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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高职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创客教育试点班”为例  

杨　阳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蓝岛创客空间，江苏 南京 211306）

摘要：本文根据高职院校实施创新创业素质培养的需求，研

究了高职院校“创客教育试点班”的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新思路、

新方法、新内容及评价，探索了如何提升高职学生综合能力。营

造创新的氛围，从制度保障、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创客活动等

方面营建创新创业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环境，培养他们的创新

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解决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双创精神淡薄、

双创能力不足等问题，为培养学生的双创意识和综合能力提供有

力支撑，可以对兄弟院校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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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客之苗、固其根本——高职“创客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的基本内涵

随着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弱点也逐

渐暴露出来，大学生适应能力差、创新能力低等现象日益引起全

社会的广泛关注。“创客教育”作为一种培养学生创造和创新能

力的新型教育方式，为重塑教育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路径，逐渐成

为推动传统教育教学改革的新突破口。“创客教育”是指创设学

习情境，激发兴趣和好奇心，有目标、计划地开展项目和体验学

习的创新实践活动。学院在高职教育中实施“创客教育”，实行

创新“栽树”，种下创客苗，稳定其根本，是在中国制造面向中

国创造转型的背景下，对“以学生为中心”的职业教育创新人才

培养有益探索。

高职“创客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秉承“探究体验、开放创新”

的教育理念，用培育一颗颗创新小苗的精心呵护手法，以培养创

新型人才为目的，以“基于创造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培养学

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交流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实践创新能

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能力，提升学生面向未来的岗位创

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二、阳光雨露，滋润沃土——高职“创客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的实施举措

学院成立“蓝岛创客空间”，构筑特色鲜明的“创客文化”，

建设全国首家“创客校园”，围绕“平台打造、核心建设、实践

探索、质量评价、制度保障”等方面，实践探索高职“创客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

双创人才每学期选拔一次（每年 3 月和 9 月），采用学生自

愿申报、教师推荐、学院综合评审方式在全校学生中进行选拔，

符合选拔条件的学生均可申请，完成申请表及相关申报材料，由

专业教师填写推荐，学院统一组织申请学生参加“职业倾向与创

新能力测试”，并结合测试情况邀请校内外专家组成评审组对学

生所具备的创新发展潜力和素养（兴趣爱好、专业知识、语言表达、

实际操作等）进行综合评审，择优确定入选学生名单，由学院统

一管理并实行“柔性评估”与“优胜劣汰”的考核机制。

试点班学生的管理采用双导师管理模式，创客导师负责创客

课程教学管理，班主任负责日常班级管理。通过项目过程性考核，

每轮淘汰 10％左右的学生，增补相关学生进入学习。学生完成各

课程学习任务后，自由组成 3-5 人的项目小组，从创新项目方案，

并根据方案规划完成创新作品，由创客导师认定后统一评审。同时，

按照“双创实验班”“双创先锋班”和“双创精英班”学生考核

标准进行分层考核评价。合格学员学院颁发结业证书，优先推荐

进入高一级“双创教育试点班”学习，优先推荐合格学员参加学

生评优评先和各类创客大赛活动，优先推荐就业。

（一）几亩沟渠驱动创客校园“平台打造”

建设蓝岛创客空间，以省、市、区三级众创空间为平台，构

建“1+N”（平台 + 课程、项目、队伍、市场推广）的 “协同创

新联盟”，打造融“创客空间、产教融合实训平台、科普教育基地、

科技与科普服务示范点、科创实验室、创客空间网站、创客空间

微信公众号”为一体的开源、创新、协作、共享、交互融合的创

客平台，整合校内创客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创新工坊、创客

茶吧、创客图书馆、大学生就创业中心等资源，建立校内“创新

创业示范基地”；携手中小学实行“星火计划”，制定“中小学

科普教育创客空间建设解决方案”，帮助中小学共建具有“本校

特色”的“创客空间”，并开展创意激荡夜、创客嘉年华、创客

周末、创客集市、创客大赛、创客工坊体验等多样化、系列化的

品牌特色活动，营造“人人皆想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环境氛围。

（二）晶莹雨露构建创客教育“核心建设”

