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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农业推广学》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动物医学专业（专升本）的一门重要

课程，其任务是培养考生系统的学习和掌握农业推广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熟练运用农业推广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解决农业推广中出现的问题，了解

农业推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

济培养专门的应用人才。

《农业推广学》这门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本课程重点考核基本概念和基本

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也考核所学理论在农业成果的推广过程中的运用。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使得考生能够：

1.理解和掌握农业推广中创新和扩散等的基本原理。

2.理解并掌握与农业推广有关的农民行为改变规律。

3.掌握农业推广的信息沟通和服务要领。

4.掌握农业推广的基本方法，特别是现代网络媒体的推广方法。

5.掌握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6.熟悉农业推广人员的管理和项目计划与管理。

7.了解农业推广工作的评价方法。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农业推广学》是与农村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心理学、行为学、传播学、经济

学以及农业种养殖学等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的一门新型的、交叉性学科，上述学科和农

业推广工作实践是农业推广学的知识来源，行为学和管理学是农业推广学理论结构的

核心。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为：全面正确理解课程中出现的各种基本概念、原理，灵活掌握各

种农业推广方法、推广途径的选择；掌握农业推广对象的行为特征、信息沟通的要素

和要领、农业推广的程序与方法、农业推广的信息服务、组织管理、人员管理、项目

计划和管理以及农业推广工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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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难点为：创新的采用与扩散理论、农业推广对象的行为、农业推广中的

沟通策略与技巧等理论；农业推广方法选择与综合运用。

Ⅱ 考核目标

《农业推广学》课程主要从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对考生进

行考核，各层次要求考生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为：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农业推广学的基本概念、原理等相

关的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理解本课程中有关《农业推广学》的基本概念、原理等引申

出的相关措施，技能或方法。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知识来分析农业推广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所产

生的原因，并能对这些简单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具有分析和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面对农业推广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中涉及到行为、沟

通，创新的扩散、信息的服务等，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具有一定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农业推广的基本概念与原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刻理解并掌握现代农业推广学的基本概念，了解掌握农业推

广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和特点，掌握组织化的农业推广基本框架模型理论、认识创

新的采用与扩散行为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的发展历史和基本含义

识记：①农业推广的含义与特征；②农业推广的基本框架。

领会：①农业推广发展的历史和趋势；②现代农业推广的含义与特征；③推广服

务系统；④目标团体系统。

综合应用：①应用农业推广基本框架模型理论，提高推广服务工作效率。

（二）农业推广学及其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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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①农业推广学的理论来源。

领会：①农业推广学的理论来源；②熟知农业推广学的发展过程。

（三）创新采用与扩散的基本原理

识记：①创新；②创新的采用；③创新的扩散；④扩散曲线；⑤创新采用率。

领会：①创新的采用过程；②创新的扩散过程；③采用者的类型与特征；④创新

采用率的决定因素。

简单应用：①创新的采用与扩散行为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

综合应用：①综合运用创新扩散理论分析影响创新采用率的因素。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能应用农业推广学的基本理论，提高对农业推广学中创新的采用与

扩散行为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的认识，并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农业推广实践。

本章难点：①农业推广理论的应用与农业推广实践

第二章 农业推广对象的行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农业推广对象的构成；行为产生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和

期望理论；个体行为改变的动力因素和阻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模式；群体行为改变的

规律及模式。能将行为改变理论应用于推广对象的行为改变，或为不同的推广对象制

定适合的行为改变方法。推广对象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科技购买行为；推广对象

行为改变的层次与过程，推广对象的个体行为改变、推广对象的群体改变行为和改变

推广对象行为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对象行为的产生

识记：①人的行为；②需要；③动机；④行为激励；⑤激励力量；⑥目标价值；

⑦行为操纵；⑧目标价值。

领会：①农业推广对象的构成；②人的行为构成要素及特征；③人的行为产生的

机理；④需要理论、⑤动机理论和激励理论；⑥激励力量公式。

简单应用：①分析激励力量与目标价值以及目标价值实现概率间的关系。

综合应用：①综合分析需求理论、动机理论和激励理论在推广对象行为改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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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②分析农业推广对象的社会交往行为、经济投入行为、科技购买行为的特征。

