质的不

同”采取相应的培养措施是新疆高校输出高质量

人才的保障。通过以培养本土、异质化农机人才

为目的，消除人才储备的“三无”特点为抓手，因

地制宜进行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结构构建、培
养模式创新，从而针对不同培养对象构建立体多

元的人才培养体系。
2． 结合自身特点、借助区域优势，细化培养层

次。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借助当地区域优势，细

化农业工程人才的培养层次。采取的措施主要体

现在: ( 1) 精化对专业概念的引导，专业概念的认

知是人才质量输出的起点。三所院校对农机化专

业普遍停留在“一般了解”，说明学生对专业认知

缺乏积极性，尤其针对南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环

境艰苦的情况，注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专业精

神。专业教育是个长期连续、动态的过程，教育形

式即要保持多元化也要秉承一定的传统精华，其

目的是建立学生对专业的执着、学习的动力、社会

服务的热情; ( 2) 凝练核心专业课程内容，注重采

取“1 + 1”即经典理论整合区域特机论，特机论如

选择南疆特果种植、植保、收获机械，北疆的番茄、
甜菜等产中、产后机械结构理论为案例，力求顺应

当地生产人才需求规律，发挥农机人才在区域经

济中的优势，凸显其在生产中的地位; ( 3) 注重实

践环节，开展多层次、多内容、多类型的实践体系，

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采取现场教学、身边小科技、
课程或毕业实习等形式，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充分

发挥个体或小组活性，达到: 感知现象、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培养其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处理的能力。
3． 精准定位人才目标，构建立体培养体系，凸

显特色素质能力。针对三所院校性质、地域的差

异，所培养学生社会服务主要区域的不同，地处南

疆的塔里木大学农机专业少数民族学生人才培养

定位为“应用型人才”，以“实用”为主“够用”为

度拓展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课程教学采用立体多

层次授课环境: 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参与教学环境，

尤其是实践教学环节采取课时多、内容精、发挥现

场教学等形式并辅以双语辅导教材，实现区域特

色人才储备。
综上所述，新疆本土农机人才的培养将是新

疆高等农业教育面临的长期而任重道远的任务，

凸自身优势、采他人之长、合区域特色、克己身之

短将是新疆培养本土特色农业工程人才的必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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