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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高校农机化专业学生专业认知差异性调查
周 岭，石长青，弋晓康，徐 芳

( 塔里木大学，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摘要: 为了探究新疆本土化农业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通过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从不同

角度探讨新疆普通高等院校农机化专业在校学生专业认知的差异性。调查结果表明: 新疆塔

里木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三所院校培养的农机化学生同质性特征明显，本土化特

征薄弱。针对该现象，提出了新疆农机化专业学生培养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针对“三不同”制

定相应的培养措施; 结合自身特点、借助区域优势，细化培养层次; 精准定位人才目标，构建立

体培养体系，凸显特色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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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校与农业发展联系紧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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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优
势［1］。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达到 42%，整体上已
进入发展的中级阶段。因此，随着农机化事业的发
展，社会对高端农业机械化人才的需求必将有一个大
的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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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以提高人才培养的水
平。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农业基地之一，产业的发展基
于人才储备，培养优秀的农业工程技术人才是新疆农
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但是目前，新疆
农业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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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这种情况下，探究
农业工程技术人才目标定位、结构构建、模式创新是
新疆农业高等教育急需研究的课题之一。本论文采
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新疆南疆塔里木大学及北
疆的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三所高校农业机械化
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学生为调查对象，从专业概念认
知、专业知识认知、能力认知等方面，探讨了农机化专
业学生专业认知的差异性，为培养新疆本土化农业工
程技术人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在本次调查中，塔

里木大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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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人; 新疆农业大

学调查 119 人，共计 608 人。
一、专业认知差异性数据分析
( 一) 专业概念认知情况

调查问题是“你对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了解程度”，采集的数据( 见表 1) 采用 LSD 法进行多

重比较及方差分析，塔里木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行比

较: Sig． = 0. 369 ＞ 0. 05; 塔里木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

进行比较: Sig. = 0. 390 ＞ 0. 05; 石河子大学和新疆农

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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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的在校汉族学生认为十分了解该专

业，而塔里木大学及石河子大学仅有 7%、10% 的汉

族学生认为十分了解该专业; 三所院校汉族学生持
“一般了解”的学生比例较大，分别为 74%、66%、
59% ; 持“不 了 解”观 点 的 汉 族 学 生 分 别 为 19%、
24%、15%。针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对专业概念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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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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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专业知识学习认知情况

调查问题是“你认为现在大学开放的课程符合

企业的要求吗”，采集的数据( 见表 2) 采用 LSD 法进

行多重比较及方差分析，塔里木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

行比较: Sig. = 0. 430 ＞ 0. 05; 塔里木大学和新疆农

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430 ＞ 0. 05; 石河子大学和

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1.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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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8% 的汉族学生认为课程
“非常符合”企业要求; 67%、61%、76% 的汉族学生

认为“基本符合”; 三所院校认为“不符合”的汉族学

生分别占 26%、28%、16%。针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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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专业概念认知情况 单位: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

业大学

十分了解 7 3 10 26

一般了解 74 68 66 59

不了解 19 29 24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表 2 专业知识学习认知情况 单位: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

业大学

非常符合 7 8 11 8

基本符合 67 78 61 76

不符合 26 14 28 16

合计 100 100 100 100

( 三) 专业能力认知情况

本项调查内容设置两个问题，问题一是“大学期
间您认为应该在哪些能力方面更侧重一些”。采集
的数据( 见表 3) 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及方差分
析，塔里木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行比较: Sig. =0. 232 ＞
0. 05; 塔里木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249 ＞0. 05; 石河子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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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应侧重掌握
“基础理论”或“专业理论”知识能力的观点，三所院
校汉族学生的比例均不高; 新疆农业大学 60%、29%
的汉族学生认为“实践、创新很重要”，塔里木大学、
石河子大学在校汉族学生持有该观点占 54%、21%

及 4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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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专业能力认知情况 单位: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

业大学

基础理论 8 10 8 3

专业理论 17 12 20 8

实验、实践 54 51 48 60

动手创新 21 27 24 29

合计 100 100 100 100

问题二是“学校在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的安排
是否能满足学生就业技能的培训”。采集的数据( 见
表 4) 采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及方差分析，塔里木
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355 ＞ 0. 05; 塔
里木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378 ＞
0. 05; 石河子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进行比较: Sig. =
0. 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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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校
学生认为现有的实践课程设置能够“完全满足”就业
技能的培训，其他两所院校持相同观点的在校汉族学
生分别占 8%、9% ; 三所院校 51%、52%、54% 的汉族
学生认为“基本满足”，而新疆农业大学 44% 的汉族
学生认为满足不了就业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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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专业能力认知情况 单位: %

项目
塔里木大学

汉族 少数民族

石河子

大学

新疆农

业大学

完全满足 8 5 9 1

基本满足 51 73 52 54

不满足 33 16 32 44

其他 8 6 7 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 四) 专业态度及职业信念情况

调查问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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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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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校汉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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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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汉族学生认为前
景一 般; 在“很 乐 观”的 选 项 上，石 河 子 大 学 仅 占
13%。针对汉族与少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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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专业态度及职业信念情况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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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二、新疆高校农机化专业认知“同质性”特征的

原因

通过对专业认知差异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塔里
木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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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专业学习环
境的差异性体现在三方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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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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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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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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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学生同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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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疆农机化人才培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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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即无特色、无优势、
无社会地位为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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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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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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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理论整合区域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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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其感知现
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以及
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处理的能力。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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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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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