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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创升级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迎来新挑战，探索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的深化改革，阐明专利教育的内涵

与特征和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特色与要求，明确专利教育引领创新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目前理工科

专业专利教育仍存在专利意识不强、专利认知有偏差；专利平台不完善、专利教育发展迟滞；专业指导

教师缺失、教师专利技能欠缺；专业知识关联不紧密、专利教育课程不完善；学生参与程度有限、专利

内容来源匮乏等突出问题使得创新教育面临新的挑战。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应以切实可行的实施方式开

展，具体包括营造专利文化氛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建立专利教育平台、完善专利激励制度；提升教

师专利教学技能、改善专利教学实践方式；有机结合专业知识、优化专利教育课程体系；加大学生参与

程度、充实专利内容来源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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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aces new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pgrading, and deeper reforms of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majors have to be explore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s 
are clearly articulated,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patent education to lead innovation 
education is clarified. At present, patent education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still has 
outstanding problems such as weak patent awareness and biased patent cognition; imperfect pa-
tent platform and sluggish development of patent education; lack of 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and 
teachers’ patent skills; poorly relat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mperfect patent education 
curriculum; limited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lack of patent content sources, etc. Patent education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 practical way, including creating 
patent culture and enhan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wareness; establishing patent education 
platform and improving patent incentive system; enhancing teachers’ patent teaching skills and 
improving patent teaching practice; optimizing the patent education curriculum b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ncreasing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enriching patent 
content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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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创新创业政策文件的贯彻执行和各类双创竞赛的持续开展，创新创业与双创教育迎来新变

革。创新创业与双创教育升级背景下，探索创新教育的深化改革是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关键问题。阐明专

利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和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特色与要求，明确专利教育引领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的可行

性和必要性，针对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推广实施面临的诸多问题，探索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的实施方式。 

2. 双创升级背景下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的新探索 

2.1. 双创升级背景下创新教育的新变革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国

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32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35 号)等政策文件的贯彻执行，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迎来新升级，国家和社会对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创新创业教育在培养高

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推动高校师生创新创业上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

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随着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和“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双创竞赛的深入推进，高校双创的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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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得到了不断深化发展[2]，打造双创教育升级版，对培养高质量创新型人才、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

率、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创业与双创教育升级背景下，如何正确把握创新教育本质，重塑创新教育理念，明确创新教育

新要求，探索创新教育的深化改革是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创新教育指以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是双创教育的重要组成和核心内容[3]，主要包括创新意识

和思维、创新方法和手段、新技术跟踪和鉴别及新方法接纳和应用能力等方面内容[4]。双创升级背景下

创新教育的本质内涵与基本内容并无根本性变化，但创新教育理念随时代变化而变革，双创升级对人才

的创新培养提出了新要求，高等院校应对原有专业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进行优化，全面提升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水平，把培养适应双创升级环境且具有综合专业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作为创新教育

改革的重要工作。 

2.2. 专利教育对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提升的可行性 

专利教育是创新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具体指在教育实践中普及专利知识、激发专利意识，锻炼

专业技能、提高专利能力[5]。专利教育的开展需把握专利内涵，专利教育的实施应体现专利特征。专利

具备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显著特征，是创新能力与科技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基于大学生创新创

造的专利申请与成果转化理应得到重视。专利与创新具有本质属性一致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创新是专利内容的基础，创新过程存在潜在专利；专利是创新成果的体现，专利的法律状态可保护创新

成果；专利是驱动创新的重要手段，可促进创新技术交流、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理工科专业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为背景，紧密结合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天文和数学等学科，

融自然、科学和科技为一体。专业性质决定了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具有多样性、融合性及复杂性的特点，

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体系根据专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系统构建。双创升级背景下创新教育已经成为理工科

专业的教育教学及学生培养的重点[6]。理工科专业创新创业教育需结合专业特点开展，以专业知识为基

础，以创新能力为关键，以创新精神为核心，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7]。具备专利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是理工科专业培养目标对象。专利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专业

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兴趣和动力，提高学生创新和知识产权意

识，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8]。理工科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引入专利教育，以专利教育引领创新

教育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3. 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的挑战 

