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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应用新技术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并且传统农业

经济管理模式转型成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是一个必然过程。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中融入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性,对信息课程融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及其构

建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以达到培养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

高素质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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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various industries are actively 

applying new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ls into mod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ls is an 

inevitable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into the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and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goals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courses into the training mod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The aim i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who can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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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高校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缺乏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

要因素。因此,对创新型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途径的研究,

是农业方向人才培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需要对农业经济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研究,改善目前农业经济管理人

才培养模式现状,促进信息技术课程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中的融入和发展。 

1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融入信息技术课程

的重要性 

1.1顺应时代发展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可以使得农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快速

转化并应用于实际生产经营中,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在先进技术

支持下高效进行,促进信息共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1

张宁宁】。 

所以,农业高校应该顺应时代,积极调整人才培养计划,为

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地培养出符合时代背景的具有创新能力和

创造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努力承担起“科教兴农”的重任。 

1.2满足社会对新型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渴求 

社会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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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已无法完全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

求。【2夏莉艳】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中,课程体系的设置

是决定教育质量和学生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随着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和“三农”问题的发展,农经专业在理论与实践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将信息技术课程融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还能使其在就

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和现代化农业的建设。 

1.3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发展的需要 

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未能紧密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依

然沿用传统的培养模式和陈旧的教学内容,导致许多毕业生在

进入职场时缺乏行业所需的关键能力。【3赵东】 

为此,将信息技术课程融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已成为专业

发展的必要举措。这一变革不仅能够更新教学内容,还能帮助学

生掌握现代农业管理所必需的技术和技能,更好地与行业一线

接轨。积极构建信息化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建设,不断完善该专业

的整体发展,全面推进学校发展的新格局,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核心竞争力,确保他们在现代农业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农

业经济管理专业向着更加科学和高效的方向发展。 

2 信息课程融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目标 

2.1提升学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能力 

随着农业信息化的加速推进,学生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的农

业经济管理知识,还必须具备应对新技术挑战和机遇的能力。将

信息技术融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课程,旨在培养顺应时代变化

的专业人才,使其在未来的农业环境中,能够有效利用信息技

术,提升生产效率与管理水平,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

先优势。 

2.2培养跨学科创新型人才 

信息技术与农业经济管理的结合,为培养跨学科创新型人

才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整合双学科知识,学生能够在复杂的农

业经济环境中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科学分析和决策,从而提出创

新的解决方案。这种跨学科能力的培养,不仅深化了学生的知识

广度和深度,还增强了他们在农业信息化领域的创新能力,使其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灵活应对多变的行业需求。 

2.3构建现代化、前瞻性的课程体系 

为应对农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农业经济管理专业需要构

建现代化、前瞻性的课程体系。通过优化和更新课程内容,确保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 新的农业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

的课程改革不仅使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培养了他们的

实际操作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迅速融入行

业,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2.4保障学生的持续职业发展能力 

建立持续学习机制是信息技术融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

另一关键目标。随着农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必须持续

更新知识和技能,以保持职业竞争力。通过培养终身学习的习

惯,不仅确保他们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保持领先,还为其职业

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保障。如此一来,学生在职业生涯中

将具备更强的适应力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应对新技术和新

挑战。 

3 信息技术课程融入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构建 

3.1树立顺应农业信息技术化发展的目标 

在农业信息技术化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

培养目标也需从传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传授,升级为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顺应现代农业信息技术

化发展的需求。在专业培养过程中,首先要保留和优化管理科

学和经济科学的基础课程,确保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其

次,学生应系统学习信息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能够掌

握现代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方法和技巧,提高其在实际工作

中的操作能力。课程设置中应增加数据分析、物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等内容,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管

理效率和效果。通过校企合作、实习基地建设和项目实践,提

供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机会。组织学生参与农

业信息化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和操作,提升其实践能力和应用

水平。 后,培养目标应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适应能力,

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创新竞赛和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增

强学生对信息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使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适应现

代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 

3.2培养学生双学科知识整合能力 

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核心是信息技术学科和农业经济

管理学科的有效整合。结合农业经济管理在信息技术建设方面

的需求,针对性的做好双学科资源整合,实现信息技术学科与农

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双赢。使学生不仅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还能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

具体措施包括： 

基础课程的融合：在开设传统农业经济管理课程的同时,

引入信息技术基础课程,加强如计算机基础、办公软件、网络法

规等知识,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信息技术基础。 

应用课程的拓展：设置专门的信息技术应用课程,增加电子

商务、新媒体营销、网络安全技术等知识,使学生能够将信息技

术应用于农业经济管理实际中。 

综合课程的设计：开设跨学科的综合课程,利用信息技术制

定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教学目标,促进学生将两学科知识融会贯

通,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3.3优化农业经济管理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的是否完善是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发展需求的

关键。为了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对现有的

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和升级。具体措施包括： 

案例教学：通过选择典型的案例,将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

理中的实际应用展示给学生,帮助其理解理论知识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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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通过具体实例理解和应用

理论知识。 

项目实践：组织学生参与实际的农业信息化项目,与农业企

业和科研机构合作,提供真实的项目机会,让学生在实际项目中

应用所学知识。使其在实践中锻炼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农业经

济管理能力。 

合作教学：鼓励信息技术学科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师

合作授课,结合双方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共同提升教学效

果。鼓励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积极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

决方案,培养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不同人才的性格特点和行为习惯因

材施教,积极引导学生 进行独立思考,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农业

经济管理专业实践中,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4建立持续学习机制 

终身学习是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人职

业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技术、新方法

层出不穷,这要求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具备持续学习的

能力,以便及时掌握 新的知识和技能,保持在行业中的竞争

力。过校友网络、在线学习平台和继续教育项目,提供学生持续

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确保其能够跟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顺应

农业信息技术化发展的目标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转变

的必然选择。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开展多元化

培训与活动以及建立持续学习机制,培养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综合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样的培养目标

不仅能够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也为我国农业信息化和现

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4 结语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

应用一直是一项重要课题。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对农业经济管

理的需求,现代农业应不断推动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

技术课程在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为促进农业经济

管理专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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