（二）我国农业推广对象行为特征

识记：①交往行为；②社会参与行为；③经济投入行为；④科技购买行为。

领会：①推广对象的社会行为（交往行为，社会参与行为）；②经济行为（基本

特征，经济投入行为，生产经营行为）；③科技购买行为（科技购买的动机类型、行

为类型和购买活动构成 5W+1H）。

简单应用：①推广对象经济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

（三）农业推广对象行为改变

识记：①具体学习的改变；②群体；③感染；④参与性改变；⑤行为操纵。

领会：①推广对象行为改变的层次、过程；②推广对象个体行为改变的动力与阻

力因素；③动力阻力互作模式、影响因素及策略；④推广对象群体行为改变中群体意

识形成的条件；⑤群体意识的培养方法；⑥群体成员的行为规律；⑦群体行为的改变

方式；⑧改变推广对象行为的方法。

简单应用：①分析农业推广对象行为改变的难易程度及过程。

综合应用：①分析推广对象行为改变的动力和阻力因素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②

为不同推广对象制定适宜的行为改变方法。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需要深刻领会和熟练掌握人的行为改变基本原理。

本章难点：①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和期望理论改变推广对象的社会行为、经济行

为和科技购买行为，并应用于农业推广实践。

第三章 农业推广沟通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并掌握农业推广沟通、传播、大众传播、人际沟通、正式

沟通、非正式沟通等基本概念。掌握农业推广沟通的原则与技巧，提高农业推广沟通

的实践技能。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沟通概述

识记：①农业推广沟通；②言语沟通；③人际沟通；④组织沟通；⑤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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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正式沟通。

领会：①农业推广沟通目标；②农业推广沟通的不同分类方法（按沟通媒介、沟

通范围、沟通者间的组织关系）；③正式沟通的特点与分类。

简单应用：①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

（二）农业推广沟通的构成要素及程序

识记：①传送者；②信息；③接收者；④反馈。

领会：①农业推广沟通的构成要素；②农业推广沟通的基本程序；③农业推广沟

通的影响因素；④沟通与传播。

简单应用：①提高农业推广沟通效率的方法措施。

（三）农业推广沟通的障碍、策略及技巧

识记：①农业推广沟通的障碍；②农业推广沟通的策略；③农业推广沟通的技巧。

领会：①农业推广沟通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因素；②沟通策略包含的内容；③农业

推广沟通的基本技巧。

综合应用：①综合运用农业推广沟通中策略、基本技巧、有效避免沟通障碍等方

法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最大化实现推广沟通目标。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难点：①如何与推广对象进行有效的情感交流，消除沟通障碍，向推广对象

了解需求，通过传授知识、改变其行为，提高沟通的效率和效果。

本章难点：①农业推广沟通的障碍、策略及技巧。

第四章 农业推广的基本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农业推广方法的概念，熟悉农业推广方法的分类及各自的

特点，掌握农业推广的基本程序，并正确灵活地应用农业推广程序，掌握农业推广方

法选择与综合运用的要领，了解现代农业推广的创新方法，特别是现代网络媒体推广

的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方法的分类

识记：①农业推广方法；②大众传播法；③集体指导法；④个别指导法；⑤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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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领会：①大众传播法的特点，媒介及应用；②集体指导法的特点，形式及效率；

③个别指导法的特点，形式及应用注意事项。

简单应用：①小组讨论的应用条件要求；②农户访问的技巧与要点；③办公室访

问的效果与注意事项。

（二）农业推广程序与方法的运用

识记：①农业推广程序；②试验；③成果示范；④方法示范；⑤推广；⑥培训。

领会：①农业推广程序步骤；②农业成果示范原则、方法步骤、优缺点；③方法

示范的实施步骤、优缺点；④根据推广目的选择推广方法；⑤根据技术本身特点选择

推广方法；⑥根据推广对象的特点选择推广方法；⑦根据新技术采用阶段选择推广方

法。

简单应用：①农业推广项目选择的重要性。

综合应用：①综合分析科技成果推广方法的选择；②农业推广方法的选择与综合

运用时需考虑的问题。

（三）现代网络媒体推广

识记：①现代网络媒体推广含义；②在线科技服务。

领会：①现代网络媒体推广的特点；②现代网络媒体推广的三种主要形式及其特

点。

简单应用：①现代网络媒体推广与传统推广方法相比的优势。

综合应用：①你想象中的农业科技 App应该具有哪些功能。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难点：①如何灵活运用农业推广的基本方法，特别是发挥信息技术和现代网