专利教育的驱动和创新教育的改革给理工科专业带来了机遇，专利教育的推广实施面临诸多问题，

也给双创升级背景下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带来新挑战。 

3.1. 专利意识不强、专利认知有偏差 

专利意识包含专利主体意识、专利保护意识和专利成果转化意识等，意识是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感

知，意识具备能动作用，专利意识是开展专利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现阶段，理工科专业教师尚未意识到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知识产权和专利意识不强[9]，部分教师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涉及到专利，但未系统

化生成对专业学生的教育手段，难以结合专利开展教学及创新实践。多数理工科专业学生对于专利知之

甚少，对专利的认知存在误区。科研课题、双创比赛和创新项目等项目中取得的创新成果无意识或无渠

道申请专利。专利认知的偏差是专利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知偏差导致了专业教师缺乏专利教育意

识，认知偏差限制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专利的意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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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利平台不完善、专利教育发展迟滞 

专利平台是专利教育的前伸后延，目前很多高校的双创教育体系中没有构建有效的专利交流和转换

平台，缺乏大学生创新实践成果的汇集和转化，进而导致大学生创新的热情大减，严重影响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的实际效果[11]。单一专业更无法完成专利培育、申请、转化和产业化平台的搭建，专利平台不完

善使得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利教育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3.3. 专业指导教师缺失、教师专利技能欠缺 

专业的教学师资队伍是确保创新教育质量的关键，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学生的专利教育中需要专业

教师拥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同时具有足够的专利技能。目前，专利教育师资缺乏，专业创新创业指导教

师多数不具备专业背景，无法将专业知识和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有机结合；从事创新教育的专业教师缺少

专利教育经历，缺乏有效的专利知识和技能[12]。 

3.4. 专业知识关联不紧密、专利教育课程不完善 

掌握专业知识是本专业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基于专业知识的创新成果是专利内容的主要来源，与本

专业知识关联的不紧密是专利教育中呈现的突出问题[13]。以专业教育教学为根基才能激发创新教育的旺

盛生命力，当前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工作和专业课程之间缺乏连接；常规的创新教育采取适用面更广的

宽泛式教学，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完善的专利教育课程体系是专利教育实施的方法保障，现有

创新教育的课程体系立意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热情，所涉专利内容有限；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

中，几乎无专利相关课程设置，尚未构建起完善的专利教育课程体系。 

3.5. 学生参与程度有限、专利内容来源匮乏 

学生参与程度是判断专利教育效能的重要因素，学生在专利教育实践中的参与情况体现着其对专利

的兴趣程度，反映学生的专利意识与专利能力[14] [15]。现阶段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中学生参与程度有限，

与当前双创背景下创新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参与能力建设上仍然存在着明显

的差距。专利教育中学生对专利兴趣度不高，在专利课程与实践期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畏难情绪和功利

思想；再加上学生创新基础薄弱、思想局限等方面因素影响，专利内容来源匮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专

业创新教育的实施与发展。 

4. 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的实施方式 

针对现阶段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应以切实可行的实施方式开展，

具体包营造专利文化氛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建立专利教育平台、完善专利激励制度；提升教师专利

教学技能、改善专利教学实践方式；有机结合专业知识、优化专利教育课程体系；加大学生参与程度、

充实专利内容来源等举措。 

4.1. 营造专利文化氛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 

浓厚的知识产权文化和专利申请氛围是确保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有效开展的支撑，培植专利与专业

创新领域契合的文化土壤，普及专利基本理念，拓宽专利传播渠道，促进专利文化认同，将知识产权和

专利文化融入专业文化之中。 
开展专利培训、专利撰写、专利经验分享等活动，持续营造专利文化氛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发

挥科技创新社团和先进同学的能动性，普及专利知识，开展专利讨论，把专利信息和知识融入学生的学

习与日常生活。建立学生创新作品和专利产品展示教室，激发学生专利热情，增强专利信心，带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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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造，申请专利争取授权，营造良好专利申请氛围。 

4.2. 建立专利教育平台、完善专利激励制度 

借助创新创业和知识产权政策支持，在已有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实践基地基础上建立创新创业基地，

推动校企合作，加强专利产品化。积极构建有效的专利教育、专利成果交流和转化平台，促进大学生创

新项目成果转化，鼓励知识产权资本化。依托现有专业实践场地、创业孵化平台和科研条件，为学生项

目提供科学研究和创新训练场地，加快高校创新项目和专利后备人才的培育。 
健全完善的专利激励机制是专利教育有效开展的制度保障，专利激励制度构建和完善可从精神奖励

和物质奖励两方面制定，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中可将学生专利授权抵消选修课学分，专利受理也应给予一

