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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电商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定

程度上带动着农民就业增收、改善了生活水平,为我国乡村振兴带来了新动力。尽管如此,农村电商发展

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我国农村既懂农业又懂电商的复合型人才普遍短缺,而发现人才有效的手

段是利用有限的资源为农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培训,但现有的培训体系不完善、培训方式单一。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都匀市d村的电商培训现状进行调查,充分了解茶农在电子商务方面的需求及问题,并利用小

组工作专业方法为其提供服务,从而提升茶农在电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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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rural e-commerce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promoted farmers' employment 

and income, improved their living standards, and brought new impetus to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e-commerce. In rural China, there is a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nts who understand both agriculture and e-commerce, and the effective means to 

find talents is to use limited resources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training for farmers, but the existing training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training method is singl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mmerce training in d Village of Duyun City, this paper fully understands the needs and problems of tea 

farmers in e-commerce, and provides services with professional team work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tea farmers in e-commerc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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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电商发展迅猛,为农村经

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2023年2月,据《中国数字乡村

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

截至2022年8月,实现“县县通5G”,农村电商继续保持乡村数字

经济“领头羊”地位[1]。随着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乡村的基

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使用互联网的乡村用户逐渐增多,许多电

商企业也纷纷加入农村电商的发展与建设中,对于农村经济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2]。孙晶(2022)也曾发表类似观点,认为农村电

商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

进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革新升级,发挥当地特色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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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有效提高农民收益[3]。由此可见,作为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农村电商可以有效的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发展农村电商的核心要素是人才,但目前农村电商专业复

合型人才十分短缺[4]。随着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电商行业对人

才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但兼顾电商技术和农业知识的复合型人

才极度缺乏,因此,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电商行业发展提供

人力支撑[5]。《商务部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指出应制定全面的电子商务人才培训计划,创新电子商

务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和造就大批电商复合型人才,解决电子商

务人才供需矛盾和发展不平衡问题。 

为顺应时代发展、培养电商人才,国内已有许多电商培训机

构开展了多样化的电商培训活动,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

方法开展电商培训活动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运用小组工作方

法介入电商培训的研究也较少,而小组工作介入可以为有意愿

加入农村电商的人们提供更多的交流经验、共同学习的机会,

培育更多电商复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小组工作的方

法对都匀市d村茶农进行农村电商知识、技能培训,分析农村电

商培训的困境和对策研究。 

1 农村电商培训现状 

1.1培训行业蓬勃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电商的支持持续强化,农村电商

的蓬勃发展,作为电商的衍生行业——电商培训行业也随之迅

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电商培训机构和企业。据企查查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10月份,我国电商培训机构多达2880家,按区域划分,

广东位列第一,有403家电商培训相关企业,甘肃省、浙江省排名

第二、第三,分别有274家、238家,d村所在省——贵州省以143

家电商培训相关企业排在第7名,培养了许多电商行业人才。 

1.2培训方式多样化 

大部分培训机构和企业在培训过程中,会根据年龄以及文

化程度等因素,开展多样化的,以直播、短视频为主的农村电商

培训,采用“电商+农业”的模式,主要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

式培训农民的电商知识和技能。线上培训主要是培训机构通过

发布学习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进行线上教学,这种教学方式的

时间、地点相对灵活,适用于忙碌的农民。此外,机构定时进行

线下集训,集中进行实践活动,学员现场学习并与其他学员相互

交流。 

1.3培训内容多元化 

农村电商培训不仅形式灵活,培训的内容也十分丰富。首先,

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同步讲解农村电商基础知识、运营理念等

内容,并制定个性化教学任务；其次,通过布置作业,巩固学员所

掌握的知识,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后,机构为了督促学员的

学习进程,将学员分班并配备班主任,每天提醒学员完成学习任

务、验收学习成果。 

2 农村电商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2.1复合型农村电商人才短缺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许多地方政府引进了大量的高

质量人才,使得农村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但部分地区兼顾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仍极度匮乏,难以满足快速发展

的农村电商需要。就d村来看,茶农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对电商了

解较少,富有农产品实践经验,但缺乏电商相关理论知识。同时

大多数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导致学习能力较强的

青年人才严重缺失,整体的观念想法较落后。 

2.2缺乏示范和领导人 

好的示范可以让更多的人模仿、学习,从而起到共同进步的

作用。d村大多数茶农目前对农村电商处于观望阶段,对电商培

训缺少兴趣。如果利用本土资源打造一个十分了解本土情况的

电商人才领导人来衔接内外部差异,大力发展农村电商领导人,

使他们完全掌握农村电商知识和技能,让他们率先进入农村电

商,以此来吸引更多当地村民加入电商,在领导人的带领下逐渐

形成一支成熟的农村电商团队[6]。 

2.3教育资源不足,缺少专业培训机构 

在电商培训过程中,教育资源决定了电商培训的 终效果。

d村在资源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农村教育资源匮乏,

导致大家缺乏对新兴技术的了解,接受新兴技术的能力较低；其

二,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电商培训只是阶段性的,缺少专业性机构

的进行培训,不能保证农民掌握农村电商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2.4农村电商培训体系亟待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下,尽管农村电商发展迅速,但培训体系不够

