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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为例，将共生理论应用于高职院校提高“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的效果提升路径中，搭建学校、企业、教师、学生的一体化共生环境，通过以学校为主体，打造

鼓励创新创业的平台；提高专任教师的创新创业素质，培养创业导师；提高学生的参赛热情和参赛能力；

提升合作企业的大赛参与度，构筑以企业为平台的创新创业基地等方式提高大赛的参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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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form of Zhuhai City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to build an integrated symbiosis environment for schools, enterprises, teachers and stu-
dents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and create a platform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 by taking schools as the main body.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 of full-time teachers and train entrepreneurship mentors;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in the competition, 
and build 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se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enterprises to im-
prove the competition effect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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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生理论最初适用于解释生物学界的现象，阐述不同物种的有机体主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与新

的生物种群融合共生的过程。后来，共生理论被应用于人类社会中，解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

之间的互相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1]。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将共生理论用于分析高职院校提升“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效果的路径中，通过优化共生环境，搭建学校、企业、教师、学生的一体化共生环

境，丰富了共生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同时，为提升高职院校“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参赛效果

提供新的策略视角和实践建议。 

2. 创新创业教育与“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创业教育是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号召，打造适应时代发展、富有创新精神、敢

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

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及《关于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了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任务和措施，要求进一

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018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

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同时在意见中强调必须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训，由此掀开了全社会的创新

创业新高潮。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是检验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成果的重要平台，大赛的

评审规则是国家推进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指标[2]。大赛自 2015 年举办首届以来，到 2022
年已是第八届。前七届大赛累计 603 万个团队的 2533 万名大学生参赛，实现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的贯通。在 2021 年的第七届大赛中，共有来自国内外 121 个国家和地区、4347 所院校的 228 万

余个项目、956 万余人次报名参赛，参赛项目数增幅达 55%，参赛人次增长 51%，已经实现内地院校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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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全覆盖、教育全学段参赛全覆盖、世界百强大学参赛基本覆盖的局面，大赛的参赛申报人必须为普通

高等学校或职业院校在校生及毕业 5 年内的毕业生、普通高级中学在校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覆盖

人数最广、影响最深远的综合类竞赛。目前大赛设置了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

萌芽赛道及产业命题赛道。职教赛道自 2019 年第五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起设立，主要为推进职

业教育领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和发展，鼓励和吸引更多职业院校学生进入创新创业队伍，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能型工匠人才。根据 2022 年第八届大赛通知，高教主赛道分设本科生组及研究生组，其中本科生组

的参赛项目负责人及项目成员均必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而职教赛道的参赛对象是职

业院校(包括职业教育各层次学历教育)及国家开放大学学生。换言之，高职院校的学生既可以参加高教主

赛道中的本科生组，也可以参加职教赛道，参赛机会相对更丰富。但在第七届大赛高教主赛道中，金银

铜奖总计产生 2105 个获奖项目，但其中高职院校获奖仅 48 个项目(含推荐项目获奖)，占比仅为 2.28%，

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高职院校的参赛项目根据自身的条件自主选择参加职教赛道，避免了与本科

院校的直接竞争，也有可能是参加高教主赛道的高职参赛项目在项目水平上与本科院校的项目水平存在

一定差距，因此获奖的高职项目数量相对较少。 

3. 高职院校参加“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现实困境 

为了有效地探索高职院校双创大赛的效果提升路径，本文基于共生理论剖析政府、行业、企业、学

校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双创”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不同定位与需求，以期为高职院校提高双创大赛参赛效

果提供理论建议。虽然提高双创大赛的参赛效果是学校的迫切需求，但是根据共生理论，要提高高职院

校的参赛效果绝不能仅仅依靠单个主体的努力，而是需要依靠多个主体的互相协作，共同努力，才能达

到目的。要提出策略，就必须先识别现实环境。双创教育是高职院校推动高阶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是检验高职院校双创教育成果的重要渠道。高职院校参加“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的现实困境有如下方面： 

3.1. 高职专业教师双创项目培育能力不强 

专业教师对创新创业竞赛政策的敏感度较高，期望通过指导学生参加双创大赛获得职称上的晋升，

因此常常有强烈的愿望带队参加大赛。但由于教学任务的繁重，反而对社会的真实商业环境缺乏深入认

知和实践经验。双创教育是一个专业性和实操性极强的内容，需要教师除了具备相关理论知识还要有从

事创新创业的实践经历。但是高职院校的大部分专任双创导师却往往缺乏创业经验或企业高层管理者从

业经验，双创项目的培育能力不强，导致创新创业成为纸上谈兵，影响项目的参赛质量，难以在大赛中

拔得头筹[3]。 

3.2. 高职院校对双创大赛的管理和激励机制不完善 

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很多高职院校都设立了创新创业学院，非常重视创新创业课程以及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的成绩。但必须要配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激励机制才可以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参

加大赛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完善的管理和激励机制，很容易使得参加双创大赛成为一种自发行为，同一

学校甚至同一学院内在大赛的选题、备赛过程中存在诸多重复性劳动。由于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在项

目立项、备赛、比赛、结项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统一管理，不同指导老师之间在争夺项目资源、

