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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电商直播已成为连接农村产品与市场的重要桥梁，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然而，湘西地区在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本研究基于湘西地区实际情况，探

讨构建适合当地特色的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以促进乡村振兴。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实地调研、

问卷调查、访谈、案例分析，深入分析了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的现状与需求，构建了理论框架，设计

了具体的协同培养模式及实施方案。研究发现，电商直播在提升农产品销售、构建品牌形象、增加农民

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湘西地区人才培养面临的资源不足、校企合作不畅等问题，本研究提

出了一种多元参与、资源共享的协同培养模式，强调教育机构、企业、政府和社区的紧密合作。该模式

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等方式，旨在培养既具备专业技能又深植地方文化的

电商直播人才。研究结果为湘西及类似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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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idge connecting rural products with market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Xiangxi region st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in cultivating e-com-
merce live streaming talent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Xiangxi,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
struction of a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l for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talents tailored to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needs of rural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talents in Xiangxi,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
work, and designs a specific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through litera-
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terviews, case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building 
brand image,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ineffectiv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Xiangxi region, this study pro-
poses a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odel featuring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em-
phasizing close cooperation amo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government, and commu-
nities. This model aims to cultivate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deep roots in local culture through optimizing curriculum system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
ods,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rai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new idea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Xiangxi and simila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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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电子商务特别是电商直播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转型升级机遇。在此背景

下，如何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农村电商直播人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 
湘西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但同时也面临着地理位置偏远、教育

资源不足、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等挑战。《湘西自治州乡村振兴教育优质均衡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指出

了这些挑战。近年来，湘西地区积极发展电商直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诸多不

足。《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特别强调了培养具备电

商直播技能的新型人才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湘西地区，探讨如何构建适合当地特色的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以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研究将重点解决电商直播在湘西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的现

状与需求、适合湘西特色的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设计，以及该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等

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本研究旨在为湘西及类似地区的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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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为推动乡村振兴贡献新的思路和方法。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1) 电商直播与农村市场接入 
电商直播正在为农村市场接入开辟新的路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销售机会。早期研究指出网络平台

特别是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展现出其潜力[1]。随着技术发展，直播带货模式的新销售渠道和品牌知名度提

升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此外，最新研究探讨了电商直播如何增强农民的市场信息掌握和定价能

力[3]，从而为农民打开了新的收入渠道[4] [5]。这些发现突显了电商直播在激活农村市场中的关键作用，

预示其未来角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强。 
2) 电商直播在农村经济中的角色 
电商直播正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显示其对农村经济活力有着潜在的促进作

用[6]。随着电商直播的不断发展，其在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增值以及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方面的作用

日益凸显[7] [8]。最新研究表明电商直播还能吸引更多投资和资源，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9]。
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电商直播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多方面作用，预示着其在未来将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 
3) 技能培训与教育创新 
随着电商直播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基本的电脑和互联网技能培训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10] [11]。直播主持人和电商运营人才的技能培训变得尤为重要[12] [13]。最新研究开始

探讨通过实践项目和案例学习等创新教育模式来提升学习者的实操能力和就业竞争力[14]。这些研究为

电商直播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预计未来将出现更多创新的教育方式以满足不断增长

的人才需求。 
4) 社会影响与文化融合 
电商直播不仅在经济层面产生影响，也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变革。[15]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如何促进

农村文化传播和构建社区认同。随着电商直播的普及，[16]和[17]开始关注其在促进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和

增强社区认同感方面的作用。最新的研究，如[18]所示，还探讨了电商直播如何促进农村与外部世界的文

化交流、加强文化融合，并推动社会的包容性。这些研究表明，随着电商直播平台的不断壮大，其在促

进文化传播和社会融合方面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2.2. 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人才培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农村地区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政策

背景和教育体系的现状[19]，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研究者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教育体系改革来

满足乡村振兴中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20]，并进一步探索具体的人才培养策略和模式[21]。在这一系列研

究中，[22]的工作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创新教育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成效和挑战。最近，[23]的研究者

