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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开放大学创业课程教学中现存问题，运用知识链管理相关概念构建以核心技能为导向的教学评价体

系，提出随时了解学生对课程知识点、技能点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以

四川开放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创业教育》课程为例，对课程所有知识点、技能点进行梳理，形成核

心技能链并制定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以知识链对学生学习全过程进行跟踪，提升学生创新创业核心技

能。通过两个学期的对照研究，该评价体系提高了学生认知，有助于更好对创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发

现问题也能反馈促进教学的改进，较好地实现了以全过程、系统课程评价课程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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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 in open universitie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se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1.104042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1.104042
http://www.hanspub.org


吴文嘉 
 

 

DOI: 10.12677/mse.2021.104042 349 管理科学与工程 
 

this paper us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knowledge chain management to build a teaching evalua-
tion system guided by core skills, and puts forwar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mastery of course 
knowledge and skills at any time, adjust teaching methods in tim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rse 
teaching. Take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urs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 of Si-
chuan Ope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sort out all knowledge points and skill points of the course, 
form a core skill chain, formulat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track the whol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chain, and improve students’ core skills of inno-
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semester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es students’ cognition, helps to better master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inds problems, feeds back and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and better realizes the 
whole process and systematic curriculum evalu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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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开放大学办学系统创新创业教育相对滞后，大多分部、学院未开设创新创业课程，缺乏系统的就业

指导和培训实践。研究团队针对开放大学创业课程教学评价现实存在的问题，构建了基于知识链跟踪与

核心技能导向的复合的开放大学创业课程评价体系。该体系逻辑性和专业性强，有数据实证分析等特点，

可操作性强，能够实现以全过程、系统课程评价课程教学的目的，进而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2. 创新创业工作现状 

近年来，国家开放大学总部高度重视双创教育工作，在“十四五”规划报告中明确提出，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实施“创优提质”，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从

综合研究情况来看，开放大学系统对于创新创业教育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2.1. 创新创业教育观念弱化 

作为成人高校而言，开放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观念较弱，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对双创越来越重视和各

项鼓励双创政策的出台后，才逐步重视。2020 年四川开放大学为开展工商企业管理等文经类专科专业教

学实践性改革，才开始开设《创业教育》课程。 

2.2. 师资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教学资源匮乏 

缺乏国家开放大学特色的创新创业教师团队。通过调查数据，既懂理论又懂实战的双创专业教师很

少。开放大学体系内基本都由经济管理类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程任课教师。教学环节“重理论，轻实践”，

难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要求。 

2.3. 教学形式简单，缺乏评价机制 

当前开放大学系统主要依靠面授方式开展创业教育的教学工作，辅以创业讲座，形式简单，缺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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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实操，普遍教师认为成人学生在学校学理论就行不需要实操。缺乏完整、系统的创业教育评价机制，

学习支持服务欠佳，很难保证学生学习效果。 

3. 基于知识链跟踪下的核心技能导向教学评价体系 

3.1. 知识链概念及特征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正日益成为企业独特的资源，成为企业核心能力的源泉。正如野中郁次

郎(Ikujiro Nonaka, 1991)所言：“在一个只有不确定才是确定的经济中，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必然资源是

知识”[1]。随着社会发展知识更新加快，企业自有知识储存不够，越来越多的高校、企业、研究院甚至

竞争未保持竞争优势携手合作。在知识的流动中，持续吸收并和创造新知识，知识在组织中的流动就形

成了知识链。随着全球一体化，知识链不断助力于提高企业竞争。未来的竞争将是知识链之间的竞争，

在企业实施知识链管理越发彰显重要。知识链(Know ledge Chain)是指以企业为创新的核心主体以实现知

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为目的，通过知识在参与创新活动的不同组织之间流动而形成的链式结构[2]，具有以

下特征： 
1) 不确定性。市场竞争会给知识链带来不确定性。当组织违约退出知识链，尽管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维权，但核心技术的流失将会造成整条知识链的断裂，其损失很难估量。 
2) 复杂性。不同的组织构成了不同的知识链，大量的知识链构成了复杂的立体空间知识网络。知识

链作为知识网络的基本单元。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链的结构越来越复杂[3]。 
3) 动态性[4]。知识链上的知识在组织中是动态流动。各组织作为节点，不断输出与输入知识。知识

链只要存在，知识的流动就会不停止。 
4) 价值增值性[5]。知识的流动是知识价值实现和存量增长的重要方式。知识链的成员创造出新的知

识，既促使了知识发展，又实现了知识增值。 

3.2. 教学评价体系构建设计 

基于知识链跟踪下的核心技能导向教学评价体系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评价基础、评价方法、评价

