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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特征，从丰富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内涵、深化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提升高职院校办学开放性等角度阐述了融合特征视域下创新创业教育促进高职人才培养的价值。因

此，本项目拟以我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为试点，从创新创业教育内涵和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研究出发，开展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模式改革实践及创新创业空间的建设探索，以期提高计算机类

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打造校园“双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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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promoting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mproving the open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intends to use our school’s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as a pilot project, 
starting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of computer students, to carry out teaching 
model reform practice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pa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computer students,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
neurial spirit, and create a campus “double innovat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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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国家开始实施高校扩招政策，高校为了保证生源数量，普遍降低了对学生自身素质的

要求，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模式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高校扩招政策导致了更多

的人拥有了上大学的机会，缓解了当下的就业压力，但同时，高校的扩招导致了学生的平均素质降低，

教育管理难度加大，学生就业出口不畅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青年学生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创业(双创)的有生力量”。

黄炎培先生倡导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新精神，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推行“社会化，科

学化，平民化”的办学理念。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借鉴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有独到

之见的“职业指导，外适于社会分工制度的需要，内应于天生人类不齐才性之特征”的教育思想，对从

树立创新创业教育价值观，优化课程体系，健全教育管理机制，创造创新创业实践条件等维度，推动创

新创业教育向纵深发展。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了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也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然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发

展出现了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现象，所培养的人才并不适应当前工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主要表现

为学生动手能力差、创新意识不强、质量标准单一等方面。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创

业意识的培养，成为工科院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1] [2] [3]。 
工业 4.0 提出的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引擎的打造，都离不开创新

驱动战略的实施。大学生作为当前技术创新最具潜力的代表，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双创”教育作为

一种秉承“开放创新、探究体验”教育理念，以“创造中学”为主要学习方式，强调行动、分享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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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重与新科技手段相结合，以培养各类创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与我国当前正着力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不谋而合。同时国家、省、市都在大力

推进“众创空间”的建设，我校也正在开展“南孔创业汇”建设，这些都为“双创”教育的引入提供了

契机。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走向更高层

次、形成全新局面，加快向创新创业强国迈进。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作出重要部署，国务院对加

强创新创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有着优良的创新创业教育传

统，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生态链：其中包括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输送主干体系、创新创业实践与课外活动支撑体系以及创业

训练与企业孵化实操体系[4] [5]。 

2.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疫情期间我国高校毕业

生就业情况综合调查”课题组与长沙云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锦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于 2020 年

4 月到 6 月对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高校应届毕业生展开随机抽样调查，从调研数据来看，我国高校应届

毕业生不考虑创业的比例占 50.44%；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累计几年经验再开始的比例达 45.85%，希望毕业

后就可以创业的比例为 3.71% (图 1)。大专学历毕业生选择不考虑创业、有创业想法但希望积累几年再开

始、希望毕业后就可以创业的比例分别占 7.05%、60.54%和 32.41%，而本科毕业生、硕士及以上毕业生

在该三项选项上分别占 3.32%、44.27%、52.41%和 2.05%、36.46%、61.49% (图 2)。 
不同层次的高校毕业生在考虑创业意愿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校层次毕业生创业意愿由高到

低依次为：高职高专(66.43%)、普通本科高校(49.67%)、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9.49%)、全国重点高校(46.88%)、
省属重点高校(45.68%)、一流学科建设高校(43.12%) (图 3)。在已有创业项目的毕业生中，其创业项目的

主要来源结构为：其它(3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8.91%)、家庭企业(13.13%)、企业合作

项目(12.91%)、各类创业大赛项目(8.34%)、学校孵化项目(3.70%) (图 4)。课题组进一步对选择“其他”

项的毕业生展开追踪访谈，发现“其它”主要集中于“网络宣传项目”“朋友合伙项目”等[6] [7]。 
 

 
Figure 1. Fresh graduates’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图 1. 应届毕业生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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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图 2. 不同教育层次创业意愿 

 

 
Figure 3.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ness of graduates of different school levels 
图 3. 不同学校层次毕业生创业意愿 

 

 
Figure 4. Main sources of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 
图 4. 创业项目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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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我国古代教育学家孔夫子提

出“因材施教”，强调老师要注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教育大师龚怡祖认为要想培养出创业人

才，需要建立正确的教育观与有活力的教育制度，为培养创业人才奠定基础。事实上，最早王通讯在 1979
年编写的《科学家成功的奥秘》一书中提到创业人才培养，至今也不过四十年，在那之后，更多的学者

开始研究创业人才培养。龚怡祖(2003)在《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理念的探讨》文章中为创业人才培养提供了

