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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已经居于前列，但是对于一些高校创业类课程的开设和发展年限较短，教学经验

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在前期的发展中主要在探索阶段，从最初的基础文化课向实践课程进行过渡，虽然随着

社会的需求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对于现在社会的需求还是需要进行教学改革，针对大学生教学开发出一套具有方向性和开创

性的教学模式，在设计教学过程中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让专业能力得到锻炼提升，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在达到一定程度之

后尝试进行创新创业的引导，将一些优秀的项目进行孵化，最终将大学生的创业设计真正运用到市场中。所以，在大学生的教学

过程中，需要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培育应用型人才，真正培养出具有创造性设计思维的设计师，才能够适应该专业素质教育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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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my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is now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the o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n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relatively short, and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systems are not perfect.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nitial basic cultural course to the practical course is carried out.

Although the reform is constantly being carried out with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for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society. The pioneering teaching mode is combined with social practice in the design and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ability, integ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try to guid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fter reaching a certain level, and

carry out some excellent projects. Incubation, and finally apply the entrepreneurial design of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market. Therefor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proceed from reality, closely focus on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and truly

cultivate designers with creative design think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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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引擎的指引下，以创新创业

为主导的高校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是科技兴

国和人才强国的坚实基础。随着国家对于教学改革的重视，在

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学科之间都进行了相应的教学改革实

践，在应用型教学中，教学模式同样需要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

在教育提升过程中，要坚持以教学效果为导向，减少形式主义，

做到教学方法的创新，因为对于大学生而言，需要大量的创新

点进而挥洒自己的灵感。在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中需要对于不

同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让学生能够真正融合到学习当中。在

理论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的教育手段，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

的教学手段，在课堂中进行创业理论课程的引导；在实践教学

中，首先要构建出实用的创业指导教学实践平台，在不断的创

新过程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1 高校是知识创新和产品运营创业的主要阵地

1.1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要源泉

我国拥有几千所的高等院校，其中分布着各种各样的科研

项目，在 SCI引文数据中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上百万篇，其中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高等院校的研究成果，在国家级比赛和科学

技术奖项中，高等院校中的获取比例最高。由于这种种表现，

不但体现出了我国高校中的科研创新力量对国家技术进步的

加持，也体现出了高校研究院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主要是体

现在国际知名度上，高校的科研创业创新能力也是影响着院校

在国际上的整体排名，科研能力和成果有助于排名的提升。

1.2国外大学生的创业教育现状分析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由于各个地区不同的经纬度差

异，有着不同的气候、文化、政治条件，农业、工业发展状况

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国外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早，逐渐形成了

一定规模的教育体系。从法国的学生创业教育分析中，可以看

出主要是从大学生的教育培训为创业服务点，形成了独特的培

训创业教育模式。在其发展中可以看出，从政策和法规方面进

行扶持，对大学生的创业培训费用有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单

位等共同承担，营造了较为和谐的创业培训氛围。其次，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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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教育重视学生理论课程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在课堂中以理论教育为主，穿插融入企业教育活动，组织大学

生到农场、加工企业中进行实践学习，从而更加深入了解其生

产和加工过程，提高了社会的融入度和契合度，同时推动了学

生的就业和实践技能掌握[1]。

韩国的大学教育主要是从创业型角度教育为主，以本国的

发展为基础保证产品的输出。其主要背景是韩国面临着农村人

口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影响了社会生产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平

