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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renticeship is a talent training mode promoted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It is a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students’ skills, knowledge and skills, which is implemented by combin-
ing the essence of learning the dual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skills transfer in China. The 
enterprise new apprenticeship system is established in the enterprise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new 
talent training model, after several years of pilot to promote, but its main talent training know-
ledge curriculum learning is still put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so that the “multi-management” 
new implement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 Change in the students’ main body responsibility, 
personnel for enterprises to create real demand, in the employment of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bu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pure education system and enterprise system on the culti-
vation of talents are given line in the walk, and personnel training of the new apprenticeships, en-
trepreneurship project is the lack of its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the special system for universi-
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carry out the innovation of the “new apprenticeships” entrepreneur-
ship researches the project, to give under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of “new ap-
prenticeships” new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personnel with industry background. 

 
Keywords 
New Enterprise Apprenticeship,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校企合作“新型学徒制”创新创业课程 
项目实施研究 

刘光乾1，刘桄序2，张雪鹏2，陈  侠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408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4083
http://www.hanspub.org


刘光乾 等 
 

 

DOI: 10.12677/ces.2020.84083 510 创新教育研究 
 

1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四川 绵阳 
2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0年8月2日；录用日期：2020年8月17日；发布日期：2020年8月24日 

 
 

 
摘  要 

学徒制是近年来教育行业推行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学习国外双元制和中国技能传递精髓，实施的

一种基于学生的技能、知识、技术的培养体系。企业新型学徒制，是建立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在经过几年的试点后给予推广，但其主要人才培养的知识性课程学习依然放入教育体系，是典

型的“三方共管，协调共有”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培养的主体责任的变更，为企业培养出实实在在

的需求人员，是以就业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但在实施过程中，教育体系和企业体系的培养人才都是

按照各自的既定线路在走，而针对新型学徒制的人才培养，其创新创业课程项目是缺乏的，本文就专项

针对校企合作体系下开展“新型学徒制”的创新创业课程项目实施研究，以给出在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新

型学徒制”新创业课程项目实施的过程，以期达到在技能培养的同时，培养具有行业背景的创新创业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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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8 月人社部、财政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制定了《企

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2018 年 10 月 12 日，由财政部、人社部发[2018]66 号《关于全面推行企

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提出了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实施意见。为结合现代学徒制在高职院校中的推行，

企业新型学徒制更加明确了培育方法和实施意见[1]。2018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获悉，在 2015 年以来的学徒制试点工作基础上，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将在 2019 年全

面推开。 
企业新型学徒制旨在引导企业建立技能人才工作新机制，通过在企业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

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组织企业新招用人员和新转岗人员参加新型

学徒培训，可建立长期、稳固的企校合作模式，探索企业职工培训新方式，完善培训政策措施和培训服

务体系，加快企业青年技能人才的培养[2]。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队伍。

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更是国家与地方发展的“宝贝”，他们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

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高超的动手能力、突出的创造能力、极强的适应能力，更或言之，

高技能人才已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培养模式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方式，即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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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教育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脱产或半脱产培训等方式

共同培养新型学徒。但是，于我国而言，技能人才以及高技能人才缺失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人民日

报》曾对三省六市 100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制造业吸引人才正面临“三难”——找不到、招

不来、留不住！高达 73.08%的企业认为，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困难就是“技术人才缺乏”

[3]。同时，“工匠型”技能人才存在较大缺口更尤为明显。 
让技能人才充盈起来，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至关重要。在试点成熟的基础上，此次《意见》直

接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中国特色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各类企业全面推行企业新型

学徒制，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为促进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据了解，企业新型学徒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培养对象上，学徒培训以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

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转岗等人员为培养对象。企业可根据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养对象，采取“企校

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即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等教育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

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 
从具体来看，新型学徒制实现的是多赢之举。比如，于学生而言，可以真正学到学以致用的本领，

而且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学徒工资，且工资不得低于企业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这就相

当于有了工资保障；于企业而言，可以享受到人社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开展学徒培训给予的职业培训补

贴，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纾解用工短缺问题。 
同时，新型学徒制能够真正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比如，按照上述《意见》建立企校双师联合培养制

度。企业应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学徒的企业导师，培训机构应为学徒安排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操作

