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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整个国家“双创”和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的基础，也是《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关键。推动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关键在高校自身。基于此，面向部分高校师生，开展了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结合调研数

据，剖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并深刻分析其原因。提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需要内聚

动能、协同发力，以培养主体意识、构建课程体系、搭建实践平台、营造双创氛围为抓手，实现理论和

实践的双向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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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ouble innovation”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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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are also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de in China”. 
The key to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ies in universi-
ties themselves. Based on thi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are carried out for 
some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mbined with the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
mon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gather kinetic energy an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cultivate the main body consciousness, build the curriculum system, build the practice platform, 
and create the atmosphere of mass innov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two-way cultiv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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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社

会各主体应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的帮助与支持，进一步强调了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强创新活

力以及发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在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和党

的历史使命，突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统筹部署、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可以说，高校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阵地，成为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科学有

效的新引擎，逐渐成为服务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正处于蓬勃发

展阶段，但在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开展中，显现出多重问题，如主体认知不统一、教育形式趋同化、治

理权责不明确等。由此可见，探索综合化、高效化、个性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深入指导学生开展感

兴趣的创新创业活动，完善管理部门权责分配、治理体系，是发挥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功能的迫切所在。 

2. 研究设计及结果分析 

2023 年 5 月，选取部属高校、省属高校和市属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和教师作为调研对象，开展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 350 份，有效回收 338 份，有效率占 96.57%。从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 6:4；从专业类

别看，理工科学生达 61.57%。邀请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的师生代表和未参加过创新创业活动的师生代

表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学生 19 人、教师 12 人、社会人士 11 人。将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针

对调研过程中的数据和现实情况，深刻剖析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旨在统筹引导支持师生创新创业，切实提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管理水平。 

2.1. 对创新创业教育认知程度分析 

92.31%的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对今后的职业发展有促进作

用，但有 50.41%的学生参加过创新创业活动。从受访者所在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途径来看，50%以上

的学生表示所在高校开设了创新创业的有关课程，建立了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组织了创新创业有关培训

和讲座。且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选修过创新创业类课程，包括通识课程、专业创业融合课程、技能提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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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践课程，仍有 37%的学生从未接触过以上课程(见图 1)。总体而言，学生对所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相关课程、平台、参加途径及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但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兴趣不强。 
 

 
Figure 1. Participation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guidance 
图 1. 参加创新创业教育指导情况 

2.2.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内容 

70%以上的老师表示所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的教育途径有课程教学、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创业讲座、

创新创业交流研讨和创新创业大赛。其次在授课方式方面，普遍认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61.9%的老师主要依靠项目教学，52.38%的老师主要依靠理论式课堂教学。理论教学方面主要有

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业团队建设、如何制作创业计划书等(见表 1)，实践教学主要通过学科竞赛、课

堂实践、双创讲座等(见表 2)。可见，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经转为实践为主，辅之以理论教学。 
 

Table 1. Scope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content 
表 1. 理论教学内容涉及范围 

序号 选项 比例(%) 

1 创新思维 93.33 

2 创新方法 88 

3 创业团队建设 76 

4 如何制作创业计划书 73.33 

5 创业案例分享 68 

6 如何进行创业路演 64 

7 互联网 + 创新 61.33 

8 初创企业管理 52 

9 企业家精神 49.33 

10 企业创办流程 42.6 

11 资金筹措与管理 34.67 

12 如何申请融资 29.33 

13 其他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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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cope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表 2. 实践教学内容涉及范围 

序号 选项 比例 (%) 

1 大赛 93.33 

2 课堂实践 77.33 

3 社团 73.33 

4 项目路演 68 

5 沙龙 64 

6 创业园 49.33 

7 其他 14.67 

2.3. 教师创新创业能力培育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教师的业务能力也能得到提升，有 80.96%的教职工认

为通过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其专业能力与素养都得到很大提升。部分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定期

开展业务能力提升相关培训，71.43%的教师参加过培训，其中 23.81%的教师参加过 3 次及以上培训。当

前培训方式多样，教师认为通过前往企业实地参观考察、定期开展研讨会及小组交流会、借助学科竞赛

等双创实践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师的创新创业指导能力，其中教师普遍认为与社会主体联动开展培训活动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培训方式(见图 2)，但目前较少学校采用该方式开展培训。 
 

 
Figure 2. Teacher training form intention 
图 2. 教师培训形式意向情况 

2.4. 对创新创业现有条件的满意度 

66.77%的学生对所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给予了正面评价，28.51%的学生给予中性评价。为了针对性

地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管理，邀请学生对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出改进建议，综合来看，学生认为加强创新

创业教育应把加强场地、资金、设备等资源投入置于首位，同时，要提高教师能力水平，切实有效地指

导创新创业活动，此外也有不少同学认为合理安排课程设置、提供创业平台，注重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

氛围也必不可少。从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群体的反馈意见来看，14.28%的老师认为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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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和回报并不合理，学校制定的相关政策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学校需要注重保护教师群体的利益，

要通过政策支持等外部因素来激发教师群体的创业教育热情。从创新创业管理教师群体的访谈中，普遍

反映当前高校创新创业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额外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3. 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 