提出了针对乡村特定需求的定制化人才培养方案，强调了地方特色和实际需求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明确

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对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了根据地方实际需求定

制化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性。 
2) 电商直播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电商直播已成为推动农村产品销售和品牌建设的有效工具，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产生了积极影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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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电商直播能够扩大农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提高产品的知名度[24]。此外，通过直播带货，农产

品可以直接触达消费者，从而提高销售额并增加农民的收入[25] [26]。更重要的是，电商直播还为农产品

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26]。研究[27] [28]进一步证实了电商直播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作用。

然而，有研究指出需要防范其可能带来的风险[29]。综上，电商直播虽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

积极作用，但其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要有效管控风险。 
3) 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的研究着重于探讨如何通过课程设

计和实践教学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30] [31]。产学研合作被认为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策略之一

[32] [33]。此外，国内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不同培养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为优化国内农村电商人才培养

模式提供了参考[34]。因此，通过对不同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和分析，以上研究揭示了课程设计、实践教

学和产学研合作在提高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中的关键作用，为优化培养模式提供了有益见解。 
4) 协同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协同培养模式，通过整合教育与产业资源，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该模式强

调校企合作的重要性，旨在更好地将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相对接[35]。实践中，成功的校企合作案例为协

同培养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36]。此外，产教融合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还能促进学校教育与企

业需求的有效对接[37]-[39]。总之，协同培养模式通过强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

技能，还促进了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思路。 

2.3. 国内外研究综评 

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在电商直播如何促进农村市场接入、提升农产品销售以及农民收入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果，揭示了电商直播在激活农村市场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不

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深入。 
1) 对于农村社区特定需求的深入了解和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模式与这些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尚未得

到充分研究。 
2) 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性在电商直播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尚未被充分强调，这对于实现乡村振兴中

的公平参与至关重要。 
3)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及其对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效果的影响还未得到充分探讨，特别是在资源较

为匮乏的农村地区。 
4) 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欠缺，尤其是在电商直播可能对湘西地区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影

响和保护机制方面。 
总的来说，虽然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电商直播在促进湘西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宝贵见

解，但仍有许多细节和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和完善。 

3.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3.1. 理论框架 

本研究基于协同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理论框架(图 1)。协同理论强调系统中各要

素之间的协调配合，为构建多方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投资对个

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为电商直播人才培养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社会网络

和关系在资源获取和能力提升中的作用，为协同培养模式中各方的合作互动提供了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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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 1. 理论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涵盖了电商直播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电商直播人才协

同培养模式的核心要素、协同培养的主体及其作用，以及协同培养的实施路径。电商直播通过提高农产

品销售、构建品牌形象、增加农民收入等方式，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协同培养模式的核心要

素包括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平台和评估机制等。在此过程中，教育机构、企业、政府和

社区等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政府引导和社区参与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提高培养效果。 
这一理论框架为研究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提供了系统的指导，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分析相关问

题，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和模式设计奠定了基础。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以全面把握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培养的现状、

需求和挑战。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献综述：系统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电商直播、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等领域的研究进展，

为理论框架构建和研究设计提供基础。 
2) 实地调研：于 2024 年 5 月至 6 月期间，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式，收集湘西地区电商直

播实践者、农民、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经验。调研共涉及 4 个县市的 8 个乡镇，

访谈了 20 余名关键人物。 
3) 问卷调查：于 2024 年 6 月设计并发放针对湘西地区电商直播从业者、学生、教师的问卷，收集

关于人才现状、培养需求、存在问题等方面的数据。问卷发放对象包括 30 名从业者、200 名学生和 20 名

教师，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 27 份、186 份和 19 份。 
4) 访谈：于 2024 年 7 月对 10 名电商直播领域专家、5 名政府官员和 5 名企业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

访谈，了解他们对湘西电商直播人才培养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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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分析：选取湘西地区 3个典型的电商直播人才培养项目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 
6) 统计分析：运用 SPSS 26.0 软件，对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

