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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客教育已成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模式。为解决高校创客人才培育过程中理念落后、培养体系不

完善等问题，本文围绕学生创客教育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通过融入创新创业大赛构建新型创客教育模

式，提出创客教育平台构建的基础要素并探索其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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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k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new model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backward ideas and imperfect training system in cultivating creative talents in uni-
versit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in Maker 
education. A new Maker education model is built by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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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st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and education system for constructing the maker education plat-
form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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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客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指学校融数学、科学、技术、工程、艺术等学科为一体，以提升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1]。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创新创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

前行的“双引擎”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 2035 远景规划中也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在此背景下，国内高校纷纷启动创客教育新模式，如清华大学成立创客空间、深圳柴火

创客空间等。开展创客教育成为了高等教育工作者热烈讨论的话题：庞敬文等(2018)认为创客教育是培养

一种跨学科、综合性问题解决能力的核心素养[2]；李蓓等(2020)提出创客教育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

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基于问题、项目或者活动开展自主探究与创新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动手实

践能力以及协作分享等创客素养与创客精神[3]；王鑫(2021)则指出创客的内核是创新性和个性化，创客

文化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创新创业发展[4]。创客教育理念非常契合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特质：基于兴趣、

重视创意思维和形成创客文化[5]。董伟(2015)认为在双创背景下引入创新创业大赛有助于推动创业教育、

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6]；滕桂法等(2017)以“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为例分析了创业教育向

项目落地转化的路径[7]。 
可见，相关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创客教育的当前重要性，并积极开展了探索研究。但在创客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创客环境闭塞、评价体系单一、政策落实不到位等诸多问题[7] [8] 
[9]，在实践层面的创客实现路径探索还远远不够。本文认为创客培养的理想路径应该是：学生通过接受

创客教育，具备创客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然后在学校打造的合适平台上进行创客实践，强化创

客人格，成为创客人才。而创新创业大赛的宗旨始终强调对学生创新思维训练、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是对创客教育的有益补充。 

2. 创新创业大赛融入创客教育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2.1. 创新创业大赛与创客教育理念契合 

创新是创客教育的逻辑起点，也是终极目标。创客教育是对个人创新和创造能力的解放，强调个

人基于自身兴趣努力将理念创新转化为实际产品，提高个人创新能力，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创新

创业教育注重培养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鼓励将创新能力转化为创业实际。创客教育的实

践过程追求理论与实践、创造价值与分享价值、认知性与探索性统一[6]。创新创业教育同样要求学生

在校接受创新教育，具备创新意识和创造技能后，在适当平台进行创业实践。从精神内核看，创客教

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均强调学生接受教育时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过程，且均强调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能

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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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家政策提供支持环境 

2015 年李克强总理视察深圳“柴火创客空间”并成为新会员，而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创

新”“创客”，同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为大学生

创客教育与发展提供政策指导。教育部《2018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将创客教育作为教育

教学新模式，并安排进在创新教育体系中。同时，国内创新创业竞赛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和成熟的方法。

“互联网+”和“创青春”等创新创业大赛稳定举办，为学生创客提供了实践土壤。除了国家层面针对高

校学生创新创业的稳定赛道外，各省市也利用禀赋资源举办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为学生创客提供了可选

择的多途径实践体系。 

2.3. 创新创业大赛的交流融合性 

创客以个人兴趣爱好为基础，创客教育将结合学生兴趣爱好和创新思维能力，借助学校平台将创意

实现。创客的开放性决定了有创意梦想就可成为一名创客，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合作过程中产出成果。

创新创业大赛则可以为创客的成果检验提供契机。通过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学生能够与全国优秀创客选

手进行互动，与业内专家详细交流，在参赛过程中不断进行思维碰撞、交流融合。创新创业大赛通过一

个真实模拟环境，为创客提供了多方交流的渠道，帮助创客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3. 融入创新创业大赛的创客教育模式构建 

创客教育分为基础素养、工具性素养和表现性素养三个层次的目标[10]，而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可将创

客教育中各类能力进行综合运用与实践检验。基于多年来的创客教育实践，本文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系统

化和可操作化的创客教育平台。 
 

 
Figure 1. Maker education platform integrated into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图 1. 融入创新创业大赛的创客教育平台 

3.1. 组建专业的指导教师与教研团队 

创客教育专业教师匮乏是制约高校创客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创客教育教师多由专

业课教师转任而来，不免会缺乏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无法有效对学生创客实践进行指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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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培养专业的指导教师，组建教研团队。首先，聘请国内知名创客空间中优秀创客人才作为创客导师，

开展创客教育并对创新创业大赛进行指导。其次，学校计划性遴选教师参加创客教育培训，让教师从课

堂教学的纯讲授者变为创客项目的设计者、引领者和评价者，通过理论培养和实践学习，达到初级创客

教师能结合专业设计创客项目，指导学生创新创造，高级创客教师具备设立、运营创客空间的能力，并

能孵化产品产生市场效应。 

3.2. 建立课程设计项目库 

学生创客精神的培养不可能仅仅通过课程学习和参与培训就能够实现，需要将创客教育同实践教学

有机结合起来。在专业培养方案设计中，一些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可依据专业特点设置创客项目；结合