络新媒体等的优势，更好地为推广对象提供服务。

本章难点：①农业推广方法的选择与综合运用。

第五章 农业科技成果推广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刻理解并掌握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及其内涵，农业科技成果

按性质和按表现形式区分的类别；理解并掌握农业科技成果构成的条件，理解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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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推广的特殊性，构成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要素，影响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主要

因素，理解并掌握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概述

识记：①农业科技成果；②基础性成果；③应用性成果；④开发性成果；⑤物化

类有形成果；⑥非物化型无形成果；⑦农业科技成果推广。

领会：①农业科技成果的特点；②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特殊性；③农业科技成果

推广的要素；④影响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主要因素；⑤农业科技成果的质量；⑥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组成。

简单应用：①分析农业科技成果的质量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先决条件。

综合应用：①综合分析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特殊性。

（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主要方法

领会：①项目推广；②综合服务；③科技成果转让；④农业科技专家组织推广等

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方式的含义。

简单应用：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科技成果推广的特点。

（三）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领会：①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②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改革与

发展对策。

简单应用：①正确认识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成效低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分析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思路。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充分认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特殊性，正确认识我国科技成果推广

率低的原因，灵活采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方法，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本章难点：①综合分析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特殊性。

第六章 农业推广信息服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并掌握信息的含义、形态和特征；掌握农业推广信息的种

类、来源和特征；掌握农业推广信息系统的组成和类型、农业推广信息的采集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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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掌握农业信息服务的内容与作用；掌握提高农业推广信息服务质量的途径。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信息概述

识记：①信息；②农业推广信息；③农业推广信息系统。

领会：①信息的形态；②农业推广信息的来源、特征；③农业推广信息系统的组

成；④农业推广信息系统的类型。

简单应用：①农业推广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②农业专家系统的特点。

（二）农业推广信息的采集与处理

识记：①信息采集；②信息筛选；③信息加工。

领会：①农业推广信息的采集原则；②信息的采集方法；③农业推广信息的处理。

简单应用：①简要分析农业信息采集原则的作用；②简要分析农业推广信息的处

理过程。

（三）农业推广信息服务实践

识记：①农业推广信息服务；②农户自组织的协作服务；③科技之家服务模式。

领会：①农业推广信息服务的内容；②农业推广信息服务的作用；③农业推广信

息服务方式；④农业推广信息服务模式；⑤提高农业推广信息服务质量的途径。

简单应用：①按信息服务方式来划分，农业信息服务方式分成几类。

综合应用：①通过农业推广信息服务的作用说明提高农业推广信息服务质量的途

径。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在农业推广过程中，要提高获取农业推广信息的效率，信息转化和

信息利用效率，让真实有用的农业信息及时送到需求者手中，提升农业信息化服务水

平，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本章难点：①农业推广信息服务实践。

第七章 农业推广组织与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并掌握农业推广组织的概念，了解国家农业推广机构的设

置与职能、政府农业推广组织新变化；明确新时期政府公益性农业推广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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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多元农业推广组织的类型和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组织概述

识记：①农业推广组织。

领会：①农业推广组织的职能；②政府各级推广机构及其职能；③我国推广组织

的新变化。

简单应用：①说明农业推广组织的职能作用。

综合应用：①综合说明我国推广组织的新变化。

（二）我国现行多元农业推广组织类型与特征

识记：①涉农企业农业推广。

领会：①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农业推广组织；②农业科研院所、教育部门为主体的

推广组织；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的推广组织；④涉农企业为主体的农业推广组

织。

简单应用：①按推广主体我国农业推广组织的分类；②涉农企业农业推广的双重

意义。

综合应用：①综合分析各种推广组织的特征及其作用。

（三）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的管理

识记：①农业推广组织管理。

领会：①农业推广组织管理的原则；②农业推广组织内部管理；③农业推广组织

之间的协调管理。

简单应用：①基本组织管理手段的综合应用实践。

综合应用：①多元农业推广组织间的互动与协调。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政府农业推广组织的新变化，形成了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类型，除