探究影响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效果的关键因素。 
7) 模型构建与验证：基于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结果，构建适合湘西特色的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

式，并于 2024 年 8 月通过专家论证和小规模试点进行验证和优化。 

4. 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现状与需求分析 

4.1. 现状分析 

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本研究对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

湘西地区电商直播人才在数量、质量和结构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在人才数量方面，湘西地区电商直播人才总体数量不足，尤其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仅

有 2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人才供给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技能水平方面，现有电商直播人才的技能水平参

差不齐，在直播技巧、产品推广、客户服务等核心技能方面，仅有 30%的从业者自评达到熟练水平。知

识结构方面，多数从业者缺乏系统的电商知识和营销理论基础，60%的受访者未接受过专业的电商培训。 
此外，文化认同方面也存在问题，本地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和农产品缺乏深入了解，难以有效传播当

地特色。年龄结构方面，电商直播从业者以年轻人为主，35 岁以下占比达 80%，但缺乏经验丰富的中高

级人才。 
这些调查结果反映出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存在的多方面问题。人才总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

需求，专业技能和理论素养有待提升，文化传承意识较为薄弱，高层次人才尤其匮乏。这些问题制约了

湘西电商直播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亟需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来破解人才瓶颈。 

4.2. 需求分析 

基于对湘西地区电商直播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市场的分析，本研究识别了主要的人才需求。调查结

果表明，湘西电商直播行业对复合型和本土化人才的需求最为迫切，分别有 78%和 72%的受访者将其列

为重点需求。这反映出电商直播在湘西的发展，离不开既懂技术又熟悉本地特色的复合型人才。 
具体而言，市场需求的人才类型包括复合型人才、本土化人才、技术型人才、营销型人才和管理型

人才。复合型人才需要既熟悉电商直播技术，又了解农产品特性和市场需求。本土化人才则需要深谙当

地文化，能够有效传播湘西特色。技术型人才主要是精通直播技术、视频制作、数据分析等专业技能的

人才。营销型人才需具备市场洞察力和创新营销能力。管理型人才则需要能够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电商

直播活动。 
各类专业人才如技术型、营销型、管理型人才的需求也较为旺盛，体现了电商直播行业对人才专业

化、分工细化的客观要求。这种多元化的人才需求结构，反映了湘西电商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复

杂的市场环境，也为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3.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通过分析，本研究识别了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调查显示，受访者普

遍认为教育资源不足(85%)、实践平台有限(82%)和培养模式落后(79%)是制约湘西电商直播人才培养的三

大问题。此外，师资力量薄弱、人才流失严重、文化传承不足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分别有 68%、62%和

57%的受访者表示关切。 
具体而言，湘西地区面临专业的电商直播培训机构和课程匮乏，难以满足大规模人才培养需求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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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时，缺乏真实的电商直播实践环境，学生难以获得实操经验。师资力量方面，具备电商直播实践

经验的教师数量不足，影响教学质量。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适应电商直播的快速发展和实践需求。

此外，培养的人才易被大城市吸引，难以留在本地服务乡村振兴。年轻一代与传统文化脱节，难以有效

传播湘西特色文化。政策方面，缺乏针对电商直播人才培养的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 
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了湘西在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短板，迫切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资源整合和政策扶持等举措来加以破解。本节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考察，深入分析了湘西农村电

商直播人才的现状、需求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调查结果揭示了湘西在电商直播人才数量、质量和结构等

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凸显了复合型、本土化人才的紧迫需求，同时也明确了教育资源、实践平台、师

资力量等方面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为后续构建协同培养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更加精准地指导培养

模式的优化和改进，从而切实提升湘西电商直播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效率。 

5. 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设计 

本节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遵循“政行学企社”多方协同的理念，从培养目

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平台、评价机制等方面，系统设计了“三位一体、产教融合、贯通培养”

的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学校、企业、政府、社区等多元主体的资源优

势，通过顶层设计、专项支持、平台搭建、机制创新等举措，构建了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

