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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在目标、内容和作用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二者在融合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偏差。

立足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的内在统一性，优化课程设置，转变教学模式，依托政策环境，促进创

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双向融合，进一步实现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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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college political course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in terms 
of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functions. But there are some deviations between them in the process 
of fus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education of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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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olitical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a, chang-
ing teaching model, supporting policy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ir combination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d compound techn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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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7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出台《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下文简称《方案》)，
这一方案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也是对现阶段思政课

改革创新方向的再次强调，即推进思政课教学的走实走深。关于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从 2021 年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明确思

政课育人场域和维度延展至社会生活中；到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思想

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1]，强调

教学过程是否有效契合学生学习特点和实际，达到预期育人效果，成为现阶段建设“大思政课”的核心

问题。高职院校在面对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目标，需要找准人才培养过程中着力突出职业能力和

综合素质的关键，在新时代更应突出适应职业岗位的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创新素质等综合素养的培育。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高职院校育人课程的重要载体，一方面立足创新创业精神、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

的培养，结合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促进行业启蒙、政策宣讲、市场实践等“硬实力”的提升。同时，又

能有效的达成“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同向同行的育人目标，在学生接受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强化“软实力”建

设，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创业价值观、锤炼理想信念、恪守职业道德等。 

2.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内在统一性分析 

2.1. 教育理念革新的高度自觉性 

思政课围绕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明确教育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高职教育模式下，专业设置贴近行业和市场需求，受就业市场冲击快

速而显著；学生期待快速获取技能、擅长动手实践、实现就业创业目标等特征直接制约着高职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教育理念的更新，泛“指标化”和“功利化”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但在高职教育高质

量内涵发展的大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在与思政课融合之下呈现出教育理念更新的自觉性，回归激发学

生创新创业精神和品质养成的本心。从这一角度上看，两门课程在教育理念上趋向反映现实需要和发展

潮流，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和适应性。 

2.2. 教学模式开展的高度互补性 

高职思政课的主要涵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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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课等，课程体系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并且与时俱进。但受教材政治性、范式化、一体化的影响，

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以传统的“理论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与高职学生青睐的实践性、互动性、活动性

的教学模式有一定差距。而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行业、企业、市场等高度紧密结合，涉及到的教学内

容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采取案例讨论、实地考察、专家座谈讲座等模式具备高度的实践性和互动性，

这与思政课形成高度的互补性。 

2.3. 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一致性 

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经历了“技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

“实用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转变，由最初单一的“职业行业人才”向现在的“复合型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转变。创新创业教育则更为清晰的指向了把学生塑造成“创新创业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开

创型人才”[3]。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其目标就是实现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培

养。从这一角度看，二者的育人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 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融合现状分析 

从 2015 年国办印发有关高校“双创”教育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全国各级高校逐步建

立完善“双创”教育课程体系，并积极推进相关课程改革创新，不断呈现“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更紧密结合”的局面；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如何将思政课程中蕴含的，贴合时代发展的理

想信念、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元素全面融合其他课程教育；再到《方案》中提到“坚持开

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

平台’、建好‘大师资’”。以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为代表的一系列贴近学生专业实际、反映行业人才需

求、呼应职业发展前沿的功能性课程发展迅猛。这些课程与传统、刻板印象中，注重说教、灌输，以教

师为中心忽视实践性的思政课程既形成鲜明反差，又实现有效互补。一方面以创新理念为出发点，以实

践能力为落脚点的创新创业课程，需要思政课发挥“掌舵把向”的导向作用，实现学生学习过程中价值

澄清的最大化，明确创新创业实践的意义、取向和目标；另一方面，思政课在政治理论和思想素质教育

的过程中，也亟待通过创新创业教育等有效载体，实效育人效果的可视、可测、可评，即受教育者精神

内化与行动外化的统一。但在目前二者融合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不足和短板。 

3.1. 学科理念融合存在偏差 

创新创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在高职院校教学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各自为阵”的问题，两门课程在教

学实践中缺乏有机呼应，呈现出不同价值观下的观念冲突、学生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育人效果大打

折扣。比如创新精神和理念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创新创业课程和思政课程融合的主要着力点。思政课倡

导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大学生要重视创新、坚韧、拼搏、耐挫等意志品质的发挥和养成，在价值上则强调

