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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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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层次分析法(AHP)，从学习、工作、生活、发展潜力、用人单位评价五个方面选取了

18个评价指标构建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出具体权

重。发现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影响最

大，其次为专业课教师评价和农业经济理论的专业应用能力；而对于人才培养模式质量影响最

小的是教师交给的任务完成情况平均自评。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应更注

重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对于教学活动的参与，使学生对于农业经济

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提高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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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各高校招生人数的扩大，其人才培养模式质

量逐渐引起了学校、用人单位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视

(狄敏，2002)¨J。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院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反馈，是完

善专业培养模式、课程规划的重要依据，是高等学校

实现高等教育自我完善、自我调节、自我改进的有效

途径。同时有利于社会各界更加了解农林经济管理

专业，增加专业的应用性与针对性。

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涉

及到关于学生尽量多的方面的能力的评价(张丽、孔

春梅，2005)。2 J。吴庆文(2009)认为，要尽可能的反

映和度量出学生的各方面素质，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后

能够科学、准确地反映出人才培养质量的实际情

况∞j。赵铁、林昆勇(2004)也认为高等学校的人才

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要保证科学性、体现了完

整性、兼顾了可行性H J。李均立、许海平、王玉平

(2011)认为面对现代农业对人才的新要求，农林经

济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必须符合国家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1。孟全省(2011)认为，培

养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拔尖创新人才，是研究型大学

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内容。6J。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从个人特质、业务能力、知识结构

三方面进行综合的评价(陈丽荣、曹玉昆，2009)"1。

综上所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使

人才具有综合的实践能力，还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的创

造性。构建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质量模式评价指

标体系既是对学校规划专业课程和设计人才培养模

式的基础，又是人才对于自身优势和不足认识的根

据。已有的文献中，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的有

很多，但研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

价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几乎没有学者具体构建出农

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

计算出权重。只有构建完整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才能对于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质量做出明确的判断，并能清晰判断专业人才

培养的重点。因此，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将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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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实际的意义。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的选取

对于特定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建应设立一些具有针对性和易操作的指标，尽可

能通过度量出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来评定培养模式的

质量旧o。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3个层次：第一

层为目标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结果；第二

层为一级指标层，包括学习、工作、生活、发展潜力、用

人单位评价；第三层为二级指标层，是一个递阶按照

一级指标层的思路，选取代表性的能反映农林经济管

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的特征项目。本文共设计

了18个评价指标来测定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

养模式质量(见图1)。

(二)指标权重测定的方法

和其他评价系统一样，本文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

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本文在采用层次分析

法(AHP)确定各级评价指标权重时∽J，多方面听取

专家学者的意见，以便从广泛的基础上更客观的确定

指标权重。

1．构造判断矩阵。构造一级指标对农林经济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影响程度判断矩阵以及各二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质

量
评

价

(A)

学习方面fBl)

工作方面(B2)

生活方面(B31

发展潜力(B41

用人单位评价(B5)

图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级指标对一级指标影响程度判断矩阵，对指标间两两重

要性进行比较判断，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具体如下：
表1 1—9级判断矩阵标准度

标度 含义

两指标相比，具有同等重要程度

两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指标稍微重要

两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指标明显重要

两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指标非常重要

两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指标极端重要

取上述两相邻判断中值

倒数 若指标i与指标，的重要性之比为口“，则指标．『与指标i的重要性之比1／ad

注：B1、B2、B3、B4、B5，分别代表学习、工作、生活、发展潜力和用人单位评价，w为各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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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B1的判断矩阵

注：Cll、C12、C13，分别代表平均学分绩点、全国大学生英语考试四级平均成绩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平均成绩指标，W，为各指

标的相对权重，权重w。为各指标的总权重。

表4 B2的判断矩阵

注：C21、C22、C23、C24，分别代表院校学生干部比重、党员或预备党员比重、教师交给的任务完成情况平均自评和“三农”活

动参与的程度指标，W：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权重W2为各指标的总权重。

表5 B3的判断矩阵

ii：C31、C32、C33，分别代表平均身体素质得分、平均心理素质得分和平均每月学习支出指标，W，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权