完善,导致培训及合作效果欠佳,培训技术难以完全掌握[7]。在

大部分政府组织的农村电商培训中,由于缺少具有个性化的专

业培训体系,导致部分村民参加培训只是为了拿补贴,并没有

真正的去学习知识、技能。另外,由于电商培训主要以线下集

体授学的方式,大部分村民没有固定空闲时间,继而导致培训

质量下降。 

3 小组工作介入过程 

3.1小组背景 

本研究主要以d村部分茶农作为本次电商培训活动对象。通

过前期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对茶农及其生活环境进行调查。d

村目前总耕地面积2636.85亩,茶树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余亩,

可采面积约900亩,全村年总产值约300万元随着国家政策扶持

力度加大,部分村民返回家乡,响应乡村振兴。为了进一步促进

茶产业发展,都匀市内出台相关茶园保护政策,通过“政府主导+

企业带动+农户参与”方式,加强茶园管护,d村许多茶农不仅自

己种植茶树,还帮公司管理茶树,增加收入。茶农大多都具备种

茶能力及茶叶方面的相关知识,但对于农村电商,茶农们还接触

较少,而具备专业技术的人才大多都在城市发展,农村鲜有同时

具备茶产业知识和电商专业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

本文根据d村茶农需求,如提升电商方面技能、了解更多电商方

面知识、智能设备使用方法等来设计小组活动方案。 

3.2小组工作方案计划 

本次小组活动以让茶农了解与学习电商基本知识和技能为

总目标。通过培训使学员拥有能终身受用的本领和能力。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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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包括：帮助茶农了解什么是电商以及电商的相关基本知识

和技能,更好地打造专属茶品牌；帮助茶农了解不同的电商途径,

从多种途径宣传自己的产品,提升产品的影响力；通过小组成员

间的交流互动,增加小组成员合作意识,能够互相帮助,形成良

好的互助学习氛围。充分发挥现有的电商条件,以此促进农村电

商的发展。 

小组活动开始前,笔者通过对d村茶农进行访谈和观察,了

解他们存在的相关需求及问题。 终,筛选出符合条件的10名茶

农加入到小组中。通过访谈了解到d村部分茶农对农村电商十分

感兴趣,但茶农对现代网络技术掌握度较低,所以茶农对农村电

商处于观望阶段,社会工作者针对该问题设计了符合d村茶农的

小组活动,以打破d村茶农“想做却不敢做”的尴尬局面。 

3.3小组活动过程评估 

3.3.1小组前期评估 

在小组活动初期,社会工作者首先安排了茶农们互相认识、

初步建立关系；通过“愿望树”活动,让茶农们明确自我期望、

树立目标,激发茶农们的学习动力；大家共同建立小组规范和契

约,小组活动期间严格遵守本契约。接下来,引导茶农们分享了

自身对农村电商的初步认识,由社会工作者担当讲师,进行系统

讲解农村电商的基础知识,向大家介绍一些常用的农村电商平

台及简单操作。 后,大家共同思考、讨论农村电商的优势及

终目标,活动氛围热烈、和谐,成功激发了大家的斗志,我们组建

了微信交流群,方便大家课后交流,既可以解答疑问,又增加了

小组成员间的亲密度。 

3.3.2小组中期评估 

通过初期的了解后,大家开始熟络起来,活动中期安排了几

次重要课程讲解,店铺的开通→拍摄并上传商品→商品交易流

程→客服服务。农村电商注重的是操作,因此我们大量的时间留

给茶农们进行实操,在操作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此培

养茶农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面对日后的突发问题。经过实

操后,引导茶农分享对农村电商新看法、新了解。 

3.3.3小组后期评估 

经过前面的小组活动,茶农对农村电商的知识、技能有了一

定的了解和掌握,所以我们安排了 后一次学习内容：电商直

播。茶农们对直播带货并不陌生,经常在各个平台观看直播,大

家十分雀跃,发表积极言论,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大家对直播带

货跃跃欲试,讲完一些直播相关注意事项后,社会工作者带领大

家进行一次现场直播,直观体验直播带货的基本操作,性格外向

的茶农适应非常快,但有些内向的茶农临阵脱逃,没有出镜。体

验直播后,我们对以往所学知识进行查漏补缺、分享交流经验,

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本次小组工作。 

3.4小组活动结果评估 

根据小组成员在参加小组活动后,个体商户的视频质量及

销量看出本次培训取得较好的成果。参与本次小组活动的成员

取得了额外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共赢,合理的利用了

有限的资源,对d村的经济结构现状带来正面影响,让服务对象

满意结案后的经营方式,使其单一结构多元化。 

4 总结与反思 

4.1总结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之一,通过小组过程和小组

动力去影响组员的态度与行为,从而使他们获得行为的改变、问

题的解决等实务过程[8]。运用小组工作方法介入农村电商培训,

可以让茶农们都能在轻松的氛围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掌握

农村电商相关的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发挥个人特长、提高个

人能力,增加团队凝聚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4.2反思 

小组活动周期较短。由于活动次数限制,本次小组活动仅开

展了两周,略显仓促,而知识是无尽的,还有很多关于开展农村

电商的知识和电商技能小组成员们未学习到。所以在小组活动

前的设计要有针对性,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在

本次小组活动结束后,社会工作者要做好定期回访工作,防止出

现不必要的问题。 

小组成员知识度参差不齐。社会工作者应因材施教,制定个

性化教学方案,在小组活动结束后,需要额外花费时间为个别成

员单独解释、补习,从而影响整个活动的进度。因此,在前期选

择小组成员应多角度考虑,确保小组活动的有效开展。 

小组成员数量少,结论具有局限性。具备专业茶知识且对电

商感兴趣的实质性相似的茶农很多,本次小组活动只对10位茶

农进行了电商培训,样本量较少,小组工作是否完全适合介入农

村电商培训还亟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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