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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西是农业有害生物重发、频发的地区，是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迁飞性

害虫及境外害虫迁入我国的“桥头堡”和源头增殖基地。广西农作物病虫种类多

达1 700多种，其中造成较为危害的病虫有200多种，年均发生面积约2.7亿亩次。

近年来，受气候、种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逐年加重。长期以

来农民一直被化学防治观念所主导，“见虫打药”“药上加药”成为农民的防治

习惯，这一盲目的防治行为不仅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危害农产品质量

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风险。为了让农民认识生态系统、遵循生态系统、保护生

态系统，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自主决策能力，掌握科学防病治虫

技术，降低农药施用风险，广西加入了中国/FAO（联合国粮农组织）—PRR（降

低农药风险）项目，并于2007年正式启动。项目旨在通过加强对化学农药的管理

和农民田间学校（FFS）的推广模式，减少该区域化学农药的滥用，降低农药对

人们身体健康和环境的风险。项目主要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柬埔寨、老挝、越南

以及中国的广西、云南）实施。在广西，项目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农业

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组织实施，分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为2007～2012年。

农民田间学校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模式。它以农民为中心，以

田间为课堂，以满足农民在生产中对技术的需求为目标，采用参与式、启发式、

互动式的教育模式，组织农民参加某一作物全生育期的8～16次培训。培训主要

有辅导员与农民一同观察田间作物的生长情况，农民学员分组讨论分析，辅导员

总结引导等环节。目的是通过系统的培训将农民培养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农民专

家、种养能手或致富带头人。

2008年4～7月，中国首个降低农药风险项目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训班在

广西田阳县开办。在为期100天的培训中，培训班结合水稻、杧果、蔬菜三种作

物进行生态系统调查、社区农药风险调查、土壤生态学试验、昆虫园观察以及相

关试验等田间实践活动。培训的重点是对辅导技能、组织管理技能、交流技能和

技巧、分析决策技能、团队协作技能、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技能技巧等能力进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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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这次培训还拉开了中国/FAO（联合国粮农组织）—PRR（降低农药风险）—

IPM（综合防治）—FFS（农民田间学校）在广西实践的序幕。2008年来，广西

共开办了5期农民田间学校培训班，系统培养了辅导员196名，这些学员回到各地

成功地组织了各种作物的农民田间学校培训班252期，培养了掌握IPM技术的新型

农民6 000多人。经过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农民不仅提高了综合防治、绿色防治

的意识，增强了减少农药用量，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而且积极组织

社区群众组成农民协会，生产优质农产品；有些学员还成长为农民辅导员和致富

带头人，为推动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直观形象地展示农民田间学校开办的流程，更好地指导农民培训，本

书将广西各地农民田间学校培训班的经验方法和实践场景摘选汇总成书，以供参

考。因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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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西农民田间学校发展概况

第一节　农民田间学校简介

农民田间学校（Farm Field School，FFS）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和

倡导的一种以人为本、能力为先的新型培训模式，创新使用启发式、参与式、互

动式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方式，强调以农民为中心，通过主动参与学习和实践，培

养生产者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理念，增强学员的自信心、团队精神，提高

学员的生产、决策能力。

一、IPM农民田间学校培训体系

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引入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新型培训体系的建设方法，

体系构成分两个层次：一是农民田间学校培训专家，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农民田间

培训专家及相关农业专家构成；二是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由经过系统培训的基

层农技推广人员组成。 培训分两个阶段，首先由项目单位组织农民田间学校培

训专家，然后由有关农业专家和农民田间学校的高级辅导员对基层农技推广人员

进行系统培训，经过系统培训的基层农技人员即成为农民田间学校的辅导员，可

开办相关领域（植保、畜牧、水产、农机等）的农民田间学校。

 

TOT  RTOT  

FFS  

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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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田间学校的特点

农民田间学校有五个特点：一是开发式，以农田为课堂，以农田生态为课

本，以实践与分析为手段；二是启发式，基于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辅导员引导农

民进行科学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三是参与式，学员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

