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4), 1245-1251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69  

文章引用: 张艳雯, 范毅, 陈芸生. 基于学科竞赛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4): 1245-1251. DOI: 10.12677/ass.2022.114169 

 
 

基于学科竞赛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双创教育与专

业教育融合研究 

张艳雯，范  毅，陈芸生* 

南宁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2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12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19日 

 
 

 
摘  要 

双创教育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双创教育存在体系有待完善、双创教育内容

与专业教育衔接不够密切、师资队伍不健全、专业课堂的双创教育融入度低等不足。本文分析了国内外

双创教育的内生价值、双创教育的师资团队、国内借鉴国外经验的研究特色、双创教育体系等问题。提

出建立融合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平台、考核方案、校企合作的专业特色的双创课程体

系，搭建创新创业活动支持、师生互动讨论、学科交叉组队等三类专创融合平台，建立师生激励机制，

通过内培外引建立专创一体的师资队伍。为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提供理

论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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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but the exis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has the deficiency 
of imperfect system, inconsiste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
cation content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mperfect teaching staff and low integration of the en-
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lassroo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
dogenous value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eaching 
staff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system. 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urriculum system that integrates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e 
platform, assessment scheme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t not only builds three kinds of 
integration platforms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teractive discussion be-
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ross-disciplinary teams, but also establishes an incentive me-
chanism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stablishes a teaching team that integrates specialty and 
innovation through internal training and external introduction. It aims at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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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和国家

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1]，高等教育研究热点不断涌现。近年来在国家及政府

的广泛关注下，高校与双创相关的文件不断密集，与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的政策与制度不断出台。先后启

动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大学生培养模式创新示范区等项目，旨在促进创新、创业和管理领域高

层次人才的培养[2]，提升高校的创新实践工作水平，以促进高校自主创新，促进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上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创业引领计划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积极性增加、就业成效明显，同时通过强化高校双创教育，把高

校毕业生的就业促进计划落实到位[3]。 
学科竞赛是针对学生对某一学科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展的竞赛，是把课内外

实践教学有机衔接，以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与动手能力、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的人文精神、创新创业

实践能力的有效载体。因此，学科竞赛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创新性、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要

以学科为重点，以重点资助高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影响和广泛参与的各种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兴

趣与创新能力，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学科竞赛强化了教和学的互动，近年来被政府、学校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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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重视与青睐。但由教育部与高等院校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

明确指出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专业教育脱节，这是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不容忽视的突出

问题。 

2. 交通与物流专业群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南宁学院交通学院的交通与物流专业群拥有汽车、交通、物流类三个本科和三个专科专业。交通与

物流专业群从成立至今，一直践行学校的应用型、开放式与新体验的办学理念，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

线，已经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存在以下共性问题。 

2.1. 课程体系有待完善 

教学内容陈旧，普遍以传授知识为主，教学方法普遍以课堂讲授为中心，实习时间安排不好，缺乏

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实验、实践课，缺乏实践教学手段和实战基地，学习主动性不高；缺乏系统的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实践能力薄弱成为制约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2.2. 教学队伍不健全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但对创新创业教育老师要求更高，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长期的实战经

验。目前，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开设了不少的课程，且配备了指导老师，但以非专业的辅导员、行政人

员居多，而专业课教师参与双创教育较少，甚至不少专业课教师认为双创教育不属于本职工作，没有往

双创教育发力的念头。因此，不少老师具有不了解、不参与、不积极的特点。 

2.3. 双创教育融入度低 

在课堂上，专业教师教学理念陈旧[4]，重专业知识传授，缺乏创新意识、创业训练的培养，创新创

业思维引导不足，双创思想融入存在薄弱环节，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存在守旧的思想。 
总之，双创教育并不是按照单一学科的课程体系展开教学，而是要结合地区经济需要与专业建设、

具体专业课程的教学等方面的需求，结合学科与专业的特点与创新创业的特殊性，把创新创业的内容与

学科、专业相结合，并将其进行系统化，以使其在学科和专业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实践。依据上述理念，

依托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的创新创业融合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本专业特色，需依托该学科的课程体系

之中，结合专业优势、课程特色设置教学内容，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嵌入教学内容，将这种融合教学内容

和专业特色设置在一起，才能使双创教育形成鲜明的融合效果。 

3. “双创”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认为“双创”教育能推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率，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双创”教育是新生产力，形成了大批有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人才[5]。国外高校创业师资包括创业家、

初创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创业风险投资家、创业辅导专家，认为“双创”教育师资应该专门培训并进行