重W，为各指标的总权重。

表6 B4的判断矩阵 单位：万人

注：C41、C42、C43、C44，分别代表专业课教师评价、辅导员教师评价、兼职占课余生活的时间和农业经济理论的专业应用能

力指标，W。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权重w。为各指标的总权重。

表7 B5的判断矩阵

注：C51、C52、C53、C54，分别代表文字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获取知识及理论联系实践能力、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职业道德，W，为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权重w，为各指标的总权重。

2．对判断矩阵做归一化处理。得到矩阵，A=
———— H

(口Ⅱ)，其中口u=au／∑口u
i=l

3．得出各指标权重。将五的元素按行相加得到

W，再将向量W归一化，即得到各指标的相对权重W。

将各指标的相对权重与各指标所对应的上级指标的

权重相乘，得到绝对权重w(一级指标无上级指标，

则所得到的相对权重即为绝对权重)。结果填入表

3、表4、表5、表6、表7、表8。

4．一致性检验。确定判断矩阵时，判断矩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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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具有完全一致性，这时需要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程度。因此，选用判断矩阵口的特征值进行判断。当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程度达到满意时，接受计算得到的

各指标对整个评价体系的绝对权重，否则我们需要对

判断矩阵进行适当的修正，直到其达到可以通过一致

性检验的程度。

首先将判断矩阵与其对应相对权重向量W相

乘，得到向量Aw。然后分别计算得出各判断矩阵的

圭警
最大特征根A。。=—i={1 l。最后根据最大特征值

得出一致性指标CI=生坠÷二并根据平均随机一致性
，‘一I

指标得到尺，，见表8中所给脚值。计算得出一致性
／1T

指标的比率：CR=兰。以CR作为验证各矩阵能否
』U

通过一致性检验的标准：若CR=0，则判断矩阵具有

完全一致性；若CR<0．1，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该判断矩阵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若CR>0．1，就

需重新进行评价打分，制定更合理的判断矩阵，直到

满足CR<0．1为止。

表8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对各级判断分别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填入表

2、表3、表4、表5、表6、表7。各矩阵均通过了一致性

检验，说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程度。接受计

算得到各指标对目标层的权重。

(三)各指标权重结果及分析

根据以上测度方法，得到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结

果如表9所示。

表9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指标的权重

由表9可以看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质量指标体系中，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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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3)的权重是最高的，即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的影

响是最大的，权重占到了0．1209。其次是专业课教

师评价(C41)和农业经济理论的专业应用能力

(C44)，权重均为0．1052。由此可以看出，农林经济

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应更重视其独立思考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这方面的能力培养体系

是现如今各高校普遍缺乏的。而对于农林经济管理

专业的学生来说，只有具备了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才能从多角度考虑问题，从各方面人手分

析经济现象。

三、结论与讨论

构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指标

体系能够清晰的显示出本专业培养模式中各部分对

于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独立思考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

培养模式质量是最重要的，略高于专业课教师评价和

农业经济理论的专业应用能力。对于沈阳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来说，学生虽然认真学习课堂上的

知识，但与教师在教学中的互动不足，这对于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着一定的阻碍

作用，也使专业课教师对学生的熟悉程度较低，降低

了对于学生评价的准确性。而本专业的培养模式以

培养研究型的人才为主，对于专业的实际应用的实践

较少，这就同样降低了学生农业经济理论的专业应用

能力。

针对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模式

质量的现状，首先，学校应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教学

活动中来，增加学生对于学科的研究兴趣，为学生的

独立创新思考提供启发，使学生能够有不同的观点，

并相互交流讨论¨0|。其次，学科考核应多以开放题

目的形式，让学生能够充分的表述自己对于某些经济

现象的看法，同时也让教师更加了解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深度¨1|。最后，为学生增加

更多与专业关系紧密的社会实践机会，使学生能够将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在实际中得到验证，深

入理解所学知识¨2|。总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教学中一项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对于人才培

养模式质量指标排序，找出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因

素，从而针对关键因素调整教学计划，是提高农林经

济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质量的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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