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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农高校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

为己任，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了强化学生知农爱农情怀，

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河南农业大学创新拓

展了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专硕研究生培养模式，2012 年 9 月在禹

州市康城村建立河南省第一个科技小院，2016 年获批全国农业专业

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示范基地，2022年经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

科协批准的科技小院扩大到 24 个，涉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牧草

作物、养殖业等多个产业。 

强化实践，构建本硕贯通培养新体系。建立“科技小院+”教学模

式，搭建开放式育人平台，强化实践教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创

建“12345”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全过程考核、多主体参与、多能力检

验、多环节考查、多途径产出”多元评价方式，组建“学校-学院-科技

小院-导师组-导师”五级保障管理体系，强化本硕贯通培养，全面提升

人才的培养质量。2016-2022 年，河南农业大学资环专业 131 名本科

生在科技小院完成毕业论文，考取本校专硕比例由 17.6%增加至

42.9%。 

厚植情怀，培养知农爱农复合型人才。科技小院学生获 19 项省

部级以上奖励，14名研究生被当地政府聘为村干部、技术指导专家，

18 名研究生在抗疫期间受到当地政府表彰；毕业学生得到了用人单

位的高度评价。培养了许宇蒙（出彩河南人-最美大学生）、龙昊驰（省

文明学生、挑战杯特等奖）、吕伟增（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等一批科研能顶天、

应用能立地的知农爱农复合型人才。 

辐射带动，示范引领科技小院发展。10 年来，引领河南省建立科

技小院 58 个，辐射带动了国内兄弟院校科技小院建设。入住科技小

院的学生从研究生延伸到本科生，学科涵盖了农学、管理、经济等多



个专业，学生到田间、进村委、入企业，与农村、行业紧密结合，深

入开展实践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服务一线，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编制技术规程 28 项，线上线下结合，

培养新型农业主体、基层技术骨干 1000 余人，培训农民、企业技术

人员等共计 500 余万人次。技术服务覆盖面积达 2000 万亩以上，节

本增收超过 8 亿元。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强国》、

《科技日报》、《河南日报》等各级各类媒体 53 次报道。 

1、本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 

（1）解决学生知农爱农情怀不浓问题。 

（2）解决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协调问题。 

（3）解决本硕分阶段培养衔接不紧密问题。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2.1 强化思想引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 

（1）支部建小院。依托科技小院，建立功能型党支部，深入开

展“手拉手，肩并肩，师生同发展”系列党日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强

化立德树人，提升强农兴农责任担当。 

（2）学生过四关。学生入住科技小院，过生活关、农活关、科

研关、培训关，边实践、边学习、边服务，增强对三农的情怀，磨炼

意志，培养自信心。 

（3）转换多角色。在科技小院，学生进行多个角色转换（技术

员、村干部、农民、学生、厨师、主持人等），了解了农业行业产业，

学会了沟通和团结，厚植知农爱农情怀。 

2.2 建立“科技小院+”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教学 

（1）科技小院+云培训。课上课下，线上线下，校内校外贯通，

组织校内外专家、企业家开办科技小院云讲座和企业家大讲堂，拓展

教学内容，推动实践教学体系贯通。 



（2）科技小院+多元化。建立适宜区域需求的粮食、蔬菜、林果、

饲料、养殖等各具特色科技小院，学生到科技小院进行全方位锻炼。

学生到园区、企业、村委开展多元化学习，实现专业行业产业知识贯

通。 

（3）科技小院+跨专业。被动式、自主式、探究式、体验式等多

元化学习方式相结合，资源环境、耕作栽培、节水灌溉、营销策划等

不同学科交叉，专业知识、行业知识、产业知识等多领域贯通。 

（4）科技小院+全过程。作物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参与，开

展“六个一”行动，研究生每天 1 篇工作日志、每周 1 次工作计划、每

周 1 次田间出诊、每月 1 次农户培训、每季度 1 次工作汇报、每年 1

次大型活动。 

 

 

 

 

 

 

 

 

 

 

2.3.创建“12345”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本硕贯通 

（1）一个核心。以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为核心。  

（2）两个阶段。依据学校创新人才、本硕博贯通管理办法，以

多种方式选拔成绩优秀、科研兴趣浓厚、创新能力强的本科生进入科

技小院，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鼓励在科技小院实践实习的本科生继

续攻读科技小院研究生，实行本科、硕士两个阶段贯通培养。 

（3）三项任务。依托科技小院进行实践教学、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 



（4）四个步骤。本科生通过参加科技小院协会了解科技小院，

以“三下乡”、“飞鹰创新”、“科研助手”、“课程实习”等形式加入科技

小院，以“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创新创业”等形式入住科技小院，

提前进入研究生培养阶段。研究生在课程学习前、后，分阶段入住科

技小院，管理科技小院，完成实践教学、毕业论文，开展社会服务，

提高综合能力。 

（5）五个保障。校企地联合，为科技小院提供生活条件保障、

工作条件保障、学习条件保障、人员安全保障、管理制度保障。 

 

 

 

 

 

 

 

 

 

 