技能水平的指导教师等等[4]。总而言之，新型学徒制的全面推进，必将大大助力技能人才培养，进一步

纾解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意见》明确了目标任务：从 2018 年起到 2020 年底，力争培训 50 万以上企业

新型学徒，努力形成政府激励推动、企业加大投入、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劳动者踊跃参加的职业技能培

训新格局。2021 年起，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年培训学徒 50 万人左右。《意见》明确了工作的主要

内容：培养对象上，学徒培训以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培养对

象。培养模式上，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即由企业与教育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

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培养主体职责主要由企业承担，企业应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

明确培训目标、培训内容与期限、质量考核标准等内容。企业委托培训机构承担学徒的部分培训任务，

应与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培训的方式、内容、期限、费用、双方责任等具体内容，保证学徒在

企业工作的同时，能够到培训机构参加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相关技能训练。培养目标上，

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限为 1 年至 2 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 3 年。在企

业主要通过企业导师带徒方式，在培训机构主要采取工学一体化教学培训方式。 

2. 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新型学徒制”培养基础 

2.1. 校企合作模式介绍 

“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进入现有体制下的人才培养快速车道，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中对“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也是非常的关注。本文以应用型职业合作学院“鼎利学院”为例，该

类学院是“世纪鼎利集团公司”下属教育子公司的上海智翔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翔教育”)与当地

高校联合办学的专业学院。合作项目面向移动通信、电子信息工程、计科及大数据、电商、机械等专业，

以“企业新型学徒制”UBL 人才培养为主攻方向，打造领域内优势特色专业，带动移动通信技术、软件

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专业水平、创新服务能力等人才培养质量整体提升，形成支撑地方产业转型升

级的智力支持体系，完善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创业“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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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创新驱动战略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区域竞争力、服务创新发展能力跃上新台阶。由鼎利学院构建的

校企合作模式来看，可得出图 1 的优质合作模型。 
 

 
Figure 1.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modern enterprise apprenticeship 
system 
图 1. 基于企业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模型 

 

图 1 是基于企业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模型，主要由五个方面构建：一是企业学徒制建立优选企业

为实体行业的龙头企业，这样的企业建立有完善的用人标准和体系，是企业学徒制培养行业人才的基础

保障。二是建立专门开展和实施企业现代学徒制的专门机构，如领导小组、专项项目组等，主要由企业

人事部门、技术部门和学校校企合作部门构成，共同推进和制定企业人才培养需求计划和督察人才培养

过程监督。三是实施三方共管，协调共用人才培养体系，模式及案例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长期过程，需

要有政府职能部门监管过程，成熟后便于行业融合和跨界人才培养。四是强化企业领域的专业合作，以

企业专业需求为载体，纵向企业行业人才需求为范围，不强跨，不强行，更不做拍脑袋的人才培养。最

后是在人才培养过程的模式中，一定是以岗位与理论交替进行，类比德国双元制教学，但基于企业的现

代学徒制人次培养，岗位固定，需求确定，知识用于实践检验，实践促进理论学习，才是一套完善的企

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构建体系。 

2.2. “企业新型学徒制”在校企合作中的课程开设问题 

目前，在职业院校中，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学校越来越多，公共基础课程已成为大家特别关

注的重点。特别是基于“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课程，更是备受关注。在未来，每个省

均有数万甚至数十万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目标，建立创新创业的公共基础课程，更是非常的必要

[5]。针对目前的“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不足或缺少以下内容： 
1) 创新的定义问题：创新概念一直被认为是技术方面的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或在原来技术方面的

改进、技术组合等，或社会经济、市场的一种新概念、新利用等方面。而国际上的创新，或更广泛的创

新，应该是一种意识状态，即对某个方面的改进，都应该是创新。 
经过多途径调研，在目前的高职院中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中，更加需要凸显“技能应

用”、“技能改进”、“工艺改进”，这些用于实际行业、岗位、技能的“改进”能力的培养，将是创

新课程涉及到的重点，即在面向创新课程的设计中。需要宽范围面积的适应于“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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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课程，见图 2 所示。 
 

 
Figure 2. Survey statistics on the design of innovative courses for the new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 enterprises 
图 2. 企业新型学徒制创新课程设计调研统计 

 

