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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堂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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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思政课程融合的具体意义所在，然后从创新发展路径和线上线下融合的角度对

“互联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思政课程融合进行细致化分析，强化相关认知，让二者之间实现更加深度的教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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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pecific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s and online-offline

integration, it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Plus." This analysis aims to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achieve a deeper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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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属于当前时代背景下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

与社会形态，对于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对于

高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 自 2015年伊始，

我国就提出了高校的创新船业教育改革相关政策，着力提升

人才培养的规模，尤其要重点培养在创新创业教育影响下的

高素质实践性人才。但是在实行初期，由于缺少互联网的引

导，创新创业教育开展的效果也没有达到最佳，而在“互联

网+”的大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与互联网进行深度融合，

使得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提升更加显著。同时，随着高职思

政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全面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高职

学生减轻了就业压力，利用全新的理念与方法，结合实际情

况，将思政课程作为载体，全面突出创新创业教育，这对于

学生综合素质的强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下文中笔者将对此进

行详细的分析论述。

一、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思政课程融合的重要意

义

高校思政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联性是非常明

显的，从教育目标上来看，二者都是为了帮助学生在未来有

一个更好的发展，从教育本质上则重点凸显学生的综合品质，

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思政课程的教

学特点本身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丰富，而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

特点则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这种教学特点也充分证明了创

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程之间可以全面融合，二者存在明显的

互补性，这也为现代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非常充足的保障。

“互联网+”视域下的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思政课的融

合，强调在教学内容上去芜存菁、去旧存新，对于一些针对

性不强和已经过时的观念知识与问题少讲或不讲．对于一些

与时代结合紧密．对高职学生自身发展关系密切的问题则多

讲和进行延伸，重新调整原有的授课中的知识结构和框架。

对于思政课的教材参考而不依赖，要根据现有的时代特征、

就业形势和社会需要等选取新的案例、问题添入到思政课教

学内容中，让学生正视时代中的变化、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以

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也在持续推动将创新创业教育全面融入

到高职思政课程当中的理念，尤其是在当前应届毕业生整体

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融合已经成为了一个发展

大势，对于学生创业意识的强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在毕业

之后可以通过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加入到自主创业的队伍当



教育发展研究 5 卷 2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41

中。如果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程割裂的话，学生的综合

素质提升效果会不太明显，而二者进行深度融合之后，学生

在创新创业能力方面会有明显的提升，这也能够为学生提供

非常充足的精神动力与价值信念。

二、“互联网+”视角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

展的主要特点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活动所迎

来的机遇与挑战都大大增加，这就需要高职院校为学生提供

更加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教育，丰富学生的创业知识和视域。

从细化层面来看，在“互联网+”视角下的高职院校的创新

创业教育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创新创业教育全方位立足于互联网发展理

念。互联网理念对于产品到意识的全过程产生了颠覆性的变

化，在互联网发展理念下，客户可以对产品和服务有一个事

先的认识与了解，之后在针对于产品的习惯性与忠诚度进行

培养。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人们可以在线上培养产品和服务

的熟悉度，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人们喜爱的产品与

服务。鉴于此“互联网+”视角下高职院校在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让学生

在广阔的发展天地中全面挖掘创业机会，结合互联网相关理

念，将创业机会转化为创业实践方案。

第二个特点，“互联网+”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更多的

实践操作机会。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失败

率高达 85%。很多学生在创业失败的经历中得到了经验与教

训，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但是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

对于创业活动的认识不足，缺乏创新创业的相关理念与相关

技巧。而在“互联网+”视角下，高职院校方面可以更加有

针对性地开展创新创业的实操活动，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

发展平台，让学生可以在创业实践平台当中得到全方位的锻

炼，从而在学习期间养成更加全面的创新创业理念，这对于

日后学生自主创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可以有效降低创业活

动失败的概率。

三、“互联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思政

课程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

1.推动高职院校思政课程教学的创新

在“互联网+”背景下，高职教育整体也迎来了全新的

发展契机，除了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出现变化之外，也为学

生提供了全新的创新创业思维导向。针对于学生毕业之后走

入社会的就业和创业进行系统化、具体化的指导，让学生真

正树立创新创业的意识，建立在创业过程中所必需的精神品

质。回归到高职思政课堂上来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

利用所学习过的相关理论知识，探讨关于创新创业的意义，

对学生自身的创新创业观念进行完善，避免先前在创新创业

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形式化的问题，实现教学时效性的全

面提升。从当前的教学情况来看，许多高职院校在开展创新

创业教育的过程中都存在教学内容滞后的情况，没有充分考

量学生在毕业之后的实际发展需求。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

需要紧密结合“互联网+”的相关内容，对思政课程教学模

式进行全面创新。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在课堂上穿插

引用一些比较先进的创新创业理念，推动学生积极参与与创

业相关的一些实践活动，对职业发展、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问

题进行全面思考，进而实现科学的人生规划。此外，还要将

创新创业教育的具体内进行细化处理，不断丰富创新创业的

基本理论，结合时代发展的风向进行教学内容上的调整，最

终全面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最后，高职院校方面还要

加强思政课程在教学模式上的整体性，使创新创业能力的培

养更加长效化，切实解决毕业生在就业方面的问题。

除了教学模式方面的创新之外，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在教

学方法上也要实现全面创新，在教学方法上实现针对性的优

化改进，让创新创业的教育效果达到最佳。从“互联网+”