新生态，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良性局面。同时，该模式坚持“育训结合、学用一

体”，注重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迭代，培育学生的乡土

情怀和文化自信，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从而实现了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

匹配和动态适配。可以说，这一模式是理论指导与湘西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成果，为破解湘西农村电商直

播人才瓶颈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系统方案。 

5.1.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构建协同培养模式的基础和指引。本模式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电商直播专业技能、熟

悉湘西特色文化、了解农产品特性、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电商直播人才，以支撑湘西地区

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培养目标包括掌握电商直播的核心技能，如直播技巧、视频制作、数据分析等；深入了

解湘西地区的文化特色和农产品特性；具备市场分析和创新营销能力；培养实践操作和问题解决能力；

以及树立服务乡村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些目标的设定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电商直播人才，既具备

专业技能，又能深入理解和传播湘西特色文化，同时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能够为湘西地区的乡村

振兴和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 
通过这样的培养目标，我们期望培养出的人才不仅能够熟练运用电商直播技术，还能够深刻理解湘

西地区的文化内涵和农产品特点，从而更好地推广湘西特色产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这些人才

还应具备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为湘西地区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5.2. 培养主体及其作用 

协同培养模式强调多方参与，主要培养主体包括教育机构、企业、政府和社区。这些主体在培养过

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 
教育机构是培养的主要实施者，负责提供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培训，设计课程体系并实施教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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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则作为实践平台的提供者，不仅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还参与课程设计和实训指导，为学生带来宝贵

的行业经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政策制定者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

支持和资源保障，为培养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社区作为文化资源的载体和社会网络的中心，为人才培

养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实践平台，有利于协助开展各类实践活动 
这种多方参与的模式充分利用了各方的优势资源，形成了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校内培养与

社会实践相衔接的培养体系。通过教育机构、企业、政府和社区的协同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全方位、

多角度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有效提升培养质量。 

5.3. 课程体系设计 

课程体系设计以培养目标为导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包括以下模块。 
 

Table 1. Modules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表 1. 课程体系的模块 

模块 课程内容 

基础知识模块 电子商务基础、市场营销、农产品知识等 

专业技能模块 直播技巧、视频制作、数据分析、客户服务等 

文化素养模块 湘西文化概论、农村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 

创新创业模块 创新思维、创业管理、商业模式设计等 

实践教学模块 模拟直播、企业实习、项目实践等 

 
表 1 清晰地展示了课程体系设计的五个主要模块及其对应的课程内容。每个模块都针对特定的培养

目标，涵盖了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电商直播人才。 

5.4. 教学方法创新 

为提高培养效果，本模式采用了一系列创新教学方法，旨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些

方法包括案例教学法、项目驱动法、翻转课堂、模拟直播、大师讲堂和跨界学习等。 
通过案例教学法，学生可以分析成功的电商直播案例，培养分析和应用能力。项目驱动法则通过设

置真实的电商直播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翻转课堂利用在线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将课堂时

间用于讨论和实践，提高学习效率。模拟直播通过搭建模拟直播间，让学生体验真实的直播环境，提前

适应工作场景。大师讲堂邀请行业专家和成功电商主播进行经验分享，为学生提供宝贵的行业洞察。跨

界学习则组织学生参与文化活动、农业生产等，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当地特色，增强文化认同感。 
这些创新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有

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通过引入行业实践和本地文化元素，培养了学生对电商直

播行业的深入理解和对湘西文化的认同感。这种多元化、实践导向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参与度，还能够更好地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电商直播人才。 

5.5. 实践平台建设 

实践平台是协同培养模式的重要支撑，本模式设计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实践平台体系，以满足学生

全方位的实践需求。这些平台包括校内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农产品直播基地和网

络直播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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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训基地通过建设模拟直播间、视频制作室等设施，为学生提供基础的实践环境。校企合作基

地则与当地电商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习岗位，使其能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学习和成长。创业

孵化基地为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提供场地、设备和指导，支持学生将创意转化为实际项目。农产品直播基