成果和评价作用。 
1) 评价基础。为了系统全面对开放大学创业课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团队将过程评价、动态

评价、节点评价融合到评价基础的设计当中。首先，将一门课程看成一条知识链，其中由多个知识环

组成，知识环又由多个知识点组成。把课程的每个章节内容分解为知识环和知识点，将教学全过程进

行分割和细化，确定每个学时对应的知识点，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价标准，并给出知识链评价标准过程

图[6]。 
开放大学的学员大部分为成人在职人员，他们通过《创业教育》课程在全面学习了解创业机会、市

场分析、运营模式、人力资源、财务融资、计划书等创业必备知识外，更需要掌握创业实操核心技能，

因此，每个学时的课堂教学背后都应该有对应支撑的核心技能。研究团队以四川开放大学《创业教育》

课程为例构建了核心技能知识雷达图(如图 1 所示)，根据课程各章节对核心技能的要求来制定链条的测定

标准。核心技能雷达图要与知识链相耦合，确保核心技能需求与教学支持一致。 
2) 评价方法。开放大学的学生是评价主体，学习中心、教师、企业也共同参与到教学中。采用核心

技能导向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全过程跟踪教学评价方法。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核心课程知识链实现全程跟

踪，通过知识链跟踪的方式对教学进行及时评价。首先通过学生自己来自评，再由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

也可引入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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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Knowledge chain-knowledge ring-knowledge point”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urse 
图 1. 《创业教育》课程“知识链–知识环–知识点”模型 
 

 
Figure 2. Radar chart of students’ core skills in entrepreneurship course 
图 2. 学生创业课程核心技能雷达图 
 

3) 评价结果。在分析研判评价结果的时候重点从两点来看：第一流程简单，方便学生快捷操作；第

二结果清晰，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非常了解。通过雷达图就能对评价结果以课程知识链跟踪线方式呈

现。基于核心技能对教学进行评价，成果为核心技能雷达图(如图 2 所示)。 
4) 评价作用。从学生、学校、教师三个层面开展《创业教育》课程教学评价。学校领导层通过评价

的结果就可以全过程动态对教学过程进行跟踪，找出差距短板，以评价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教师层面，可以对教学效果直观的了解，对课程教学合理科学安排，使教学内容和资源安排围绕“教

学–测评–实践–创新”主线，为开放大学的学员提供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全过程支持服务。学生层面，

提高自身内在学习动力，通过对学习过程的自评，及时反馈效果并提高学习效果。 

4. 《创业教育》课程教学评价准备  

以四川开放大学《创业教育》核心课程为例开展分析研究，该课程为省开选修课，3 个学分，在第 3
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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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知识链、知识环、知识点及技能点构成分析 

可将《创业教育》这条知识链分解为 8 个知识环、157 个知识点和 55 个技能点。各知识环对应的知

识点、技能点数量和占比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chain, knowledge ring, knowledge points and skill points 
表 1. 知识链、知识环、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构成及分布 

知识链 知识环 
知识点 技能点 

数*个 比例/% 数*个 比例/% 

创业教育 

1) 创业者 14 8.09% 4 8.33% 

2) 创业机会 17 9.83% 8 16.67% 

3) 创业营销 20 11.56% 9 18.75% 

4) 创业商业模式 24 13.87% 6 12.50% 

5) 创业运营管理 20 11.56% 5 10.42% 

6) 创业人力资源 22 12.72% 7 14.58% 

7) 创业财务与融资 25 14.45% 7 14.58% 

8) 创业计划书 15 8.67% 9 18.75% 

合计 157 100% 55 100% 

 
从表 1 可见，8 个知识环中知识点、技能点所占比例差异显著，知识点所占比例大于 10%的知识环

有创业营销、创业商业模式、创业人力资源、创业财务与融资和创业计划书，技能点所占比例大于 10%
的知识环有创业者、创业计划、创业营销、创业商业模式、创业人力资源、创业财务与融资、创业计划

书。对应关系为，每个课时讲授(知识点 2.9 个、技能点 1 个)。 
 
Table 2. Comprehensive capability chain evaluation criteria 
表 2. 综合能力链评价标准 

综合能力考核点 
评价标准 

优(≥85分) 良(75~84 分) 合格(60~74 分) 不合格(<60 分) 