将调研数据和访谈材料相结合，结合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

学生参加双创活动动机不端正、双创教育信息化水平低、学校与社会主体协同联动较少，并从学生主体

认识、教师主体能力、学校课程设计和协同管理方面进行原因分析。 

3.1. 存在的突出问题 

3.1.1. 学生参与双创教育的动机不端正 
调研结论显示学生普遍认识到创新创业的重要性，但是兴趣不足，存在参与双创教育的目的性、功

利性过强的问题。由于校内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激励措施，例如课外实践学分、保研政策

等的奖励，使同学们趋之若鹜，寻找最可能获奖的项目，而真正有兴趣于创新创业以及能做感兴趣项目

不计得失的同学很少。从双创项目发展看，目前创新创业教育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这使得一些训练项目

成员存在“划水”“搭便车”情况，从而获得奖励。 

3.1.2. 双创教育信息化程度低 
信息化程度低体现在未能给学生提供跨时空的学习渠道，未能给教师提供高效率的工作方法。首先，

当前大部分高校都将课程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抓手，但线上课程资源缺乏，学生不能随时随地地接收创新

创业相关知识。其次，大部分高校院系负责创新创业的教师都是身兼数职，在传统化的组织、管理方式

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不仅降低工作效率，上下协同管理出现纰漏。 

3.1.3. 学校与社会主体的协同联动少 
当前学校与社会主体协同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学生联合培养、师资交流互动、项目联合研究。学生

联合培养停留在学生去企业、政府参观认知实习，师资交流互动停留在开展论坛讲座，项目联合研究由

于学生知识水平限制、企业政府单位数据的保密性，难以实质性进展，从而造成学校与社会各方的合作

流于形式 [3]，并不能内外互动协同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3.2. 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3.2.1. 对创新创业的认识不全面 
当前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仅停留在“重要”层面，对于“为什么要创新创业”“怎样去创新

创业”的认识不深刻，没有完成从“要我创新创业”向“我要创新创业”的意识转变，大多数学生被动

地、机械地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未形成正确的创新创业理念，创新创业观念

功利化。 

3.2.2. 缺乏专业创新创业导师队伍 
当前，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一般由学生辅导员、就业部门、创新创业教育部门教师或者由企业管理相

关课程的教师兼任，既缺乏系统化、专业化的创新创业理论知识，也很少接受过专业机构认证的创新创

业师资培训，导致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效果不明显 [4]。 

3.2.3.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不完善 
当前创新创业已被大多数高校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但大多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对于选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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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要求较低，且出口管理较为松散，从课程体系设计层面传递给学生一种“随意感”，不能给学生

清晰地梳理创新创业的教育体系，也未能实现分层次、分阶段、分群体的创新创业教育 [5]。 

3.2.4. 创新创业教育协同管理欠缺 
高校未成立管理双创教育专门机构，未能形成协同管理。尽管国家政策大力支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的发展，但由于宣传力度和重视程度等因素的不同，有些高校还未建立管理双创教育的专门机构，只是

将创新创业教育这部分内容简单地融合到各院系、校团委等部门，既没有专业化的管理又未形成权责分

明的管理部门。双创教育需要自上而下、由下而上形成合力，打造专业化的管理、形成权责分明的管理

部门 [6]。 

4. 解决问题的举措 

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关键在高校自身。需要内聚动能、协同发力，以培养主体意识、构建课程

体系、搭建实践平台、营造双创氛围为抓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培育。 

4.1. 培养学生双创意识，挖掘潜能 

正确引导和激发创新创业意识是提升大学生双创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

对创新创业基本知识、理论的讲解，注重引导学生自主能动意识，挖掘其自身潜能。同时注重对学生吃

苦耐劳、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永不言弃的精神的引导，思创融合挖掘学生创新创业潜能。 

4.2. 构建梯级课程体系，赛课融合 

完善课程体系是双创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载体，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已难以满足学生的

求知需要。面向所有新生进行双创启蒙教育，对所有新生开展双创讲座、基地观摩、成果展示。开展基

础双创实践，包括创新创业基础类课程、专创融合项目、赛课融合项目 [7]。开展高阶双创实践，一将电

力一线的工程创新案例作为双创研究项目，二向企业征集课题并作为双创项目，三将社会实践中收集的

问题作为双创研究项目，四是参与国家级双创竞赛项目。 

4.3. 搭建双创教育实践平台，拓宽渠道 

根据学校学科专业特点，建设线下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办公场所、会议室和展示厅等，提供开放

式的俱乐部空间，为学生提供实际操作和制造的场所。依托双创活动，如学科竞赛、双创项目，搭建线

上实践平台。将双创课程、成果展示等教育资源纳入线上教学平台，将大创项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

学分管理纳入线上管理平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资源信息化、管理数字化，拓宽创新创业教育渠道，提

高创新创业教育和管理水平 [8]。 

4.4. 形成浓厚双创氛围，牵引兴趣 

开设创新创业理论课程，理清双创教育内涵、概念等理论，明晰创新创业政策，使学生真正认识双

创教育并让有兴趣的学生深入其中，做好双创教育的文化环境建设，形成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并且在

双创教育方面给予充分的技术、资金、政策支持，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响应学生的创新需求，培育学

生的创新能力 [9]。 

5. 结语 

创新创业教育，如砥柱中流，担当着为科技、教育、人才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的重任。高等院校，

作为创新人才的摇篮，需要强化意识形态的引领，构建起双创课程体系的壁垒，搭建起双创教育实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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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桥梁，营造出浓厚的双创氛围，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与创业激情。在鼓励与引导的双重支持下，不

断提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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