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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质的本科教育是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有效途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为导向的本科人才教育模式改革，是顺应新时代人才培养

目标的迫切需要。本文结合前期的改革举措和教学实践，进行了“创新创业”在专业优势下教学模式的初步探索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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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eaching Mod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College Students Combining with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Liu Xiaoling，Wang Zhiyu，He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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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 qualit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a country rich in human resource．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riented towards the reform of "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which is an urgent need to
meet the goal of talent education in new times． With the reform measures and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early stage，this paper
explores and discusses the teaching mode of "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education combining with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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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可促进学生就业思路的更新; 促进学生
实践能力的提升; 可为其毕业后顺利融入社会、成长成才打好
基石。传统的教育模式往往无法充分体现出创新创业教育内
涵，而且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1］，“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为导向的本科人才教育模式改革，是顺应新时代
人才培养目标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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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促进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2］。深切体现了国家加大了对创新创
业教育层面的投入和对“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的重视。传统的
教育模式需要作出调整来适合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近年来，高校都积极响应政策，多途径加强学生的创新创
业教育，并获一定成效。但探索阶段中难免会存在平台短缺、
课程体系不完善、创新创业师资匮乏等问题，因此，结合现状，
继续进行适合学生发展的创新创业教学模式研究显得尤为重
要。
1 创新创业教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创新创业教育亦早有重视，1989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提出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1995 年，《关于高等教育的变
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发表。许多国家已进行改革，如: 哈佛
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创业教育”中开展了: 创业家养成、新企
业创立和创新、创新活动管理等系列课程; 还通过模仿让学生
获得感性体验，从实践中学习。国际上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
视，使得创新创业型教育融入到课堂之中，学生有足够的时间
和途径去验证课堂上的理论知识，甚至有的高校明确规定学生
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时间最少为 9 个月，从而保证了实践教育
的落实，提升了学生融入社会的能力，最终培养和提升了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

我国也早已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党的十七
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3 － 4］; 党的十八

大报告对大学生创业实践提出了明确要求，积极组织开展大学
生创业实践［5］。我国在 80 年代设立有国家级高新区，政府一
再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在 90 年代兴起了互联网创业风潮，
极大的激励了大学生独立自主的创业活动，于 2002 年正式启动
创业教育，清华等九所大学被教育部指定为创业教育首批试点
高校，这些都对我国的新式教育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6］。

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水平逐渐走在世界前列，社会对文化
和科技的依赖增强了，新兴的创新创业开始基于文化起点高、
技术含量强的人才，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成为新常态。为契合这
一特点，我国多所高校相继出台各种措施，如清华大学，开设了
创新创业方向课，设创新管理、创业管理、创业投资、项目管理、
组织变革、研发管理等八门课程; 安徽工业大学，开办了“创新
能力试点班”; 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等一百多
所院校设立了创业者协会。创新创业教育逐渐在高校教育中
被重视，其教育环境较以前明显得以改善［5］。
2 从院校层面分析创新创业改革的具体落实:

许多院校与地方企业合作，通过产学研有效结合，为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平台［5］。与公司的亲密走访调研，可使企业
与院校在原有合作基础上寻找到新的思路，并带动学院创新创
业工作进展，建设更多产学研结合的新平台，为学生培养提供
更多空间。

一些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及院系，如计算机信息控
制与管理学院、法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创新创业教育应当完
美的与专业契合，拓宽创新实践教学空间。
3 教师层面分析创新创业改革的具体落实

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服务者和陪伴者。有经验的老
师能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从而综合提
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培养了他们的创业技能［7］，目前高校中创
新创业教育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仅有较少的老师受过专门的
创新创业教育培训，相对而言，创新教育质量不高，针对性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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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要差一些。
一些高校特别是应用性大学逐渐开始重视师资队伍的组

成，加强对新式教育的认知、避免师资结构单一化，对双师型教
师和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委以重任。

本学院一方面整合教师中有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相应老
师，鼓励这些老师辅导学生参与创业创新项目和竞赛; 另一方
面也从专业相关企业中聘请有经验的高级技术人员，作为兼职
教师指导学生的实习等实践课程，这两种方式都能很好的促进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4 结合专业及地域优势探讨创新创业教学

在整合现有教学资源的前体下，结合生命科学学院实践课
程较多的实际情况，提出创新创业的教学模式，具有专业特色
和优势。
4． 1 模块化促进梯队培养

科学合理的规划教学体系，诱导学生产生兴趣，引导学生
主动探求，为学生的实践探索提供支持［8］。

本学院以专业基础课程为主线，附以不同方向的选修课
程，并加大实践课程比重，使必修课与选修课相互补充; 素质拓
展课与专业课相互补充; 理论课与实践课相互补充。同时，在
学生的修读课程设置上，开设“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加深学生
的理解。

课程建设上讲究梯队培养。针对一年级同学，开设专业导
论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到自己专业能学什么，能干什么，从而寻
找专业与行业的契合点，进入二年级后，开设科研技能课程，学
生课余时间可自主选择，针对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进入专业
实验室，跟从高年级的学长进行实践能力培养; 三年级以上的
学生，可以独立完成自己感兴趣的实践项目，培养自己综合素
质的同时也为参与校内外的相关竞赛打下基础; 同时还在不同
年级中举办各种“创新创业”型基金立项，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增强动手操作能力。
4． 2 实践性强促进动手创新能力培养

高校在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时，应从多方面协调发展，不仅
要重视平台的搭建，还应注重校园文化氛围建设［7］，综合而系
统的实现大学生群体创新创业能力提升。

生命科学学院本身就是以科研为主导的理工学院，研究范
围广泛，各类实验设备齐全、适宜本院学生根据自己兴趣进入
实验室开展自主学习，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创造了良好
的氛围。同时，专业特点决定了学科体系对实践能力培养的注
重，学生操作实践的机会多。

除操作性强的课程外，本校还专门设置了科技创新基金立
项和开放实验室项目，在老师指导下，学生可自拟项目，自己组
建团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兴趣项目研究，学生的角色由被动变
为主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学生的积极性; 大学生科技节、挑战
杯以及创青春等各类实践及创新创业赛事，也为生物专业的优
秀学生团队提供了实践平台，以 2018 年度为例，本院累计参加
各类技能大赛的学生达到 120 多人次，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对

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有极大帮助。
4． 3 地方特色与专业特色相结合促进学生创新理念
的培养

创新创业教育不能脱离专业，应与专业教学良好整合，应
立足于专业背景、立足于学校所处的区域经济［9］。

生命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结合专业优势，寻
找与地方企业的契合点，可以为学生创业创新教育开辟新思
路。

本学院以现代海洋中的优势产业: 海洋食品产业和现代渔
业产业为主要导向，结合海洋产业较多的地域特色，积极融入
到服务企业的创新体系中，通过共建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多种
方式，让学生得到深入调查和实践的机会。学生在走进公司、
工厂的过程中，强有力的提高了创新创业能力。同时，结合专
业不同的研究方向，与食品厂、酒厂、制药厂等生物相关企业进
行合作关系的建立，进行深入交流，拓展学生的应用性思维，培
养创新理念，活跃创业氛围，定期举行交流、访谈、讲座，让学生
以多种形式参与和了解行业，从而增强创新创业理念，开辟新
的创新创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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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无论是学生的课前准备情况还是学生讨论问题的状态或
是学生的发言情况，教师都要公平地进行评价，并给与学生适
当的激励，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也要对整个课程的表
现情况进行自我点评，反思自己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肯定
自己的优势。对于其他同学也要做出诚恳的评价，取长补短，

以别的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戒，提醒自己不要出现相
同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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