衡性。在创业型学生的培养中，主要是从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教

育、经营理念培养、优秀企业的学习实习经历，然后在相关孵

化园中开展创业活动。主要是以高职院校为培养基地，选取出

具有一定创业意识的学生，加强技术培养和经营理念咨询服

务，同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印度的创业教育主

要是体现在专业知识和创业技能培养中，突出管理能力提升。

另外，在课程中融入了创业的重要性课程培养，旨在提升学生

对于本专业的热爱，同时融入了创业精神培养，激发了学生的

成就感，目的是为了培养出具有一定技术和管理知识的综合素

养人才[2]。

1.3我国大学生的创业教育现状分析

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大量的土地资源；经度纬度跨度大，

有着多种不同的自然条件；人口众多，我国有几千所高等院校，

但是开展创业教育的高职院校只占十分之一左右，主要是体现

在创业课程和创业园区建设中。

大学生创业课程分为理论教育和方法指导两个方面，理论

教育只能让学生学习到一定的基础知识，而不能实际掌握某种

技巧，并且创造性也不是可以传授的技能，而是需要在实践活

动中通过某种方法的指导而形成的一种理念和技能。我国目前

的高等教育中一般都开设有创业类教育课程，有必修和选修课

程，旨在培养高等教育体系学生的创业理念和能力，同时讲授

一些法律和职业发展相关的创业课程；部分学校会引进创业培

训项目，定期开展创业培训班，在规模和体系上有较大的差异。

我国大学生的实践创业活动指导主要是从创业园孵化出发，但

是大学生一般缺少资金、人脉，导致创业成功率较低，所以形

成了高校孵化，学生承包的特殊创业模式，在产业园区中为校

内外的创业人士提供创业咨询和指导工作，扩大高校学生的交

际圈，并且开展一定的创业培训工作，帮助学生从产品的种植、

加工、营销实现一体化创业培训；另外一种形式是学生到企业

中进行创业活动，在企业资金和员工的辅助下指导大学生进行

创业实践活动，从而提升高校学生的创业精神和意识，是高校

学生进行创业教育的另外一种有效形式[3]。

2 高校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对学生的创业投入力度

大学生创业分为技能型创业和素质型创业两种，在学生的

创业理念培养中，大部分以形式主义为主，忽视了创业教育的

本质目的，没有将学生的创业教育真正地融入到学生的教育培

养体系中，对创业人才的定位不准确，培养出的单一的技术型、

管理型、经营型人才，忽视了技能与素养的同步提升。在创业

教育投入中，缺乏专业的创业教师，或者是缺少兼具知识和创

业技能的指导教师，没有专业资金的辅助，导致学生缺乏创业

启动资金；缺乏创业园区的引导，让学生缺少创业平台，导致

学生不能全面施展自己的才华[4]。

2.2创业教育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

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分离是导致学生

创业失败的一大原因。首先，需要向学生传递爱我所学为主，

兴趣广泛发展为辅，而不是背离所学专业，形成学我所爱的自

我思想。每一个专业的产生，背后都有其必要的原因，将自己

的专业知识与创业行为相结合，是转化大学学习成果，实现产

教融合的关键，也是发挥高校知识学习内容的一种社会转化。

例如，理工科的学生创业可以向新兴的能源、电力、制造等行

业，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专业向餐饮、物流等行业进行发展[5]。

另外，创业课程的系统性缺失也是影响创业转化的一个因

素。创业基础课程中，需要以专业课程、基础课程为主，素质

课程、技能课程相辅相成的教育体系进行培养。在部分高校的

创业课程教育中，在创业大赛中只是进行理论课程的比较，忽

视专业实践课程对于学生的提升作用。需要重视实践课程的培

养提升，例如，进行产教融合、大学孵化园、创客空间等平台

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与平台，帮助建立

起完善的创业培养体系[6]。

3 创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学的途径和方法

3.1优化教学管理机制和教学环境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主要是以老师的教学为主，忽视了

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大学生专业创新设计教学中，是一门实践

课程，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主体，重视教学成果，以培养学

生兴趣为主，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学校教育角度，增

加教学场地和实践基地等优化措施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

习目标。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应加强实践课程的教学，尤其是

经营创业实践课程。开设创业实践课程对学生专业理论素养和

审美情趣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专业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名

副其实的创业指导者。老师不仅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又创办

自己的创业公司，担当经理、运营者，利用项目制教学引入，

其公司又作为学生的教学实践基地，学生们通过实战创业项目

水平明显提升，教师也通过真实的实践教学及时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7]。

3.2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创业教学需要多种其他条件进行辅助教学，对于学校教学

和个人的学习中需要进行一定的物质投入，在学校教学中，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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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专业的场所帮助学生进行一体化的教学研究，可以提升教学

效果。例如，学校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发展手段，利用多媒

体技术，增加软件设计模式的投入，为学生搭建起一个良好的

教育平台。在教学中加入社会创新创业比赛，在竞争中提升学

生的创业计划能力，让学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

创造能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才艺展示的平台。让优秀的

学生能够脱颖而出。所以，想要创业的学生需要掌握整个公司

的管理和运作。因此，作为与专业公司的管理和运作密切结合

的专业，教学课程的开设要与整个设计项目的运作流程紧密相

连，并分阶段的进行[8]。

3.3大学生需要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的融合

大学生的创业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功底，并且有

相应的创业能力和意识可以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也就是说，

创业教育是专业教学和技能教学的升级目标。在专业与创业的

融合中，避免学生产生太大的过渡，从而影响创业积极性和管

理方面的缺失。这也就决定了创业教育是需要与专业教学和技

能教学相融合的，不是各自独立的体系。为了更好的达到创业

教育的培养目标，我们应该立足于实践活动来思考学生的创业

教育问题，将专业课程的讲授与创业教育结合起来，使专业教

学为学生的创业提供一定的专业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基础，积

极探索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创业教育，使学生能够通过所学专

业实现就业和创业[9]。

3.4加强创业教育课外实践与孵化

大学生在进行创业过程中，可能具备一定的创新想法和理

念，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缺乏相应的落地实施方案，在技能、

经营、资源整合、制度改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因此，

以校园为基础，向外创新发展十分关键。例如，推进校企合作，

学生在企业的实践经验中学会技能与管理理念，企业为学生提

供平台、资金、人员、渠道等支持，将社会、学校、教师、学

生联系在一起。本着既能增强学生的专业技能又能提高实践动

手能力；既能保证研发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又能使学生学到创业

知识；既能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动又能提高创业成功率的目的

而进行[10]。

4 结论

大学生实践教学的创新创业模式改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

必要性改革，结合专业性增设实践课程的教育时间，在一定的

社会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学校进行相应的

硬件提升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在学校的教学中，增设创业实

践学分和模拟创业流程对于学生的创业教育有很大的帮助。改

革教学体制，增设创业教育课程，增加教学实践，以系统培养

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基本的创业技能以及正确地选择创业项目，

从而减少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盲目性。建立实习基地、创业教育

工作室，形成比较完整的大学创业教育体系和浓厚的校园创业

文化，构建一个大学生创业的模拟环境，使大学生能够在学校

预热，培养自己的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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