专业实习环节设计创客活动，认可学生在活动中获得的创新成果，如冲抵专业实习学分等；结合毕业设

计策划创客活动，学生可以将创客活动成果作为毕业设计成果。选择优秀创客项目编撰入库，作为教学

案例指导学生创客活动。 

3.3. 完善创客基础设施 

创客教育开展不仅需要教学资源供给保障，也需要高校给予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持。很多创客项目

开展都需要价值不菲的软硬件设备。有时还需要组织成立创客社团，并为社团活动提供场地支持，以吸

引学生将更多时间用在创新创造上。通过完善创客基础设施，同时打造校园创客文化，使学生能充分体

验创客新理念，培养其成为创客的意识。 

3.4. 提供充足资金支持 

创客教育成果的实现需要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投入。当前很多众创空间大多靠创客自筹经费，或学校

开展的创客教育项目。但这些资金还远远不够，需要高校拿出专项资金以支持创客教育。同时还需要对

创新创业相关获奖成果或市场化产品提供奖励。 

4. 融入创新创业大赛的创客教育模式的实践探索 

本文将以本校经济管理学院开展的融入创新创业大赛的创客教育模式为例，总结其探索过程。 

4.1. 组建“专兼结合”教师指导团队 

“专兼结合”的教师指导团队来源于两个方面：通过学校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的锤炼，学院培育出一批具

有竞赛经验的专业教师；聘请校外具有丰富创新创业经验的校友和创客空间负责人作为创客导师。校内专业

教师指导团队组建后，通过对学生培养计划的梳理，在培养计划中按照学年嵌入创客教育课程，并将创客教

育课程重新划分为基础课程、拓展类课程和高阶创客专业创新课程。有计划地开展校内创新创业课程教育指

导，启发学生创客精神，培养学生创客能力。其次加强与企业合作，通过定期开展调研从校园走入创客空间，

深入了解创客运作与发展机制，更好为学生提供创客指导。校外兼职导师作为指导团队成员，通过定期开办

创客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讲座，组织学生走进创客空间、创业企业等方式开展理论和体验教学。 

4.2. 第一课堂课程设计与创新创业大赛融合 

在部分专业课程的课程设计过程中，关注学生提交的最终课程设计成果，对课程设计中具有较大潜

力、能够不断完善的项目进行跟踪指导，推动优秀课程设计向创客项目转化。学院在实践中通过课程设

计转化创客项目的方式，实现了学生创客教育、创客实践和创新创业竞赛全覆盖，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

通过课程设计将创意想法不断完善。以第一课堂课程设计形成的优秀创客项目为支撑，推动项目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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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大赛竞赛作品转化。创新创业大赛作为创客教育紧密相连的重要环节，可推动创客创意从有价值发

明向创新型产品转化。依托课程设计，学院逐步形成物流管理课程设计成果向全国物流设计大赛转化，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成果向“三创赛”转化，工业工程课程设计成果向全国工业工程应用案例大赛转

化，优秀工商管理创业计划书向“互联网+”和“创青春”创新创业大赛转化。 

4.3. 创客实践成果与学分考核相结合 

在实践过程中，学院将创客教育结合学生学分考核，学生按照规范教学动作接受完整创客教育课程，

参加相关专业课程设计，通过课程考核后获得相应学业学分。这种课程属于创客意识的启蒙和实操训练，

使同学们在课堂上对创客活动形成初步认识。另一方面学院积极依托第二课堂学分认定鼓励学生参加创

客活动。第二课堂学分是学生在课堂之外通过实践和技能培训获得的学分，学院将第二课堂学分分为创

新创业类、社会实践类和人文艺术体育类活动。通过在第二课堂中对学生创客活动成果认定，学生有动

力以创客项目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的方式体验完整创客活动流程。 

4.4. 鼓励创客学生多学科融合发展 

学生培养计划中要求在校期间除修满必修理论课程和实践性教学环节外，还包括选修理论课程。学

院要求学生学习足够学分的理工背景类课程，对学校开设如“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创新思维与创新

方法”、“批判性思维”、“工程导论”等公选课程，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学习。考虑到经济管理学院

学生的培养更注重企业财务、运营管理、信息管理和市场营销等，学院与其他工科学院合作，使学院内

学生同其他学科背景的创客以项目组方式开展交流合作，鼓励学生基于参与创新创业大赛获取多学科知

识，培养其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 

4.5. 打造学院内部“创客空间” 

基于创客教育理念，学院为学生创客教育配套固定场所开展活动。创客空间作为创客教育实施的一

部分，保障学生充分利用创客空间，定期交流和沟通，进行创意讨论和创新实践。学院专门开辟教室并

进行信息化改造，打造学院内部“创客空间”：教学活动区配合学院教师团队开展高阶创客教育课程设

置，学生在此接受创客活动的相关理论指导；课程实训区为学生提供实践和活动场所，除配套电脑外，

同时提供眼动测试系统、脑电监测系统、创新创业沙盘模拟和企业财务模拟等软硬件设施，帮助学生在

接近真实环境下开展创新实践；成果展示区用于展示历届学生创客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杰出成果作品，

营造创客创新氛围，激励学生实现创客梦想；项目路演区为成熟项目提供仿真环境，项目成员能够借助

路演区模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结合指导老师意见对创意想法继续进行完善和补充。 

5. 结束语 

针对高校在创客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从融入创新创业大赛的视角，提出高校创客教育模式并对其实

践中的应用进行经验总结，以期为高校开展高质量的创客教育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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