创新创业实践在经济利益之外所赋予的普惠性、奉献性和可持续性。但现实中，大部分创新创业课程的

开展受制于就业指标和创业成功率的要求，片面偏向于知识、技能的传授，对于涉及到精神层面如理想

信念、价值取向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 

3.2. 课程内容融合存在偏差 

各高职院校在课程内容上普遍具有专业性和多元性差异。“专业性”要求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结合

学生专业，开展贴合职业、行业特点的创新创业理论和技能内容进行教学。“多元性”则强调通过课程

体系构建、课程反馈体系构建等将思政课中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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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职业文化、工匠精神、劳动教育等”[4]内容与“双创”教

育结合，以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综合素质的提升。具体到课程则涵盖包括创新创业伦理学、法律法规、职

业道德、心理和哲学等，但课程设置实践中，往往更加重视专业性的教学内容。 

3.3. 评价体系融合存在偏差 

课程评价是基于课程内容、过程及产生效果的价值判断。对于创新创业教育而言，课程评价长期被

创新创业类比赛的层次高低、奖项数量多少，学生创业成功率高低、带动经济收益数据好坏等指标所左

右，以单一的“效果论”为主要评价标准，甚至将课程内容、过程等评价内容进行弱化。而思政课则更

加强调通过融入创新创业精神要素，包括：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工匠精神等，从聚

焦受教育个体“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强化思想观念、精神气质、意志品质、价值取向等育人功能。 

4. 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思政课融合途径分析 

4.1. 优化课程设置，实现课程内容融合 

课程设置中，应以两类课程内容有机互融为着力点，实现二者内容的整合、加工、优化以提升育人

效果。结合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创新创业课程，有针对性的设置专项的涉及规范、伦理、价值观等方

面的课程，着重突出创新创业精神、品质和意识的养成。同时，在思政课程中，结合不同章节针对性的

融入创新创业知识。如在《概论》课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章节中新发展理念中结合大学生创新创

业事迹开展对于“创新”的解读；在《法治》课程“理想信念”章节和法律章节中分别开展大学生创业

精神、大学生创业法律的解读；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在构建现代经济制度背景下对国家“一带一路”

政策、“互联网+”政策等重大政策与创新创业发展的关系进行阐述，既实现了内容的互融多元，也提升

了授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2. 转变教学模式，提升课程效果融合 

在教学模式创新中，从高职学生专业、兴趣和习惯的特点出发，从互动性、实践性和发展性入手开

展教学模式的融合，打破课程间教学模式的弊端，实现教学模式创新，同时兼顾课程间在理论性、规范

性，互动性、实践性的优势特征。在创新创业课程中关于创新创业精神、品质和意识的解读要建立以理

论性为前提、以逻辑性过程、以实效性为结果的总体导向，激发学生对于创新创业过程中呈现的精神、

规范和价值的敬畏之心与尊重之情。同时，在思政课教学善于借鉴创新创业课程富有互动性与实践性特

点，在实践考察、专家座谈和竞赛活动中选择诸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示范企业、特色村落等，进一步

引导学生了解国情、社情和民情，增进家国情怀的培育。通过向其中的企业家、专家、模范人物等开展

交流学习，树立科学创新创业馆，增强创新创业实践的理性意识和科学抉择。 

4.3. 依托政策环境，促进课程创新融合 

针对高职专业设置和就业选择高度贴近市场的特点，要依托思政课程强化学生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层

面重大宏观政策的理性认知和深入了解，比如“一带一路”、“互利网+”、“创新驱动”等政策为创新

创业活动带来导向性的变化，这也直接要求创新创业教育要具备时代性、发展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只有

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培育具备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才能真正确保教育获得感的落地。同时结合高职院校

课程改革创新的要求，把握微观教育政策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用好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和竞赛

类平台，比如在《方案》中提到“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持续组织开展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推动实践教学规范化”，建好用好实践教学基地。教育部会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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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利用现有基地(场馆)，分专题设立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发挥好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

师研学基地的实践教学功能。结合实际，开发模范人物、典型事迹、标志性场域等创新创业教学资源，

与“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有效对接。基于实践基地通过“校企结合、创业导师辅导相结合等教

育方式，促进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及时关注社会需求和社会现状，抓住时代的同步发展和社会

方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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