2.4 搭建开放式育人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 

（1）搭建开放式育人平台。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农林产

教融合基地、耕读教育基地、肥料产业学院、氮肥高效利用创新中心

等产教融合和开放式育人平台。 

（2）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行学校与企业互聘导师和专家，

建立与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互相派驻老师和研究生的制度；与企业

联合申报国家科研项目；企业为科技小院设立专项课题、创新创业奖

学金，学生研究课题以企业需求为出发点，共同制定研发计划，共同

参加考核答辩，研发成果企业优先应用。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毕业



的学生被企业优先录用，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企业科技竞争

力，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 

2.5 建立多元化管理考核评价体系，培养高质量复合应用型人才

（1）全过程评价。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考核。 

（2）多主体评价。政府、企业、学校、农户等多主体参与考核。 

（3）多能力评价。对学生的生活能力、实践能力、科研能力、

创新能力等进行检验。 

（4）多环节评价。对学生论文撰写、技术培训、示范推广、营

销策划等多环节考查。 

（5）多途径评价。以论文、产品、专利、标准、示范推广等多途

径产出作为检验标准。 

（6）五级管理模式。建立“学校-学院-科技小院-导师组-导师”五

级管理保障体系。 

 

 

 

 

 

 

 

3、成果的创新点 

3.1 驻扎科技小院，创新“科技小院+”教学模式 

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建立了一批涉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

牧草作物、养殖业多个产业科技小院，拓展了教学时空，实现了师生

零距离接触农民和农业生产。通过科技小院+云培训、多元化、跨专

业、全过程，实现实践教学体系贯通、专业领域贯通、多元化学习方

式贯通。学生边实践、边学习、边服务，全过程学习、全方位锻炼、



全链条培养，提升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学校、政府、企业、农民联

合指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培养面发展。 

3.2 依托科技小院，创新“12345”本硕贯通人才培养体系 

以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为核心，本科、硕士两个阶段贯通

培养，依托科技小院进行实践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本科生通

过参加科技小院协会了解科技小院，以 “三下乡”、“飞鹰创新”、“科

研助手”、“课程实习”等形式加入科技小院，以“生产实习”、“毕业论

文”、“创新创业”等形式入住科技小院，提前进入研究生培养阶段。研

究生在课程学习前、后，分阶段入住科技小院，管理科技小院，完成

实践教学、毕业论文，开展社会服务，提高综合能力。实施本硕贯通、

开展新老结对、以老带新，形成递进式、层次式的培养链条，厚植知

农爱农情怀，坚定强农兴农使命，提升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3.3 立足科技小院，创新多元化考核评价方法  

依托科技小院产教融合基地因材施教进行多主体、多导师、多元

化考核评价。学生以农民、农技员、村干部等多角色进行锻炼；接受

政府、学校、企业多个主体考核；经历生活、实践、科研、创新能力

等多能力检验；完成论文撰写、技术培训、示范推广、营销策划等多

环节考验；论文、产品、专利、标准、示范推广等作为多途径产出检

验标准，全方位零距离服务乡村振兴。 

建立“学校-学院-科技小院-导师组-导师”五级管理的保障体系，

企业设立科技小院专项课题、创新创业奖学金等，为培养科研能顶天、

应用能立地的新时代人才提供安全、经费和质量保障。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4.1 复合应用型人才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学生获 19 项省部级以上奖励、14 名研究生在被当地政府聘为村

干部、技术指导专家，18 名研究生在抗疫期间被当地政府表彰。2016

年至 2022 年，资环专业 131 名本科生在科技小院完成毕业论文，学



生考取河南农业大学专硕的比例，由 17.6%增加至 42.9%。学生在“中

国研究生乡村振兴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国土空间规划技能大赛”、

“挑战杯”、“互联网+大赛”等国家和省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励和荣

誉 24 项。培养了许宇蒙（出彩河南人-最美大学生）、龙昊驰（河南

省文明学生、河南省挑战杯特等奖）、吕伟增（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

党员标兵，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河南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等一

批科研能顶天、应用能立地的新时代人才。入住科技小院学生数量不

断增加，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提升。 

4.2 师生同频共振，教师教学科研水平显著提升 

科技小院指导教师践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原则，教师每年在

科技小院驻扎不少于 120 天，教学科研水平显著提升。近年来，获得 

“基于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互联网+”背景下农

科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河南省教学成果奖 5 项，主持省

级以上教改项目 8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34 项，发表教改论文 30 篇，

获得河南省高层次人才、河南省教学名师、河南省教学标兵等省级以

上荣誉 22 项。 

4.3 科技小院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十年来，科技小院师生共编制 28 项技术规程，技术服务涵盖了

种植、养殖、肥料生产三大领域，小麦、玉米、花生等 15 种作物，

线上线下结合，累计开展农技培训 2000 余场次，培养新型农业主体、

基层技术骨干 1000 余人，培训农户、企业技术人员超过 500 余万人

次，技术服务面积达 2000 万亩以上，节本增收超过 8 亿元。师生踊

跃参与抗洪抗疫，连续 8 年开办弘农爱国支教班，每年义务支教留守

儿童 500 人次；开设助农直播平台，帮助村里打造品牌农产品，如“少

康王小米”、“富锌石磨面粉”，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学习强国》、《科技日报》、《河南日报》

等各级各类媒体报道 53 次。 



4.4 辐射带动国内兄弟院校 

河南农业大学建立的科技小院，获批“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农林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河南省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等，引领了河南省科技小院发展，使河南省科技小

院从禹州科技小院 1 个，发展到河南省科协分 4 批建立 58 个科技小

院。依托河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河南），

该成果主持人任秘书长，推动全省科技小院工作。 

2022 年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下达了支持建设科技小院

名单，河南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扩大到 24 个，也是河南省唯一入选

科技小院单位。基于科技小院的人才培养模式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高校借鉴应用。 

  



二、查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