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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路径研究
钟之静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具有

着提高中国企业国际话语权的国家价值、引领就业创业领域话语

权的社会价值、培育创新创业政治素养话语的个人价值等方面的

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本土化话语不够充分、受到互联网技

术发展制约、传播使命感不强等不同维度的新挑战，对此，高职

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可从三个方面下功夫构建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传播路径：挖掘主流意识形态本土化话语，凸显创新创业教育“培

养什么人”功能；用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技术话语，丰富创新创业

教育“怎样培养人”方法；明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使命，实

现创新创业教育“为谁培养人”本质等，切实为创新创业者成才

保驾护航。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路径；高

职院校

1991 年，“创业创新教育”在东京创业创新教育国际会议上

被界定为：培养最具有开创性个性的人，包括首创精神、冒险精

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的培养。

2002 年，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开始进入探索阶段，教育部启动创新

创业教育试点工作。2015 年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在国务院

出台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推动下进入深化改革阶段。

话语作为一种教育传播载体和手段，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创新

创业教育实施过程和取得成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职院校创新

创业教育日益发展的当今，它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体系构建

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针对这些新问题，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

育需要采取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路径才能产

生深远意义呢？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日益成熟完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

播已经成为该教育领域的重要使命，对于国家和社会乃至个人均

有着重要意义。

（一）提高中国企业国际话语权，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

国家价值 

2018 年中国宣传思想工作会指出：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

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这里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

引领力”主要是要不断增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

形态话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要明确

培养的创新创业人才必须要拥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在

国际舞台上提高中国企业话语权，充分结合经济手段勇于“亮剑”

中国主张，进一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价值。

（二）引领就业创业领域话语权，彰显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

社会价值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是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方

式，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想和促进社会稳定。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

育培养的创新创业人才主要活跃在就业创业领域，他们将成为就

业创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通过话语传

播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就业创

业领域起到引领示范作用，调节就业创业的相关社会关系，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在就

业创业舆论阵地战中占领高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三）培育创新创业政治素养话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的个人价值

目前，在创新创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教育改革背景下，高职院

校通过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政治素养是当下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的个人价值的重要渠道和方法。中国经济进入到数字经济新

时代和新业态，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普遍年龄小，价值观和政

治素养正在塑造和形成阶段，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者结合

创新创业学生特点培养他们的政治素养话语，让他们在追求创新

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能读透国家大政方针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从多个维度领悟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的的思想高度与理论

深度，并结合自身创新创业项目贯彻落实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实

现自我价值提升。

二、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面临的

挑战

开展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是一项有

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意义工作。但这项工作还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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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本土化话语不够充

分

创新创业教育早期起源于西方，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话语

主要借鉴西方高校有关话语，比如说：“独角兽企业”“创业咖

啡吧”“路演”“天使投资”“企业孵化器”等，对于高职院校

的学生来说那是一些高高在上的神化语言。这些话语构建的是一

个西方创新创业教育话语场域，而我们中华传统优秀经济文化在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内容模糊不清，难有代表性的创业教

育话语传播开来。

“看不见的手使得私人的自利在不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

而看不见的脚则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

这是西方创新创业教育话语的价值主张。作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挖掘具有中华传统优秀经济文化的话语来传播

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勇于突破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本土化的新挑战，指导创新创业学生的心里有一种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意识形态准则和约束，才能培养更

有利于国家发展建设的创新创业人才。

西方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相关话语通过各种新兴网络技术向

创新创业者传达价值观，用他们的方式解读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网络技术搭建的各类平台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提

供了一场场网络意识形态论之战，无形中成为创新创业教育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技术制约因素和新挑战。

（三）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使命感不强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更为注重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产出以

及创新创业知识灌输，创新创业项目和人才呈现数量井喷式发展，

因此， 泛化性的创业教育很容易成为主导，“商业需求拉动型”

的创业教育容易成为主流。但是其中也不乏存在有悖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创业项目，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急功近利地仅

关注项目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牺牲他人利益甚至违法

违规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同时，大部分专业教师在顾及专创融合

已是疲于奔波应对，难以再兼顾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高职院校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者要进一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将社会