地则在农村建立直播点，让学生直接参与农产品推广，深入了解农村实际情况。此外，通过与主流直播

平台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网络直播实践机会。 
这种多元化的实践平台体系，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实践机会，还实现了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的

紧密结合。学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锻炼不同的技能，从基础的模拟实训到真实的企业实习，再到创业

实践和农产品推广，逐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同时，这种实践体系也充分利用了学校、企业和社会的

资源，形成了多方协同的培养机制。 

5.6. 评估与反馈机制 

为确保培养质量，本模式建立了全面的评估与反馈机制。这一机制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全过程评估、

能力导向和动态调整，旨在全方位、客观地评估培养效果，并及时优化培养方案。 
评估过程中，教师、企业导师、同学以及学生自身都参与其中，形成多角度的评价体系。评估内容

涵盖学习过程、实践表现和创新成果等多个维度，确保对学生能力的全面评估。特别注重学生的实际操

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此外，评估机制还包括动态调整机制，根据评估结果

和市场反馈，及时调整培养方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这种全面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不仅能够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还能及时发现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为持续改进培养模式提供依据。通过多方参与、全过程跟踪和动态调整，能够确保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6. 协同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与保障措施 

要将上述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落到实处，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并提供必要的制度

和资源保障。本节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协同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以期为该模式

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 

6.1. 实施路径 

为确保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的有效落实，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路径。这

些路径涵盖了从整体规划到具体执行的各个环节，旨在确保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和持续优化。 
首先，需要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明确各方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任务，为整个实施过程提供清晰

的指导。同时，建立由教育机构、企业、政府和社区代表组成的协调小组，确保各方能够有效沟通和协

作。在课程体系方面，要根据市场需求和学生反馈，动态调整课程设置，保证培养内容的实用性和时效

性。 
师资建设是实施路径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培训现有教师、引进行业专家，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提

升教学质量。推进校企合作也是关键，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实践基地，开展订单式培养，实现教育

与产业的紧密结合。同时，要整合各方资源，搭建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

机会。 
最后，通过选择典型案例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确保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种循序

渐进的实施方式，有助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培养模式，最终形成一套适合湘西地区特点的电商直播人才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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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保障措施 

为确保协同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涵盖政策支持、资金保障、激励

机制、平台支持、质量监督和文化引导等多个方面。这些措施旨在为培养模式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确

保其持续有效运行。 
在政策层面，建议制定专项政策，在资金、场地、设备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设立专项基金，为电商

直播人才培养项目提供资金保障。为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可对参与协同培养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

优惠、荣誉表彰等激励。在资源整合方面，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各方资源对接和交流，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 
为确保培养质量，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培养质量进行评估和监督，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同时，营造重视电商直播人才培养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认可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的来说，协同培养模式的实施需要教育机构、企业、政府、社区等多方通力合作，在人才培养全

过程中形成合力。只有建立健全配套的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法规，加大资金投入，营造良好氛围，协同

培养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7.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湘西农村电商直播人才的现状与需求，设计了一种基于协同理论的创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该模式强调多方参与、资源共享、理论实践结合，旨在培养既具备专业技能又深植地方文化

的复合型电商直播人才。 
研究发现，电商直播在湘西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临人才匮乏的挑战。湘西农村电商直

播人才培养存在教育资源不足、实践平台有限、人才流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协同培养模式通过整

合教育机构、企业、政府和社区的资源，可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创新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实践平

台是提高培养效果的关键，而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质量监督则是协同培养模式实施的重要保障。 
本研究为湘西及类似地区的电商直播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

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协同培养模式的长期效果评估及优化策略，电商直播人才培养与乡村文化传

承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在协同培养模式中的应用与创新，以及跨区域合作培养电商直播人才的可能性

与路径。 
总之，构建适合湘西特色的电商直播人才协同培养模式，不仅是应对当前人才短缺的有效策略，更

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长远之计。随着模式的不断完善和推广，有望为湘西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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