时间管理 迟到小于 1 次 迟到小于 3 次 迟到小于 4 次 旷课 1 次，迟到超过 4 次 

计划执行 较好完成所有任务 较好完成 70%任务 基本完成 60%任务 不能完成 50%的任务 

团队合作 与团对成员有效合作完

成任务，执行力强 
参与合作较好完成任务，

执行力较强 参与合作基本完成任务 不能参与合作未完成任务 

组织策划 主动组织策划项目 参与项目策划 参与项目工作 不能参与项目工作 

社会责任 具备很强社会责任心 具备社会责任心 基本具备社会责任心 无社会责任心 

解决问题 能有针对性提出见解和

解决方案 能提出解决方案。 能提出解问题的思路 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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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习能力 主动查阅资料并积极开

展讨论 能查阅资料，参加讨论 基本能参加讨论 不会查阅资料不参加讨论 

表达能力 熟练制作 PPT 清晰表述

观点 能通过 PPT 表达观点 基本能表达观点 不能独立表达观点 

成本控制 作出项目最优选择 在项目中考虑成本因素 有一定成本意识 没有成本意识 

4.2. 五大链条的考核节点及方式 

1) 知识链和技能链的考核 
知识点的安排应随着学习过程先易后难，不断加深，随时了解并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非常重要。

设置知识点考核的时间弹性空间较大，既可以在知识点学习后，也可以在每个课时结束后；一般考核

形式为随堂考核方便跟踪，如，可以在国开学习网教学平台随堂测试；考核标准为题库标准答案。知

识链考核可利用国开学习网形成性考核平台开展，时间节点为课程内容全部学习完成时，由学生在平

台申请参加考核，试卷根据题库随机组卷，每个学生有 3 次考核机会，考核标准为题库对应的标准答

案。技能点的考核方式为随堂跟踪考核，时间节点为技能点学习完成时，考核标准为对应的实操标准。

技能链的考核方式为实训周全程跟踪考核，考核内容为知识、技能和态度。实践操作链的考核方式为

全程跟踪考核，考核内容为项目化教学的实操要求、动手能力、职业态度等，考核标准根据创业实训

周具体项目确定。 
2) 创新能力链和综合能力链评价标准 
根据《创业教育》课程的特点，创新能力链主要考核教学实践环节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评价结果从优到不合格分为四等，具体评价标准如表 2 所示。综合能力链主要考核学生的时间管理、团

队合作、组织策划、社会责任、解决问题、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成本控制方面的能力，评价结果从优

到不合格分为四等，具体评价标准如表 3 所示。 
 
Table 3. Evaluation criteria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chain 
表 3. 创新能力链评价标准 

创新能力考核点 
评价标准 

优(≥85分) 良(75~84 分) 合格(60~74 分) 不合格(<60 分) 

创新性地发现问题 创新性地完成所有项目 能完成 75%的项目，有

一定创新性 基本能完成 60%的项目 不能完成项目 60%的项

目 

创新性地分析问题 创新性地分析问题 能承担部分分析问题的

任务 能参与问题分析过程 不能參与问题分析 

创新性地解决问题 创新性地提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 
能參与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 能參与解决问题的过程 不能參与解决问题的过

程 

 
3) 五大链条评价方法和最终成绩确定 

以《创业教育》课程为例， 确定核心技能对应的五大链条评价方法和最终成绩(如表 4 所示)。实践

操作链的评价方式为学习情景考核，评价结果从优到不合格分为四等；创新能力链的评价方式为学习情

景考核，评价结果从优到不合格分为四等；综合能力链的评价方式为课堂面授和实践教学全程跟踪考核，

评价依据为学生的综合能力展示，评价结果从优到不合格分为四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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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valuation method of mental skill chain and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final score 
表 4. 核心技能链条评价方法和最终成绩确定方法 

编号 项目 评价方法 评价主体和内容 获得数据及评价结果 占比/% 总分 

1 

知识点 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

平台操作 
学生中心吸引子教师 

动态跟踪学生自主据分析 
单题分、平均分 
参与率、正确率等 

40 

100 

专业知识链 在线考核 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 
卷面分、平均分、答卷

速度 
参与率、正确率等 

60 

2 

技能点 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

平台操作 
学生中心吸引 
子教师数据分析 

单题分、平均分 
参与率、正确率等 

10  

核心技能链 
《创业教育》 
在线课程学习 

视频 + PPT + 案例 

学生技能展示 
教师技能评价 

优、良、合格、不合格 
四级评价 

40  

实践操作链 案例分析 学生理论指导实践表现 10 100 

创新能力链 创业实训 学生创新表现 10  

综合能力链 模拟训练 
(创业计划书) 综合能力展示 30  

4.3. 《创业教育》课程课堂教学评价和效果  

本文将以核心技能为导向的教学评价体系运用到四川开放大学《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全过程，开展