2) 课程培育的创新创业能力，是基于课程体系的，企业岗位需求的人才培养，而相互结合的创新创

业课程设计与实施，是“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中所必须的阶段，也为创新创

业奠定基础，为企业技能领域创新注入活力。 
3) 经过调查发现，目前各大高职院校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多数是在基于现有课程体系下的创新

创业课程设置，而对于“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目前国内还处于“零”时

代。针对专项型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是有利于促进和保障“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的顺利

进展。 
4) 创新创业的针对性问题，每个行业和领域，都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要求。在于“企业新型学徒

制”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体系中的需求，在经过大量调研和数据分析后，才获得了不同行业背景下的创

新创业点、需求各不相同，如生产型企业的创新创业需求和文创类企业的创新创业是不一样的，虽然目

前各个领域进行融合创新，但其各自的领域跨度也是有针对性的。故此在设置创新创业课程时，需要根

据专业属性、企业需求属性进行，当然根据实际的创新课程设计，通过调研认为，根据专业大类进行创

新创业课程属性划分较为合理，并且将创新创业的案例融于“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创新创业课

程体系是较为妥善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5) 创新创业课程的定性问题。目前的技能创新与岗位结合度方面，在创新过程中的具体原则、方

法、适应性等方面，即适宜于企业新型学徒制下的创新创业课程开展和培育方法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

一。在教育部的指导性文件中，不论是大学生还是高职院校学生，都要求有创新创业的相关课程开设。

那么面向一般性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课程开设，是面向所具有大学层次学历教育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而面向“企业新型学徒制”下的创新课程体系，应该属性明确，指向性明确，任务明确，而不是宽泛

的创新创业[6]。 
6)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中，需要协调的资源和应用场景。在不同行业中，需要有不

同的场景和资源，将按照专业大类进行整合与融合，是解决当前各个领域之间、各个试点企业学徒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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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的有效方法。故此，不论是在面向企业招聘后的人才培养，还是直接由学校招生进

入的学生，在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体系中，始终需按类进行。如果行业或企业有特殊的培养需求，则更应

该与行业和企业进行结合。 
7) 由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现代学徒制在高职院校中以普遍实施，但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人才培养

模式与之既有相关性，又有不同性，其协调创新创业课程的设置与实施，也是值得借鉴和研讨的重点之一。 
完整的课程体系是否能解决企业新型学徒制带来迎刃而解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还需要一个漫

长的适应和建设过程。 

3. 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新型学徒制”创新课程研究实施 

1) 以参与“学徒制”项目学生为主题，对技能创新需求进行调研 
以企业为主导的企业新型学徒制，本身由企业服务技能而培养新型人才，但众多企业在人才培养方

面的最初阶段总是粗犷的，难以满足学生们创新创业课程的需求。当然，为了满足学生的“就业”后期

创新创业发展，就务必遵循学生群体的述求，以达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学生的培养实施主体最

终还是在某个模式下对学生的后期技能和知识进行，其培养主体是学生，对学生的自我需求进行调研分

析，是实施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体系的必要措施之一，特别是已毕业学生在岗位上的创新认识，更加能对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在研究本课题时，面向学生发放纸质调查问卷 160 份，电子网络调查问卷 1200 余份，对其需求分析

见图 3 所示。 
 

 
Figure 3.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needs 
图 3. 创新创业需求调研分析 

 

2) 设立课程研究站，专门设立课程研究小组，邀请教育类、企业专家进深入研究 
为了有效建立新型学徒制的创新课程体系研究，通过四川 23 所职业院校、19 个企业联系(详细分布

见图 4所示)点共同探讨创新公共课程体系建设，包含应用本科、大专及高职高专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参与，

并邀请四川电子信息、智能制造、通信技术、汽车制造等领域 19 个企业共同建立，为建设创新公共课程

提出有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和建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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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status of innovativ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图 4. 创新课程体系建设联络分布状况 

 
3) 借鉴国外先进创新课程体系，加强理论研究与调研 
建立以四川省内职业院校与企业建立创新公共课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通过网络大数据分析高