全新的理念。他提出要培养个性的全面发展的毕业生；实施与创业人才个性化发展相契合的教育教学方

式；建立多元动态的教学评价制度。唐善茂(2006)在《创业人才培养应注重个性化发展与多样化教育》中

提出可以尝试教学主体从教师转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和从僵化呆板到灵活多样化的管理制度。和学新(2008)
在《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探讨》中列出许多创业人才的核心特点，以这些特点作为评判人才的

标准。贾彦峰、李月云等(2013)在《当前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内在不足及其改进》一文中认为，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大多最先从调整与改革课程体系的入手，依托地域特色，建设开放性、实践型教学平台，

将创业人才培养纳入行业发展规划，走出无法服务实体经济自循环状态。吴晓红等的《“1 + 1 + N 导师

制”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以东北林业大学交通学院为例》，结合工作实践构建出“1 + 1 + N
导师制”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其中第一个“1”为各年级辅导员，由学校选聘。第二个“1”为班主

任，由学院导师工作组选聘，一般由创新创业素质较强并且业务能力水平较高的专业教师来担任，班主

任负责制订学生的个人专业学习计划、思想道德建设、生活需求及心理发展等方面进行指导。“N”是

指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及发展需要，由专业导师、学业导师、创新导师、创业导师、就业导师、

榜样导师、毕业论文指导导师共同指导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而导师的确定均是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

来实现。本科生“1 + 1 + N 导师制”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分层次、分类别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少数

学者从创业教育的学科定位及其学科体系构建角度进行了研究。刘伟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

系构建的思考》，在综合全面地分析了制约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建设高

水平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打造广阔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推进产学合作等作为支撑，构建多

学科支撑的、系统化的、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国外学者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

研究 在创新创业课程方面，Noll (诺尔)在其文章 Planning Curriculum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中指

出创新创业课程应包括对 entrepreneurship 进行具体的定义；客观的自我评价；想法创新；设计商业计划

书；实战运行及国际政策环境分析这六个内容。创新创业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

Kourilsky (库里斯基)则在其文章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pportunity in search of curriculum中认为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应包括创业机会识别、整合资源和建立运营组织这三个方面。国外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无论是在起始时间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的水平上，都已经远远超过我国。国外的高校早就己经认识到创

新是创业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高校通过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已经取得了丰厚的社会和经济回报，创新已

经被融入到创业之中。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外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创业教育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创新

创业教育支持体系[8] [9] [10]。 
当前，为培养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计算机类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各高职院校从人才培养

目标的确立、课程体系的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双师队伍的建设、实验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等方

面进行了改革和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仍存在诸多问题。1) 培养主体单一，

形成不了完整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链，我国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主要依靠高校，培养主体单一，这根本

不符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规律。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学校、政府、社会

的多方合作，尤其是企业界的积极参与。高校必须开放办学，拓宽培养主体范围，走校企协同培养创新

创业人才的道路。2) 忽视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能力的培养，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重理论轻实践，采取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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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式教学方法，衡量学生优劣的主要标准即考试成绩的高低。秉承这种落后教育理念的结果就是某种程

度上忽视了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能力的培养。高校办学无个性、无特色，十分不利于创新创业人才的培

养。3)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我国多数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不全面，独立设置的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与专业学习的关系不大，导致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不紧密甚至相互分离，学生吸收

的创新创业知识与专业知识独立地存在于头脑中，在实践中无从发挥。4) 教师缺乏创新创业教育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理工科院校的教师大多缺乏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对企业的认识和了解不够深入，虽有不

少教师能，从理论层面上对市场进行分析，但由于缺少激励机制，加上实际情况的限制，教师无条件深

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很少亲自动手编写案例，使课堂教学拘泥于书本或现成的案例材料，教学内容不

能与时俱进[11] [12]。 

3. 改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分析 

3.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一思想，科学定位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创业创造”重要论述的时代内涵，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对人才

培养的要求。借鉴国内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创新创业的思想观

念和实践能力培养，融入到全体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校园文化体系中，融入到人才培养计划的全过程中，

推动全体教师和员工在指导学生实践方面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激发全体学生学习与实践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13]。结合理工科学校发展需要和创新创业人才的

纵向培养过程来明确人才内涵，界定不同培养阶段创新创业人才的元素，制定培养目标。目标群体应分

为两个层次：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整体性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每个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素质；二是结

合高职院校特点，提供创新创业的意愿和潜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提供专项指导和服务。通过分级

创新创业教育，促进创业成果的涌现和创新创业人才的快速成长。1) 开展“普惠式”创新创业教育，全

面覆盖。学校将双创能力培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程和多类型公共选修

课程，并新增第“0”学期课程面向新生开展创新基础教育，增加创新个性化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