定奖励以鼓励学生申请专利，同时在学生评奖评优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制定完善的学生专利奖励规则，

可对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软件著作等专利教育成果给予相应金额的奖学金奖励。 

4.3. 提升教师专利教学技能、改善专利教学实践方式 

专利教育对教师的知识产权教育及专利教学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专业教师开展知识产权和

专利教育，聘请专业人员进行知识产权与专利的系统培训，提升教师专利申报实务技能和专利教学技能。

开展创新教育和专利教育师资培训，强化专业专利教育师资队伍培养，提高教师专利知识水平和自主创

新能力，培养“创新型”、“专利型”教师。通过培训切实提高专利及创新教育教学和实践指导的能力，

提高专利及创新教育教学和实践指导水平。 
进一步改革专利实践教学方式，与企业生产充分衔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与专利知识时有更加

全面的专利教育体系。开展校企合作，引入与专业相关、具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企业。

提供实训基地并为教师与学生设置相关的实训岗位，教师利用实训基地开展专利教育，专业理论与专利

知识充分联系现实企业需求，学生最大程度地模拟企业生产与创造，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学生自主

创新的意识，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与专利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对创新创造和专利相关知识的理解。 

4.4. 有机结合专业知识、优化专利教育课程体系 

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的实施需要专业教师投身创新教育实践，将专利与专业结合起来。创新教育课

程体系中不可笼统地开设创新教育课程，要基于专业实际就业需要和创新技能要求来设计相关专利教育

课程，确保学生能够在扎实专业基础上学习有助地于自身未来发展和就业技能。创新教育类课程授课中，

除讲授创新方法以外，应规划学生在专业知识基础上，拓展创新得到新的发现或创新作品，专业教师指

导培养后筛选出高质量作品申请专利。将专利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作为专业课程的组成与考核部分，

将学生根据专业知识提出创新撰写而成的专利交底书作为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的考量办法，专利的数量和

质量可作为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 
优化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教育，加大面向创新需求的实践训练，针对专业方向与专利不同权利间的关

联程度，设置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实务课程等相应的专利教学模块，将教学内容与各专业领域知识紧

密结合。专利教育的课程主要涉及专利检索、专利写作、专利申请流程以及知识产权相关基础知识。把

专利教育变成与专业课程并列的必修课程，与创新创业类课程互为补充。 

4.5. 加大学生参与程度、充实专利内容来源 

专利内容是专利教育实施的抓手，加大理工科专业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和学科竞赛的力度，提高学生

创新能力累积专利内容，检验专利教育成果以保证充实的专利内容来源。科研课题通常对专业前沿理论

开展创新性研究，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创新理论、技术方法和新型设备可作为专利内容来源。鼓励专业学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7272


柯柏婷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7272 1838 创新教育研究 
 

生参与各类学科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与创新精神。目前，高校每年

开展的常规创新性竞赛有：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

级双创竞赛和各学会双创竞赛等。理工科专业相关的行业竞赛有：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

生力学竞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大学生机电产品创新设计

竞赛、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过程控制仿真挑战赛、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

大赛等。比赛中适合专利申请的作品经评估后可大大增加学生专利内容的来源。 

5. 结论 

1、双创升级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迎来新变革，探索创新教育的深化改革是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关键问

题。理工科专业创新教育特色要求与专利教育的内涵与特征的一致性表明，理工科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中引入专利教育，以专利教育引领创新教育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2、双创升级背景下专利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巨大挑战，目前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仍存在专利意识不

强、专利认知有偏差；专利平台不完善、专利教育发展迟滞；专业指导教师缺失、教师专利技能欠缺；

专业知识关联不紧密、专利教育课程不完善；学生参与程度有限、专利内容来源匮乏等突出问题。 
3、理工科专业专利教育应以切实可行的实施方式开展，包括营造专利文化氛围、增强知识产权意识；

建立专利教育平台、完善专利激励制度；提升教师专利教学技能、改善专利教学实践方式；有机结合专

业知识、优化专利教育课程体系；加大学生参与程度、充实专利内容来源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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