职院校公共创新创业课程实施情况，收集国外先进的“学徒制”等先进职业教育理念下的创新创业课程

设置。主要分析借鉴德国、日本、美国等先进制造业发达国家对技能应用的创新人才培养(见图 5：根据

国外网络数据分析调研获得，可能与实际存在误差)。获得以开源课题、资源共享、行业融合、校企共育、

学工交替、实验场所开放、创客集市等多种线上与线下创新课程培育模式，为建立面向新型企业合作学

徒制体系下的创新公共平台课程设置提供参考和借鉴。 
 

 
Figure 5. Network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ve courses abroad 
图 5. 国外关于创新课程的设置的网络分析调研 
 

4) 以“项目班”落地实施，不断完善修正体系 
通过实际产业“项目班”，结合实际的 ICT 产业岗位人才需求为培养目标，进行课程需求和建设

实施。经过一年的应用与完善，在项目班中实施的情况结合学生参加竞赛、申请专利、科研论文刊发

等创新能力展现，综合分析与其他没实施创新课程的同学对比，能够达到一定的创新能力培养和驱动

创新项目的设计与研究。图 6 是在鼎利学院开展项目班的面向创新体系公共课程设置状况分布，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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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课程建设的思路与应用，特别是分布在专业课程的体现方面，一是结合创新能力培养的需求，

二是完全以真实的创新项目为驱动学习，结合工程案例应用，在实践岗位上获得创新的真实场景，结

合案例，驱动创新能力提升。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public courses in the innovation system 
图 6. 创新体系公共课程设置状况分布 

 

5) 通过在本院系统类实施创新创业课程，并进行实施意见回馈和建议，完善课程建设 
在结合项目班推广和实践创新平台课程建设的同时，在较为有起色的课程中向普通班进行扩展应用

推广。虽然现在的新型企业学徒制的班级很少，但借用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推广模式，也能对课程建设起

到促进作用。以上述图 6 所示的课程体系，在模拟的企业新型学徒制班级开展，针对专业性较强情况下，

能获得创新能力和可迁移能力的提升。 
6) 通过与多家企业、高职院校建立公共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并实施 
为了使较为宽泛的范围对课程体系的建设应用情况摸底，本项目课程研究过程中，将课程案例与企

业、高校共同定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将与多家企业、高职院校建立公共创新创业课

程体系并实施的举措，是对创新课程体系建设中，面向专业和行业应用的落地，更加贴近行业需求人员

的能力培养。 
7) 将高职院校创新创业课程项目，作为新型学徒制的公共课进行调研分析 
在实施所调研分析建立的基于 ICT 行业的创新课程体系建设的同时，本课题研究也调研了其他高职

院校对创新创业课程项目的应用开设情况。要将创新创业课程作为所有大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实施，虽

然教育部在新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高职学生不少于 2 个学分的创新创业课程学习，但很多高职院校

仅为了满足或应付检查，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植入了这样的创新创业课程，而无实质内容[8]。或对其开课，

就简单的选择一本大型出版社的创新创业课程教材，以其教材为蓝本，完成课时任务，对实际的创新能

力培养和创业发展根本不负责任。为此，建立适应于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创新创业课程作为公共课程就特

别重要，也需要更多的企业、高职院校共同推进面向行业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更加精准化的培养企业

有潜力的学徒和员工。 
8) 通过建立定点企业和高职院校对现代学徒制与新型学徒制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经过调研和分析，通过企业人才需求分析和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创新创业课程开设对比，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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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学校课程体系对比，发现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在创新课程的设置和应用中，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基本没有可借鉴性。这是由于，现代学徒制是由大师或工匠对学生技能的指

导和培训，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大师或工匠已有的精湛技术和技能，以满足更多、更高的环境需求的技

能型人才，而企业新型学徒制，则是由企业岗位需求为主导，初期培养的就是岗位的操作工人，且比

较广泛，还不能和现代学徒制比横，但在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面，完成岗位技能的培养只是一部分，

而更多的部分则是培育新技术新技能，以及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创新创业活力注入。 
9) 建立意见与改善进度表，建立课题独立小组对课题进行专项负责跟踪 
针对本项课题的研究，根据时间进程，建立了独立的课题小组对各项研究工作进行表单式的过程记

录和跟踪，这种方式非常有利于推进课题的研究，也在预先制定的节点前进行新的工作预期安排。 
10) 建立高职院校新型学徒制创新课程联盟 
建立高职院校的新型学徒制创新课程联盟，是有利于各学校进行相互交流的桥梁。课程联盟的建立，