学生资源之间造成矛盾，因此降低了项目的备赛质量，最终导致大赛的项目质量难以显著提升。 

3.3. 高职学生的参赛热情与参赛能力有待提升 

高职院校学生由于自身专业水平的影响及创新创业意识的缺乏，在寻找创新创业项目的过程中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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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盲区，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指导则容易错误地判断项目的成果及可实现性。客观而言，高职

学生整体而言与本科院校学生在学术理论水平、资料的搜寻整理分析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在

组建参赛队伍的过程中，高职院校不同于本科院校，没有研究生院，也不太可能吸引到硕士生、博士生

来参与到高职院校学生的参赛项目中，项目负责人往往是基于自己的人脉来邀请同学参加自己的队伍，

而非基于能力结构和学科互补等原则。总而言之，以上参赛能力的欠缺往往导致同学们难以在参赛效果

中获得突破，进而又影响了同学们的参赛热情。 

3.4. 合作企业对大赛的认识程度和参与深度不足 

虽然全社会都在期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成果，但是社会和企业往往都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和参加此

类大赛是学校的事情，并没有意识到企业的参与对提高大赛效果往往非常重要，而且对于企业也是合作

共赢的事情。企业作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经营性主体，必然思考参加双创教育成本与收益。对企业而

言由于没有接收到明显的双创教育收益信息，则企业不会轻易地付出相应的场地、技术与资金等资源，

因此影响了企业对大赛的认知与参与度。但是若缺乏企业的支持，则参赛项目难以在商业效益、技术水

平等方面得到切实的提升。 

4. 基于共生理论的高职院校双创大赛效果提升策略 

根据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及《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集聚创新创业教育要素与资源，统

一领导、齐抓共管、开放合作、全员参与，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生态环境”[3]。但

综观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双创教育成果与双创大赛比赛成绩，不难看出当前双创教育各利益主体之间各自

为政，双创人才培养理念碎片化，双创大赛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共生理论为依据，我们提出了以下

的大赛效果提升策略。 

4.1. 以学校为主体，打造鼓励创新创业的平台 

高职院校是高职学生双创教育的主阵地，因此必须以学校为主体，通过综合性改革，在人才培养机

制、管理体制等方面深入创新，促进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相对接，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各高

职院校可根据自身的资源出台有关创新创业大赛鼓励和引导政策，构筑基于科研、教育、培训于一体的

创新创业平台，引入企业资源和行业资源，搭建好学生项目与社会合作的桥梁，以企业资源和行业资源

帮助学生项目进行发展和提升，以协议共建的方式孵化创新创业项目，完善校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推进创新要素流动，利用政府对高校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项目创新和创新创

业大赛，破除阻碍创新创业发展的障碍[4]。 

4.2. 提高专任教师的创新创业素质，培养创业导师 

在高职院校中的参赛项目中，指导教师常常由专任教师承担，创新创业学院的专职创业导师作为辅

助指导教师参与项目，因此提高专任教师的创新创业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大部分的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的

理论知识都非常充实，但是他们往往没有真实的创业经验，因此在指导创新创业项目的过程中会显得力

不从心，而且缺乏对商业项目的市场敏锐度。学校可以通过提供各种培训项目或者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倒逼老师深入地认识商业社会，最好能参与运作真实的商业项目，同时也要深入了解创新创业大赛规则，

提高指导大赛的能力和敏锐度[5]。促使教师在指导大赛提升学生项目水平的同时也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

能力和大赛指导能力，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而且在指导大赛的过程中，最好能汇聚集体的智慧进行项

目谋划，这就需要学校的创业大赛项目激励和管理制度作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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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学生的参赛热情和参赛能力 

学生作为参赛的主体，他们的参赛热情和参赛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若是参赛能力不足，每次都不能

获得理想的成绩，自然会影响他们的参赛热情。但是若只有一腔热情而能力不足，往往会在比赛过程中

失望而归。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想法设法提高高职学生对创新创业大赛的参赛热情和参赛能力。参赛能

力的提升有赖于学校和教师的培养，从参赛目标、项目调研、项目立项、项目运行等全过程给予指导。

而参赛热情的激发则不仅仅依靠于某一位或两位教师的努力，而是要积极利用新媒体新手段宣传大赛，

在全校范围内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灵感，提升同学们对大赛的关注度

和参与度。 

4.4. 提升合作企业的大赛参与度，构筑以企业为平台的创新创业基地 

企业的参与度对于提高参赛项目的质量与技术水平非常重要，因此学校必须对合作企业传达明确的

有关双创教育收益的信息，吸引企业的关注，提升合作企业的参与度。在项目的立项、调研、运营等过

程中，积极寻求企业的支持。在更广泛的范围中，高校构筑以深度合作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创业基地，帮

助更多的学生项目找到资源。企业以此平台为基础进行创新试验，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也可

以为企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以确保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适应企业的需求。 

5. 结语 

共生理论虽然最初应用于生物学，但是如今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可以由此明确学校、教师、学生与

企业的共生关系对于提升职业院校“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效果非常重要。本文在共生理论视角下探

讨职业院校参加大赛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职业院校的大赛提升效果路径，以期为提高职业院校双创教

育质量提供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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