教师和学生评价等。评价过程与国开学习网、问卷星等软件等相结合，教师在考核节点前给学生发送提

醒信息，并通过智能终端和新媒体平台对进行跟踪考核。结果向学生及时公布，便于其及时了解和掌握

学习进度和效果[8]。 
1) 评价实施过程 
《创业教育》课程安排在第 3 学期。对课程的评价贯彻教学的全周期。评价的内容、时间点、方法

和标准如前所述。每个知识点学习结束时，由任课教师从《创业教育》题库中随机抽题，在课堂上对学

生进行动态跟踪考核，以学生为主在课上实施自评。  
2) 学生成绩对比分析 
四川开放大学直属学院成都地区 10 个教学点 2019 秋工商企业管理专科专业学生 100 人(每个教学点

10 人，未实施本教学模式和评价方法)，2020 春工商企业管理专科专业学生 100 人(实施本教学模式和评

价方法)。研究团队将两个年级学员的《创业教育》课程成绩进行了比对(如表 5 所示)。2019 秋季学期的

学生平均成绩为 77 分，2020 春季学期的学生平均成绩为 81.5 分，说明实施了知识链跟踪下教学模式与

评价方法后，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提高，学生对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掌握程度得到了明显改善，学生创新

创业核心技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Table 5. Comparison of final scores of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autumn 2019 and spring 2020 
表 5. 2019 秋和 2020 春学生《创业教育》课程最终成绩对比 

教学点 专业 学期(未使用

本评价方法) 

教学点

学生平

均成绩 
专业 学期(使用本评

价方法) 

教学点学

生平均成

绩 

1) 直属学院校本部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7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84 

2) 直属学院执讯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6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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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直属学院华阳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3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79 

4) 直属学院龙泉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1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76 

5) 直属学院工商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8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83 

6) 直属学院城铁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2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76 

7) 直属学院都江堰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85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88 

8) 直属学院新都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81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85 

9) 直属学院继教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8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86 

10) 直属学院人才分院 19 秋工商管理专科 2020 秋 75 20 春工商管理专科 2021 春 80 

平均成绩   77   81.5 

5. 知识链跟踪与核心技能耦合的课堂教学评价的优势  

5.1. 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模式 

开放大学的学生多为成人在职人员，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创业教育课程对实践能力要求较高，

学生也是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手提，应该从学生实际出发，构建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和方法。从《创业教育》

课程教学评价案例的分析来看，基于知识链跟踪下的课堂教学评价就是以通过每个学时开展连续的教学评

价，评价的结果促进了对学生的内在动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评价结果让教师能更对各章节的知识点和技能

点的教学，教学设计和教学资源建设与“教学–测评–实践–创新”互相融通，体现了开放大学创业课程

人才培养以实践创新能力为主的特色。达到以评价找差、以评促教、以评价提质的目的[9]。 

5.2. 简单直观反映评价结果 

通过设置 5 个主要核心技能链条，并设定相应的评价标准，构建出学生创业能力核心技能的雷达图，

这样的结果简单直观。学生学完各章节知识点就可以评价，对于技能学完就可以测验。方便教师对学生

的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学习掌握情况进行及时了解。学生也能随时了解到自己哪方面有短板和弱项，及时

调整方法，改进方式，提高学习整体效率。 

5.3. 针对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强 

研究团队提出的基于知识链跟踪下的教学评价体系可操作性较强，融合了开放大学创业教育课程学

员的需求特点，在关注课堂内教学的同时，更多关注学生在实操实践能力上的提升。教学评价过程以知

识链跟踪为主线，以学生为中心建立评价体系，形成了“教学–测评–实践–创新”一体化的核心能力

同心圆，确保评价结果的合理科学。以《创业教育》课程为例，提出了实践操作链、创新能力链、综合

能力链的评价标准。上述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完成的了本研究系统，在开放大学教学评价工作中实现

和突破和创新[10]。 

6. 结论 

针对开放大学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学评价存在问题，研究团队在查阅大量文献，分析比较模型的基础

上构建了基于知识链跟踪下的评价体系。将该评价方法以四川开放大学直属学院教学点工商管理专科

2019 秋、2020 春学员《创业教育》课程教学为对象进行了对比分析，使用该评价方法后，学生的成绩从

入学年级、学习中心方面综合进行分析，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研究团队分析后认为基于知识链视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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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能为导向的开放大学创业课程教学评价模式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提高学生学习效果较明显。对于

该评价模式，需要进一步在工商企业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多门课程中进行推广使用，在多专业、多课

程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使耦合方法和考核模式继续优化，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准确度，

确保全过程跟踪考核能有更高的可复制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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