不仅是高职院校的参与，同时也纳入了向上衍生的应用职业本科，以及向下归纳的中职课程体系应用与

研究。目前通过公共课程平台中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联络更多的兄弟院校和面向行业的企业建立

课程联盟，目前中职学校 9 所，高职学院 16 所，应用本科 5 所学校共同发起联盟，并将在全国双创会期

间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4. 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新型学徒制”创新课程创新举措 

在 ICT 专业群中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中，采用了“三外五内”的应用方法以解决课程设置在教学中

的匹配问题。在实践探索和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面向 ICT 专业群建设的双创课程实施，采用了如下方

法给予推进。 
本成果应用的“三外”是指对校外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对用人单位的双创后期能力需求研究，对毕

业学生双创成果的途径进行研究。“五内”为校内建设 ICT 专业群所搭建的：专业平台课的研究、双创

课程案例研究、学生选拔实施研究、兄弟院校联盟研究和实施相关竞赛成果输出方面研究。 
1) 校外需求进行分析研究 
选择企业作为双创课程实施服务对象，对技能创新需求进行调研，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发展，是每

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避免粗放，力求精准和对口，需要遵循学生的需要

出发，以满足学生的创新创业课程需要和“就业”后期创新创业发展，以达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以创

业促就业的能力。 
针对校外需求分析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进行校企联合跟踪人才成长的模式进行。通过对接建立专项

跟踪人员，以同一企业为基准，对一个实施双创课程体系的学生和一个非专门双创课程设计实施的学生

进行跟踪分析，以便获得追踪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成果的修正和验证提供保障。 
2) 对用人单位的双创后期能力需求研究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在课程设置初期一般很难体现，但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在 2~3 年即能

体现出一个人的双创能力。通过在企业设立课程研究站，专门设立课程研究小组，邀请教育类、企业专

家进深入研究。根据实施情况和状况分析，ICT 专业群学生的双创能力主要分布在：市场洞察能力、市

场服务能力、产品功能创新能力、产品设计能力，产品市场转化能力、合作服务意识创新能力等方面，

其能力需求见图 7 所示。通过在本院系统类实施创新创业课程，并进行实施意见回馈和建议，完善课程

建设。 
3) 对毕业学生双创成果的途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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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bility demand and professionalism 
图 7. 创新能力需求与专业关系 

 

建立定期毕业生情况回访机制，特别选择就业创业毕业生的发展状况，通过他们的双创轨迹分析研

究，将他们成功的案例更新到教材或课程项目之中。这样的实际案例驱动，既可以是双创的典范，也可

以是借鉴实施的案例，还有双创榜样的力量，为推动学生们的双创参与和积极性有着重要作用。另外，

毕业生的双创成果实施途径，也是 ICT 专业群建设创新创业课程的重要方面，能获得的成果，都是成功

案例的借鉴。获得成功的成功途径，更是学生们仿真双创的真实项目展现。故此在对毕业生的跟踪调研

中，每年都将双创主体的学生进行分类调研和分析，特别突出的邀请回学校进行经验分享，传递双创课

程的地位和重要性，促进 ICT 专业群建设中的创出课程建设和实施。 
4) 专业平台课的研究 
建设 ICT 专业群的创新创业课程，是经过长期实践和应用后获得的平台课程建设，这其中我们包含

可迁移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培养的 7 门课程：大一年级分布为 ICT导论(专业群的发展与新技术、新行业、

新动态)、C 语言程序设计(底层语言基础，非常重要的创新能力奠基石)、互联网 + 创新项目技能基础实

践(面向 ICT 领域的创新课程体系实践基础)这三门课程；以及各分专业群的 4~5 门课程。建立前瞻性、

广域性的面向 ICT 专业群创新课程建设体系，是保障学生双创能力培育的保障。 
专业平台课程是培育创新能力的必要基础，交集性专业课程设置和专项专业领域课程设置体系，均

是建设 ICT 专业群的创新课程实施保障。 
5) 双创课程案例研究 
双创课程案例的引入，必须是真实的、新型的、有直观感的。在本学院建立双创课程体系的案例中，

不是采用教材或通用创新创业课程案例，而是将学长们的双创案例引入课程体系的案例中。虽然这些案

例没有公开宣传的案例那么“高大上”，或层次、创业资金、创业成果没有那么“厉害”，但是面向学

生层次的创新案例，是结合实际，他们能模仿、能沿着轨迹和途径进行效仿，学习，能看到一些预见的

成果。并将成功的案例引入之前，在新生入校时，开启专业引导时，都植入学长们的创新创业案例介绍，

使得真实、促进学习的动力更足劲头。 
6) 学生选拔实施研究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实际创新创业课程“项目班”，通过实际的产业岗位人才创新能力需求