甄选，同时要求能够进行理论课和实践环节讲授[5]，从而使教师能够对创业实践做到对学生的基本职业

素质进行把握、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与双创水平、激发学生创业兴趣等方式。 

3.2. 国内研究现状 

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教育发达，相关高校的很多做法值得借鉴与消化，成为“双创”教育国内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69


张艳雯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4169 1248 社会科学前沿 
 

学者的研究热点，如王一川教授认为美国“双创”教育具备普及性、聚焦式的双重特色，极具实践性；

游振声教授从美国“双创”教育的课程及项目等方面，对美国的双创教育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6]；
罗涤等认为澳大利亚高校在课程教学、智慧管理、师资建设等方面具有完整体系，形成了各自的特色[7]。 

王永祯认为，在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培养方面[8]应注重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并

注重设计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同时还要注重对学生的心理品质和素养的培养，设计方案应以学生自主创

新理念、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培养为主线，并在学生心智和素质方面重点强调整体布局、设计思路。在

系统、综合性、理论和实践课程的基础上，以“双创”教育课程体系为核心，以融合学科中的专业课程

与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同时要突出大学生的双创教育的保障体系，积极构建起由政府、社会及学校三

方组成的完整的师资队伍，以满足大学生双创教育的需求。 
国内的高校在师资、政策、课程、教学的单一环节和综合协作、系统推进等方面均有所不足，以及

国内外经验的适用性研究、系统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均有较多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理论研究不

够深入；第二，缺乏系统性研究；第三，缺乏实证性研究。尤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将双创教育理念与

地方经济有机统一起来，融合本地经济，与具体的专业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如何以课程内容驱动教学方

法的改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研究还较少。 

4. 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研究方案 

4.1. 建立专业特色的双创课程体系 

将“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中对应的竞赛项目与课程群组结合，赛项专业与共性结合，课程与

竞赛融合。重塑面向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教学内容，以“产品创新设计”能力培养为核心，进行课程再

造和教学设计。遵循“系统集成、前沿技术综合设计、分层渐进”原则。通过提升基础理论、工程应用、

产品设计思维与表达，将创新能力训练融入教学环节每个环节之中。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及早性、渐进

性、工程性。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平台、考核内容、校企合作等方面建立专业特色

的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课程体系。 
融合教学理念。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重点，在课程设置上坚持以创新创业教

育为通识课程[9]，并且重点开设创新创业培训和创业咨询两种教学方式。 
融合教学内容。针对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优化，把创新创业教育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10]，

并以竞赛项目为载体，对创新性课题的选题进行自主探索并在创新性的实践环节中引入兴趣驱动，通过

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手段对专业课程内容选择的引领作用，把做、学、创融为一体，激发学生的创意，发

挥更多的动手能力。 
融合教学方法。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针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讨

论式、探究式、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方式[11]，以提升学生的兴趣，归还学员的主动权，教师的理

论指导结合学生的动手实践，让他们既能熟练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12]，又能提升实践能力，进而提升

学生的动手能力。 
融合实践平台。构建融入本课程中的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技能实训–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集，以满足大学生的创新性创业教育需求，开放式实验室、大师工作室、研发项目、制作工具及工作台

等基本设施为依托，配备科技项目及产品制作工具和工作台等基本设施，为交通与物流专业群师生进行

学科竞赛提供强有力的硬件环境。鼓励学生创新性实验课，在实验课的安排上引导学生自由发挥，积极

建言献策，解决实际问题，转变被动实验课为主动探究实验课，通过灵活多样的大学生竞赛活动，营造

浓厚的创新氛围，激发学生积极向上、自我发展的热情与动力。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69


张艳雯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4169 1249 社会科学前沿 
 

融合考核方案。创新创教育与专业教育在融合的需求下，必须构建起符合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理论掌

握程度的双创考核评价模式，不仅要检测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理论掌握程度，还要考察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和创新创业的素质水平[13]，还需要构建起灵活的教学考核体系，针对不同的课程设定考核权重不同，保

证真实反映学生的素质与技能的综合水平。 
拓展校外校企合作。紧密联系区域经济，依托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源正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苏宁物流集团等地方企业建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合作，进一步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以网络平台展现学生创新创业发展成果，科学评估其创业实绩，及时发现创业团队和

创业项目，深入企业开展实践，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行业发展前沿动态，熟练掌握企业管理和运作。实

现课堂理论知识向实际应用方面转变，树立岗位责任意识并锻造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升创业功能。 

4.2. 搭建深度融合的支撑平台 

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上，从咨询宣传、团队搭建、师生交流三个方面提供支持。通

过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建立学科竞赛宣传渠道，及时发布竞赛信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建立师生互动讨