新思维与方法。以专业进阶课程使专业与就业岗位紧密接轨，使学生就业与企业双创型人才需求零距离

对接，全面提升学生创新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适合高职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评价指

标体系。2) 推进精英人才培养战略，精英带动。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和精英人才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双创

项目课题研究，鼓励师生参加国内外一流双创大赛、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对具有一定创新能力、创业

想法的学生实施个性化培养，发挥示范带动作用。3) 打造分层分类与支撑发展结合的实践育人体系，实

践支撑。依托大学生科技创新协会等创新创业类社团，开展系列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依托“互联网+”等

创业类赛事，强化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扶持创新创业项目成长；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为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团队提供专项支持；建立“众创帮扶机制”，学校每年投入学生创新项目、竞赛扶持基

金和学生创业基金；依托创业园、师生创新工作室等校内平台，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实践训练，助力学生

“创客”梦想；依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创业学生提供创业辅导、人力资源服务、创业一站式集成

服务、财务咨询、投融资等专业服务[14] [15]。 

3.2. 以人才培养方案引领教学，深化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人才培养大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是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确定人才培养的

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涉及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多

年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得出结论，创新能力是当今社会高素质人才应具备的素质，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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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之一，需要在现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计划中进行评估，因此，在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教学设置。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学校在设置教学时将相关教育理念纳入教学计划，并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设置必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深化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在教学中的作用。为学生今

后更好地开展实践探索奠定自觉基础。学校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创设学习情境，明确学习需求，

强化学习体验，减轻学生认知负担，加强人才培养。他们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为学生

提供智能的动态课程目标，并结合学生的个体特点、基础水平、学习爱好、学习情况，全面分析学生的

心态、思维、学习创造力等。传统的课程目标忽视了学习者的兴趣和“双创”的需要人才培养(表 1)。学

生课程学习的外在动机显着，对自身学习的内在追求相对盲目。此外，课程学习严重偏离实际应用，不

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创新创业课程的核心是学生兴趣。学院要结合创业项目或实际问题，与

高职院校“双创”人才培养目标无缝对接，培养学生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效融合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水平[16]。 
 

Table 1.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double innovation” curriculum objectives 
表 1. 传统课程目标和“双创”课程目标对比 

 设置方式 目标依托 目标追求 学习应用 

传统目标 导师定制 划分专业课程标准 盲目、功利性的课程学习 先学后用 

“双创”目标 智能生成 在解决问题中融入兴趣，获取技能 有使命的课程学习 学用一体化 

3.3. 建设高素质、多元化、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首先，要做好在职教师培养计划，逐步提高在职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指导教师通过学术交

流、项目资助、企业定期研究交流等方式培养创新创业教学骨干。其次，要聘请校内外兼职教师，吸纳

科研人员、企业家、成功企业家等具有创新创业实践经验和能力的人参与创新创业教育，促进创新创业

教育的提高，师资综合素质，确保师资队伍素质[17]。 

3.4.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教育引导教师打破传统角色定位，树立合作、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观念。如何在教师与自然的关

系中把握平等与合作的关系，教师要时时换位思考，尽量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体验课堂教学，营造民主的

课堂氛围。如果教师了解自己的行为对学生的意义，就可以更好地修正自己的行为，实现师生平等合作

的关系。其次，教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倾听他们的意见，理解他们的感受，使教学成为对话、

交流和知识创新的活动。这样，师生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真诚交流、共同探索和交流的平等关系[18]。 

3.5.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 

大力加强实验教学中心和实验室建设，积极引进社会资源，打造校外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推进

产学研深度合作，以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校校、校政、校企协同育人，建立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人

才新机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支撑。创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园，通过提供资金申请、政策指导、

技术鉴定等创业服务，引入企业、创业投资公司与大学生创业基地对接，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19]。 

3.6. 构建与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规划 

1) 拓展通识教育课程，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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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伦理、公共关系、科技发展史等基础课，辅以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现

代社会。 
2) 将创新创业内容融入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要以专业教育为依托，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孤立进

行。在传授专业知识、科学和人文知识的过程中，教师要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创新创业教育中，不断丰富

前沿理论、新技术、新工艺，同时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基础技能实验教学”和“专业能力

综合培养”，有效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3) 加强创新创业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以“创业基础”课程为重点，开设创新创意等基础课程，并邀

请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主讲创新创业教育，教授学生创新创业的基本知识，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此外，

还可开设“市场营销”、“创业风险管理”等技术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创新创业的基本技能[20]。 

4. 结束语 

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是高等院校促进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创业的重要实施环节。引导学生树立创新创

业意识，掌握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成为新时期高等院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关键落脚点。地方高等职业

院校应重点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积极探索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技能的可行性路径，打破应试教

育桎梏，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人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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