活动，辅导员扮演协调角色；四是全生长季，从播种到收获，全面跟踪作物全生

长季节的生态系统变化，进行分析和决策；五是非正规成人教育，灵活采用培训

方式，实践第一，启发为主，寓教于乐。

三、农民田间学校的目标

农民田间学校的目标是提高农民个体和团队的能力，促进农民对生态系统

和经济学的理解，培养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要成为有效的农田

生态系统管理者，每个农民学员和团队都需要拓展知识面，获得一系列解决问题

与做出正确决策的技能，才能在社区中采取集体行动，实施农田生态管理措施。

只有在社区水平上共同努力，才能使农民田间学校培训获得成功。过去的经验告

诉我们，如果让农民连续几个作物生长季节参加农民田间学校以及后续活动，并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民核心团队，那么他们自己就可以持续地开展学习，解决社

区所面临的问题，并主动将知识传播到整个社区。

四、农民田间学校的基本要素

农民田间学校由农民学员组成，在作物全生育期的田间地头开展培训，每

周培训1次，每次半天。组织农民田间学校前要召开由村干部和农民参加的启动

会议，让当地村、组社区了解将要实施的培训活动。

（1）作物全生育期的田间地头培训。

（2）培训方式以农民为中心，注重培养农民的实践经验和提高他们的参与性。

（3）每周培训1次。

（4）每次培训至少包括3项内容，即农田生态系统分析、专题讨论和团队

建设。

（5）对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试验田和农民常规防治田进行全生育期比较研

究。

（6）每所学校由30名农民学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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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一些地块用于学员开展研究。

（8）培训前和培训后对农民进行参与式的知识测试。

（9）开办前召开准备会议，听取农民的需求，并与农民签订学习合同。

（10）最后一次活动主要是展示农民的学习成果和制订后续计划。

五、农民田间学校的创新点

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是参与式的培训，以灵活的双向交流来实现参与者的信

息互动和能力的提高。在培训过程中既有农民和辅导员之间的交流，又有农民之

间的沟通，每位参与者都是自我发展的平等个体，教授、灌输被辅导、协作所取

代。个体间的交流始终是面对面的、互换的，这可以是一个从学习应用到能力提

高的大循环，也可以是单项的知识或技能的传递，具体表现为经常交换意见、共

同思考、主动展开讨论、信息完全共享。通过这种交流所获得的信息和个体能力

提高是全方位的。

农民田间学校强调谋求共同发展的团队精神，以团队建设为基础带动，参

与者正确处理个体发展和群体发展的关系，更加关注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促进农

民的组织性和协作性，带动当地社区共同进步。相关的活动都以小组形式开展，

参与成员并非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明确的分工且互为依托。活动目标是一致

的，内容、程序均事先公布，并为每个人所掌握，活动的实施和完成则有赖于全

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大家在活动中分享成果，平等地展现自身的价值，从而使一

些原本处于弱势的个体也能从合作中获得各自的体验和启发。

以后续活动作为补充，通过校友会、同学会等组织形式，使之进入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轨道。有的农民田间学校已发展成为民间生产合作组织和农民自主的

产品开发等市场化运作机构。

第二节　广西IPM—PRR农民田间学校发展历程

一、项目启动 

2007年10月16日，中国/FAO—PPR—IPM项目（GCP/RAS/226/SWE）启动研

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联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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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粮农组织驻中国代表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和云南省植保总站的负责人

参加了项目研讨会。

二、前期筹备

广西农业厅非常重视降低农药风险项目农民田间学校的实施，要求自治区

植保总站认真做好考察选点工作。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自治区植保总站先

后派出技术人员深入桂林、钦州、百色及南宁周边各县开展考察选点工作，初步

确定了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桂林农业学校、广西钦州农业学校、南宁市

良庆区良庆镇、广西百色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等作为备选的TOT培训地。2008年

1月1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派项目官员Jan Willem Ketelaar到广西考察项目前期的

开展情况，广西农业厅韦祖汉副厅长、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杨普云处长、

项目启动会议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钟天润副主

任做项目工作部署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防治处杨普

云处长介绍项目执行的内容与要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王凯学站长介

绍广西项目筹备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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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王凯学站长及有关项目人员陪同项目检查工作，并对即