通过外部招聘、内部培训、联合培养等方式打造“导师与教

师一体”的创客导师队伍，聘请国内外资深创客、创客空间负责

人等校外专家担任专业课教师、创客活动或项目兼职创客导师，

采用“创客 —> 课程 NPC —> 创客导师 —> 梦想导师”进阶方式

培养校内创客导师，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培训和竞赛，

拓展教师创客教育教学能力，重塑教师角色，然后为全校每一个

班级聘请一名创客导师为专业班主任，负责本班的各项创新工作。

以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进行课程改革，开发“创客专

门课程 + 创客项目课程 + 创客专业课程” 三类课程，构建模块化

的创客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以创新思维训练、创客工具使用、专

利与知识产权等创客专门课程为主的“基础能力课程”；打造以

智能硬件、机械创新、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文化创意等主题的

系列化创客项目课程为主的“素质提升课程”；改革以基于专业

核心课程而形成的创客教育教学模式等创客专业课为主的“专创

融合课程”。将“三类”创客教育课程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分阶段实施，推进创客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构建“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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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从课程实施中挖掘创客项目、竞赛项目、

基金项目。

（三）耀眼阳光实施创客教育“实践探索”

通过“创客教育试点班”创客教育全程化的研究、专业化的

研究、教学组织的研究和创客活动的研究，从适应学生发展要求

出发，研究高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接下来分析高职学生创

新素质现状及其成因，主要分析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然后开展

高职“创客教育试点班”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从氛围营造、人才

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创客活动、创新竞赛、学分置

换等方面探索并进行实践，希望借此研究能够对如何培养高职创

新人才提供参考。旨在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地遴选并个性化

培养出一批创新型精英人才，以兴趣为导向，注重科技创新，激

发学生的创新潜质和创新意识，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

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将其培养为具有

高职教育鲜明特点的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四）结实钢铲形成创客教育人才“质量评价”

以综合评价为指引，建立“学业成绩 + 综合素质 + 心理健康

+ 创客活动”的四维评价体系，并将评价要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之中，从而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职业核心能力、岗位创新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其中创客活动评价是通过为每名学生建立“创客

活动记录”档案，实时记录学生围绕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成长轨迹，

同时积极推行创新能力积分制度，学生可将创客大赛及技能竞赛

项目、课题研究、创新训练项目、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等量化为

创新能力积分，允许学生自主申请转换为学业学分。

（五）定制肥料健全创客教育人才“制度保障”

以“鼓励创新”为出发点，学院先后制定了十多个相关管理

制度及工作文件，其中《蓝岛创客空间管理办法》《创客校园建

设计划》等文件保障“创客教育”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平台打造；

《蓝岛创客种子基金章程》《创客项目课程实施方案》《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方案》等文件保障“创客教育”人才培养实

施过程中核心建设；《创客教育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双

创教育试点班”实施方案》《“航天卫星载荷研制班”实施方案》

《企业入驻管理办法》等文件保障“创客教育”人才培养实施过

程中实践探索；《创客活动记录评价办法》《科研工作量考核及

奖励办法》《专业班主任评价办法》等文件保障“创客教育”人

才培养实施过程中质量评价，在“创客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全

程实施质量监控过程性评价。

三、迎风生长 翠色欲滴——高职“创客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的实践成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创客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期间，

蓝岛创客空间被认定为省、市、区三级众创空间，省、市、区三级“科

普教育示范基地”，空间先后誉为中国创客教育基地联盟理事单

位、中国创客空间联盟成员、南京市众创空间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创客联盟成员、Intel 智能硬件创新合作伙伴、海尔创客实验

室合作伙伴等。

实施首颗中国高职“南京号”暨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八一

08 星）工程，聚焦立方星制造与应用方向，深度学习立方星的设计、

制造、测试、发射和在轨应用过程，进行基于项目任务的紧密合作，

开放合作平台，夯实合作基础，推动航天工程领域创新型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与南京职教师生共同参与研制的“孩子的声音上太空”

活动音频载荷所搭乘的“太原号”科普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开展星火计划，与南京市东山小学、南京市第二十九

中学幕府山校区、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等签订合作协议，为

其在创新教育上提供师资培训、专利申报、项目指导和活动开展

等方面的帮扶等。 

四、结语

本文根据高职院校实施创新创业素质培养的需求，研究了高

职院校“创客教育试点班”的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新思路、新方

法、新内容及评价，探索了如何提升高职学生综合能力。营造创

新的氛围，从制度保障、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创客活动等方面

营建创新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解决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双创精神淡薄、双

创能力不足等问题，为培养学生的双创意识和综合能力提供有力

支撑，可以对兄弟院校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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