了做好农业推广组织的内部管理，还需做好农业推广组织间的互动与协调。

本章难点：①我国现行多元农业推广组织类型与特征；②农业推广组织间的互动

与协调。

第八章 农业推广人员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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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需掌握我国农业推广人员的分类以及他们的职责，明确推广人员的

素质要求，了解我国农业推广人员的基本素质状况，管理方法，能够为推广人员制定

培训计划。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人员的类型与职责

识记：①农业推广督导人员；②农业推广技术专家；③农业推广指导员。

领会：①农业推广行政管理人员职责；②农业推广督导人员职责；③农业推广指

导员职责。

简单应用：①简要说明不同类型农业推广人员各自职责。

（二）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

识记：①农业推广人员素质；②业务素质。

领会：①心理素质；②职业道德素质；③业务素质；④身体素质。

简单应用：①业务素质和农业推广工作的关系。

综合应用：①综合分析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要求。

（三）农业推广人员管理

识记：①农业推广人员管理；②农业推广人员管理精神激励法、③思想教育法。

领会：①农业推广人员管理内容；②农业推广人员管理方法。

简单应用：①正确理解农业推广人员管理的内容和作用。

综合应用：①农业推广人员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四）农业推广人员培训

识记：①在职培训；②脱产培训。

领会：①农业推广人员培训目标；②四类人才培育；③培训形式；④培训内容；

⑤培训步骤。

简单应用：①农业推广需求分析需要了解哪些信息；②为推广人员制定培训计划。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需弄清不同类型农业推广人员的关系和各自职责，针对各类人员的

具体职责，采取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或手段、培训手段等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

发挥农业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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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难点：①农业推广行政人员、督导人员、指导员以及技术专家之间的关系和

各自职责。

第九章 农业推广项目计划与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农业推广计划与项目的区别与联系、我国农业推广计划体

系的组成，实施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目的与意义、我国农业推广计划和项目的分类；

掌握农业推广计划制定的原则、方式和步骤，农业推广计划的成果管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计划与项目概述

识记：①农业推广计划；②农业推广项目；③农业推广计划体系；④计划。

领会：①农业推广计划体系的内容（推广规划、项目计划、实施方案或工作计划）；

②农业推广计划按属性、特性和特点的分类；③农业推广项目按属性、特性和特点的

分类。

简单应用：①农业推广计划与农业推广项目的关系。

（二）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制订与执行

识记：①推广项目；②综合效益原则。

领会：①农业推广项目计划制定的原则；②农业推广项目计划制定的方式；③农

业推广项目计划制定的步骤；④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执行。

简单应用：①农业推广项目计划制定的依据和原则。

综合应用：①农业推广目标体系中的宏观目标体系和微观目标体系的组成以及各

自的等级层次。

（三）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管理

识记：①项目验收；②成果鉴定。

领会：①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认可管理内容；②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执行管理内

容；③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成果管理内容。

简单应用：①项目验收、成果鉴定的组织、程序。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农业推广项目计划的制定不仅需要考虑融合创新技术、提高综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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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还需要突出以农民为主体，使参与者受到教育。在项目管理上不仅要进行可行性

立项评估，还需要进行执行期检测评估、监督检查，对项目实施结果进行验收考核，

成果鉴定等。

本章难点：①农业推广项目计划制定的内容、类别、原则、方式、步骤和执行。

第十章 农业推广工作评价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掌握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基本概念，了解农业推广工作评

价的作用，掌握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原则，深刻领会农业推广评价的指标体系，并能

正确应用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方式和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农业推广工作评价概述

识记：①农业推广工作评价概念。

领会：①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基本原则；②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内容；③农业推

广工作评价的作用。

综合应用：①说明农业推广工作的效益和实施过程评价的主要内容。

（二）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指标体系

识记：①推广规模；②推广度；③推广率；④推广指数。

领会：①农业推广工作评价指标；②农业推广成果评价指标；③农业推广效益评

价指标。

简单应用：①在农业推广工作各项评价指标中，哪些指标是工作成功性的指标。

综合应用：①结合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内容和指标评价农业推广工作。

（三）农业推广工作评价方法与步骤

识记：①自检评价；②专家评价。

领会：①农业推广工作评价方式；②农业推广工作评价方法；③农业推广工作评

价程序。

简单应用：①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人员的确定。

综合应用：①各种农业推广工作评价方法的优缺点。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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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①需熟练地掌握农业推广工作的评价原则、标准和方法，掌握各种农