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使命深植创业者脑海中，这将成为高

职院校专业教师所需要思考的使命问题和直面的新难题。

三、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路径构

建

2018 年中国教育大会指出，我们主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

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

如今，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面对重重

新挑战，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者需要继续坚守这个根本问题，

勇于和敢于改革突破，构建起新的传播路径为创新创业者成长成

才保驾护航。

（一）挖掘主流意识形态本土化话语，凸显创新创业教育“培

养什么人”功能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要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实现以文“化”人

功能，进一步凸显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什么人”功能。

中国传统经济文化博大精深，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话语

可从传统经济文化中挖掘更多本土化话语彰显中国创新创业教

育内部精华，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历史感和现实意义。一是大力

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国家传统文化促进本土文化话

语深入内心，深入分析“先帝创业未半”等创业内涵不同西方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内涵，更多侧重的是“创业精神

开创一项事业”的丰富内涵；二是通过各种正反案例对中国历史

上成功商人典型事迹总结提炼，将“创业者”概念与中国历代成

功商人相联系起来，将他们积累的创业智慧话语融合运用到现在

创新创业实践中，当然也要对“无商不奸”等话语内容开展有效

批判；三是可结合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开展本土化创业教育话语，

比如，广东高职院校可着重分析“粤商”“潮商”等话语内涵，

浙江高职院校可分析“浙商”“温商”“越商”文化资源等，进

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四是常态化挖掘本校或者兄弟院校创新创业

典型人物和事件，形成本校话语和高职院校话语，大胆讲“本土

话”“身边话”，培养出真正有着既有先进创业知识更有传统创

业文化的新一代创新创业者。

（二）运用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技术话语，丰富创新创业教育“怎

样培养人”方法

现今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已经处于一个互联网 + 时代背景

下开展，新一代创新创业者成长在网络时代里，网络技术成为高

职院校开展创业创业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法，而且运用这种

方法更容易被新一代创新创业者所接受，这无疑进一步丰富了“怎

样培养人”的方法。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借助网络技术手段开展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学习。通过课堂、讲座、校园媒体和新媒体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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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思创融合研究所等平台以网络技术为科技手段组织创新创业

活动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使

创新创业者能真正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

行动导向；二是引导创新创业者主动成为创新创业教育领域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领域的发声者。互联网时代，特别是自媒体迅

速崛起大背景下，人民群众不再单单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听众

和被动接受者，同样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造大军中的一员。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可尝试将主体性交给创新创业者，创新创

业者可借助各种新型网络技术手段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

中，真正做到让创新创业者自我群体言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起

到积极的正反馈作用；三是借助网络技术分析，提高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传播的精准度。高职院校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元宇宙等网络技术手段采集创新创业者的群体兴趣取向和心理特

征以及话语特征，充分利用大数据在搜集、分析、预测和处理信

息方面的突出优势，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方式

和言语来开展传播活动，将创新创业教育领域中最具有权威和真

实的声音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创新创业者，加强创新创业者对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巩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创新创业者的导向作用。

（三）明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使命，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为

谁培养人”本质

针对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使命感

不够强的现象，作为高职院校要始终明确创新创业教育“为谁培

养人”的本质和宗旨。担当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今天高

校学生的人生黄金时期，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期相吻合，

这是新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对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者来说，

这需要建构一个包含众多引导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融入

日常创新创业教育之中，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教育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的价值观引领，引导创新创业者要在兼顾个人创业项目创收

运营时绝不能将社会道德和使命责任放置一边不顾，将家国情怀

深植入到创新创业者心里。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可按照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跟进分门

别类地开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比如，深入指导个体创新创

业者时引导个体要克服创业面临的困难，改变个体话语对成功创

业仅为赚钱的狭义性理解；开展讲座、沙龙等大型群体性创新创

业教育活动时，传播“我们创业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主流

意识形态话语，更多传播研发和生产中国品牌产品、振兴民族产业、

繁荣地方经济、提供社会就业机会和合规缴纳税收等具有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激发创新创业者群体内心力量，明确作为国家精英

人才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在创新创业者年轻一代心中种下

爱党爱国爱家的灵魂种子，引导他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坚守本质

而不偏离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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