将开展的降低农药风险项目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训班（TOT）计划进行研讨，

会议决定于2008年3月3～8日开展课程研讨会，4～7月正式开展培训。

三、课程研讨

 2008年3月3～7日，中国/FAO降

低农药风险项目（PRR）农民田间学校

辅导员培训班课程研讨会在百色市田阳

县召开，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官员Jan 

Willem Ketelaar、胡新梅，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杨普云处长、李萍高级农

艺师，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王凯学

站长、王华生总农艺师以及IPM专家、

参观培训试验地

项目研讨

参观八桂田园

制订项目计划

与会专家进行项目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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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等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根据降低农药风险项目的要求，并结合当

地农村与农业实际情况，制订了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训班课程表。

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分组调查了田阳县百育镇四那村、九合村等农民田

间学校举办地，重点调查当地农民的种植模式、参加农民田间学校的意愿、病虫

防治行为、农药使用、农药废弃物的处理及防护设备使用情况等；走访当地的农

药经销店，分析了当地存在的农药风险，为制订TOT课程表提供了科学依据。研

讨会期间，FAO官员Jan Willem Ketelaar、Corado Mario（FAO特邀专家）、程遐年

教授等国内外专家分别做了专题讲座。

南京大学程遐年教授做专题报告

课程研讨

农药风险调查

制订培训课程表

农药风险调查

与会专家及项目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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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OT培训正式启动

2008年4月7日，中国/FAO

降 低 农 药 风 险 项 目 （ P R R ）

农 民 田 间 学 校 辅 导 员 培 训 班

（TOT）开学典礼在百色市田

阳县举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官

员Jan Willem Ketelaar、广西农

业厅韦祖汉副厅长、农业部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钟天

润副主任、朱恩林处长以及百

色市、田阳县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学典礼。来自广西、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区）的42名教员、

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广西农业厅韦祖汉副厅长在开学典礼致辞中介绍了广西近

年来生态农业建设、绿色植保进展的有关情况，对广西如何实施好中国/FAO降

低农药风险项目做了具体部署，对培训班学员提出遵守纪律、学有所成、学以致

用、服务“三农”等要求，并以此为契机，因地制宜，探索适合广西的农业植保

技术推广模式、机制、方式和方法，不断开拓广西农业植保推广工作的新局面，

为增强广西农业发展后劲、促进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自2008年广西首个中国/FAO降低农药风险项目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培训班

举办以来，全广西共开办了4个中国/FAO降低农药风险项目农民田间学校辅导员

培训班，系统培训了辅导员195人次，辅导员队伍已初具规模。

农民用药情况调查 TOT课程初表

TOT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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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民田间学校培训

中国/FAO降低农药风险项目广西农民田间学校培训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

总站负责实施。从2008年8月至2011年11月，广西各级农业植保部门在13个市47

个县（区）共开办农民田间学校195所，培训农民学员5 895人。经过培训，农民

学员对降低农药风险及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的意识行为明显改观，主要表

现在：

（1）充分认识了农药的危害性，提高自身保护意识。

（2）掌握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技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3）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4）农民学员自身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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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辅导员队伍建设（TOT培训班）

2007年广西加入中国/FAO降低农药风险项目（PRR）后，就着手农民田间

学校的辅导员队伍建设。根据该项目规划，结合农业部种植业司绿色防控项目，

先后于2008年4～8月、2009年12月、2011年4月和7月、2012年12月举办了4期辅

导员培训班，系统培训了辅导员195人次，建立了遍布全广西的农民田间学校辅

导员队伍，为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在广西的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培训班通过培训组织筹备、田间实践、专题讲座、培训技能技巧以及FFS监

控评估等内容，全面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专题讲座

●降低农药风险知识

●病虫害绿色防控

●能力建设

●课程制订

田间实践

●水稻生态系统分析（Rice AESA）

●番茄生态系统分析（Tomato AESA）

●果生态系统分析（Mango AESA）

●田间试验研究

培训技能技巧

●提问技巧

●倾听技巧

●辅导演练

●系统计划

监测及评估

●培训前、培训后票箱测试法（BBT）

●农民田间学校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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