论平台；在学科竞赛中，利用不同学科、专业的优势，建立互补型竞赛团队。 
创新创业活动支持平台。搭建创新创业活动支持平台，帮助学生开展相关的学科竞赛，以及创新创

业活动中政策咨询等相关业务，及时宣传各类学科竞赛情况，力争做到将各学科竞赛中的知识点融入其

中，为有意向参赛的同学提供详细的平台支持。 
师生互动讨论平台。搭建师生互动讨论平台，形成学生创新创业的环境，加强学生互动交流，为学

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指明方向，提供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提高学生的信心与动力。 
学科交叉组队平台。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跨科类、跨组态的交叉领域往往是创新的来源，搭建学

科交叉平台，鼓励各专业学生交叉融合、强强协作，团队成员互相信任、充分调动各专业同学的积极性

[14]，发挥长处、挖掘特长的积极性组合。 

4.3. 制订长效的师生激励机制 

二级学院的双创教师在学校双创实践活动管理办法的背景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二级学院的双创师

生激励机制。如双创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在评比优秀学生、评定奖学金、推荐就业单位时[15]，可优先考

虑；教师评职称、年度考核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等。 

4.4. 形成专创一体的师资队伍 

构建具有深厚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创业经验、创新思维和创业技能等高素质人才群体，建立一

支具有丰富创业实践经验、扎实专业基础和深厚社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师资队伍，融合课程、融合实践，

既能在传授教学过程中引入专业发展前沿、行业实践动态，又能使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够具有扎实的

专业基础。同时积极引进具备行业背景和工程背景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5]，完善师资交流，聘请企业专

家作为创业导师，依托校政企合作单位聘请政府机关创业工作负责人、创业成功人士以及企业家等担任

创业导师。 

5. 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实践成效 

经过研究与实践，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提高了南宁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

影响力。 

5.1. 课程群组与学科竞赛螺旋融合的教育理念得到实施 

通过专创教育融合的实践，专业课程群组与学科竞赛螺旋融合，以学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为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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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专业课程学习同时，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取得较好成绩。参加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

能汽车竞赛华南赛区赛获二等奖 3 项，为本赛区的广西参赛高校中唯一一所所有参赛组别全部获奖高校；

参加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华南赛区赛获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广西赛区竞赛获三等奖 1 项。通过课程集群的引领作用，学生获得“大创”项目国家级 6
项、自治区级 8 项。指导学生申报并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 件。以“大创”项目或学科竞赛形成的毕

业设计达到 61 人次，占比 43%。 

5.2. 专业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深度融合的成果丰硕 

团队成员在创新教育、专业教育、学科竞赛等领域获批的教改项目广西区级 2 项，校级 2 项，形成

了立体化的“专、创”融合理念及系统化的实施路径。团队教师申报专利 30 余件，发表“双创”相关论

文 6 篇，编写了《汽车发动机机械系统检修学习手册》《汽车构造实训学习手册》等 4 本实践教材。通

过项目的建设与实施，带动了系列课程建设，获得南宁学院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的有《汽车构造》《汽

车电器》《零件测绘》《汽车保险与理赔》。 

5.3. “赛、研、专、设”全程贯通的育人模式得到推广 

课程群组与学科竞赛螺旋融合“赛、研、专、设”全程贯通的育人模式在南宁学院交通学院汽车服

务工程、物流工程、交通运输 3 个本科专业得到实施外，这种良好的教学模式还推广到土建学院、机质

学院等相关专业的教学实践。 
例如：机电与质量技术工程学院的电气类专业以《PLC 与电气控制》课程为切入点，指导学生参加

电气电子学生竞赛，获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2 项，广西一等奖 2 项；指导学生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项目，指导学生进行项目实施，帮助学生完成项目，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融入学科竞赛主题

到课程设计，不断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指导学生进行专利申请，提升在校大学

生的专利申请水平。 

6. 总结 

本文以南宁学院交通与物流专业群为研究对象，以大学生竞赛为载体，研究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

育的融合，通过融合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平台、考核方案及拓展校企合作，建立具有

专业特色的双创课程体系；通过搭建创新创业活动支持平台、师生互动讨论平台、学科交叉组队平台为

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支持；通过建立师生激励机制，调动师生参与双创教育的热情；通

过优化师资结构，内培外引建立一支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为一体的师资队伍；丰富当前创新创

业教育的研究领域，为我国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能使

南宁学院交通与物流专业群学生收益，且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性，可以为我国高校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

育的融合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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