为培养目标，进行课程需求和建设实施。在进入项目班之前，需要对学生进行选拔。“有竞争才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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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愿才有动力，有比较才有奋力”作为学生项目班的选拔体系，是将 ICT 专业群建设的创新课程体系

的学生以分层分类形式给予实施，以相同的意愿驱动学习，以相同的群体汇聚学习，以相同的目标共同

学习。 
7) 兄弟院校联盟研究 
倡导专业群建设，建立课程体系，树立创新创业的榜样，靠一个学校是不能给予实施的。在结合校

企合作、兄弟院校共建课程体系、共同推进 ICT 专业群建设双创课程体系，由一个、两个组建扩散和响

应，目前已建立包括：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雅安职业学院、成都师范学院、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四

川现代职业学院、成都职业学院等 20 多所院系建立联盟关系，共同推进 ICT 专业群建设双创课程体系，

且通过与多家企业建立公共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并实施，以获得后续创新课程体系和创新案例更新与推广。 
8) 实施相关竞赛成果输出方面研究 
通过近 3 年的 ITC 专业群双创课程建设与实施，统计鼎利学院专业群内双创方面的学生竞赛成果非

常显著。获得过“挑战杯”国家三等奖、“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人才竞赛”团体三等奖、“全国计算机

设计赛”三等奖及省级二等奖；“全国高校网络挑战赛”西南片区二等奖、三等奖，“全国大学生创新

方法赛”省级二等奖等各类省级以上奖项百余次。由竞赛促进课程体系建设，是学生满意、社会适用、

专业建设需要共同进步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实施的具体途径的重要方面。 

5. 小结 

针对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模式建设，本文就伴随着课程体系建设和人才培育模式输出的探索。通过以

下六方面创新举措，对本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将 ICT 专业群建设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进行研究和应用，是当前高职院校双创课程改革的重要创

新之一。 
2) 通过建立定点企业和高职院校对 ICT 专业群建设的创新课程需求及相关性进行研究，高职院校的

创新课程，必须与企业结合，与行业发展结合。 
3) 建立意见与改善进度表，建立课题独立小组对课题进行专项负责跟踪制度，使得这项工作的常态

化。 
4) 建立高职院校 ICT 专业群建设创新课程体系联盟。 
5) 企业的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中，需要协调的资源和应用场景。在不同行业中，需要有不同的场景和

资源，将按照 ICT 专业群专业大类进行整合与融合，是解决当前各个领域之间、各个试点学徒制解决创

新创业课程建设的有效方法。 
6) 由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ICT 专业群建设创新课程体系在高职院校中已普遍实施，但 ICT 专业

群建设创新课程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之既有相关性，又有不同性，其协调创新创业课程的设置与实施，

也是值得借鉴和研讨的方法之一。 
本文结合项目进行阐述、分析，获得了项目的顺利进行，建立了四川省教育厅创新创业示范课程及

面向 ICT 信息产业的创新创业的一门公共平台课程：《互联网+创新项目技能基础实践》，并直接应用： 
1) 在鼎利学院进行实践与推广，获得了用人单位的认可，激发了用人单位的创新设计与产品提升、

市场拓展。 
2) 课程体系在同类院校中得以推广，虽然联盟成立，但由于专业化的差异，后期将阶段考核进行区

分，并以专业侧重的实训实践考核为主进行。 
3) 每年参加各类省级竞赛，成绩均为优秀。 
4) 课程体系的项目案例更新，为增加和完善教学资源库提供帮助，协助课程体系建设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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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与用人单位、双创主体单位的合作，优质孵化创新项目团队近百个，输送优质双创潜能毕业

生，后期获得高度认可。 
同时获得了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及行内企业的积极配合和应用，才能使得课程推广和应用的试点

经验丰富，分析更加准确的课程体系信息，为更为广泛推广创新创业课程作为公共平台课程建设做出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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