业推广工作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从而综合地评价农业推广工作。

本章难点：①农业推广工作评价的基本原则，内容和作用。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其

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的范

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进行自学

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

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则列出了考生学习本门课程的

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内

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中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教

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农业推广学》（第二版），高启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2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基本

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知识点构

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识点是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章节

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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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把握全册教材的结构体系，掌握内在线索；②学习

各章时要理清知识要点和脉络，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③注意区分相近的概念和

相通的方法，并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④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要掌握重点。

2.理论联系实际，将方法的原理学习与应用相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包括联系乡村振兴与农业成果推广实际，学校农业推广工作的实

际，基层农业推广机构农业推广实际，以及身边乡镇农业成果应用实际。考生应以改

革的意识、科学研究的意识，满腔热忱地从实际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运用所学的理论

分析和解决问题，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农业推广科学研究能力，同时要具体、丰富、深

刻地理解教材内容。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周全的计划和组织是学习成功的法宝。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在学习时，一定

要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②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必须对所学课程的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③可以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学习的进展。④阅读课本时最好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主要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色代

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的知识点。还可以在空白处记

录相关网站、文章等。

2.如何考试

一是卷面要整洁。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而书写工整、段落与间

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评分。二是在答题时，要回答所问的问题，而不能

随意地回答，要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

确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考生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导他们

防止自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考生将识记、领会与应用联系

起来，有条件的应适当组织考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学会把基础知识和理论转化为应

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考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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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之分，但考试内容是全

面的。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核知识点，

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与兼顾一般相结合，防止孤立地抓重点，

甚至猜题、押题。

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的内

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中

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

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四个能力层次确定

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律、法

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应以现

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变化

予以体现。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来确定考试范

围和考核要求，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考试命题要覆

盖到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

2.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部分占 15%，领

会部分占 30%，简单应用部分占 35%，综合应用部分占 20%。

3.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课程内容、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的

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章节的

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4.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要求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

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运用。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的偏题或

怪题。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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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念。在

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为及格。

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橡皮等必需

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7.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

等题型。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农业推广是（ ）

A.一种发展农村经济的技术咨询活动

B.一种发展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技术宣传活动

C.一种发展农村经济的农村社会教育和咨询活动

D.一种发展物质、技术推销活动

参考答案：C

二、名词解释题

1.现代农业推广

参考答案：现代农业推广是一项旨在开发人力资源的涉农传播、教育与咨询服务工作。

三、简答题

1.简述现代农业推广的含义与特征。

参考答案：

（1）含义：现代农业推广是一项旨在开发人力资源的涉农传播、教育与咨询服务工作。

（2）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推广工作的内容已由狭义的农业技术推广拓展到推广对象生产与

生活的综合咨询服务；推广的目标由单纯的增产增收发展到促进推广对象生产的发展与生活的改

善；推广的指导理论更强调以沟通为基础的行为改变和问题解决原理；推广的方式更重视由下而

上的项目参与方式；推广的方法重视以沟通为基础的现代信息传播与教育咨询方法；推广组织形

式多元化；推广管理科学化、法制化；推广研究方法更加重视定量方法和实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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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述题

1.根据农业推广的基本框架论述如何提高农业推广服务工作的效率。

参考答案：

现代农业推广的框架模型理论认为农业推广工作包含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前者是

指推广人员、组织结构及其所处的生存空间与环境（推广组织环境）。后者是指推广对象（农村居

民为主）、社会结构及其所处的生存空间与环境（农村社会环境）；沟通与互动是两个系统的联系

方式；推广服务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相应的外部宏观环境（推广服务工作环境）。

从组织化的推广框架模型中可以体会到，整个农业推广服务工作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以下几类

因素：（1）推广服务系统的扩散效率；（2）目标团体系统的接受效率；（3）两个子系统间的沟通

与互动效果；（4）推广工作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