的视角来看，教师需要精准把握高职思政课程的教学方法，

将创新创业知识从课堂当中的灌输改为渗透，并结合灵活的

课堂教学模式，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传统的教学方

法下，教学呈现明显的形式化特点，这样就使得创新创业教

育与思政课程的融合存在阻碍。学生在创业能力上无法实现

实质性的提升。具体来看，教师在思政课程教学中可以引入

一些热点新闻和真实的创业案例，让学生在相关内容的学习

中丰富相关理论成果，明确创新创业的基本内涵。此外，在

“互联网+”的视角下，教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对

教学方法进行丰富与完善，让教学的针对性更强，实现学生

自身的全面发展。

2.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的融合

“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应当全

面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优势，

将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有机整合，发挥出互联网在现代化教学

体系当中的优势。通过互联网教学平台的加持，学生与教师

之间的互动交流水平也会更高，学生在创业实践的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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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针对于相关问题进行积极的沟通与交流，教师在这个过程

中也能够为学生提供具体的指导，对学生的一些创业理念进

行修正。从教学实践过程来看，要注重于线上的课堂建构，

设置线上学习的答疑板块和咨询板块，让学生通过线上学习

的互动与交流全面理解创业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需求，在创业

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解决。

在线上课堂，教师也可以按照学生具体学习的专业进行及相

关的教学指导，这样就能够为创新创业教育打下更好的基础。

通过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的结合，可以为教师思政课程的展

开提供非常大的便利，让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程的融合更

加巧妙。教师能够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收集更多有价值的创

新创业案例供学生们进行分析，让学生全面了解创新创业和

职业生涯的相关规划，为未来的创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学生在思政课程的学习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提升创业能力

水平。此外，学校方面还要抓好“互联网+”视域下的发展

机遇，如借助互联网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以互联网为平台

进行创业，真正做到丰富思路、想法，最终由教师确定方案，

让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积累经验。由于当前互联网经济发

展迅速，但学生在网络创业方面一片空白，所以在思政课程

中可以融入网络平台创业实践，要求学生积极观察市场信息、

构思创新创业方案、搜集真实资料，而教师做好辅助及时引

导，鼓励学生广泛参与提高实践能力，切实增强学生综合素

质。

3.构建完善的实践成果保障措施

当前，高职院校除了要强化学生自身的创新创业意识之

外，还要让创新创业教育所产生的成果完成实践转化，这就

需要学校方面建立更加完善的实践成果保障机制。具体来看，

高职院校方面需要全面重视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

度上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并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

让高职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创新创业的实践活动

当中。另外，针对于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需要通过学分制

度进行约束。学校方面可以在思政课程中构建创新创业成果

转化为学分的制度，这样能够充分推进思政教育的改革，围

绕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模式的强化。此外，

在创新创业教育与高职思政课程进行结合的过程中，要重点

对于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进行保护，引导学生将创新创业意

识转化成为实际的创业实践行动。高职院校除了执行学分制

度之外，还可以开展弹性学制的规定，通过弹性学制，让学

生按照自身实际的发展需求，合理调整自身的学业进程。例

如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校可以让学生

休学一年，保留学生的学籍，让学生能够全身心地参与到创

业活动当中。在回到学校后，可以将自身的创业成果等比例

转化为学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创新创业教育应当将

实践作为第一要义，杜绝学生所学习到的创新创业知识停留

在理论层面。学生如果不能充分参与到创业活动当中，那么

创新创业教育的教育目标也就没有实现，而通过相应的创业

实践成果保障措施，对于创新创业教育自然会产生一种良好

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逐渐提升，社会各界对

于人才的需求度和要求标准都有所提升，这就为高职院校学

生的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从就业的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

当前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正在逐渐下降。在这种情

况下，创新创业教育对于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指导作

用就全面凸显出来了。针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特点，高职院

校方面可以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进行全面融合，借助

“互联网+”的相关内容，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更具有实践

意义的就业指导，让创新创业教育的可行性得到全方位提升。

从创新创业教育开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院校方面对于创

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日趋提升，但是在教育形式与教育方

法上仍然有着比较大的提升空间。鉴于此，高职院校需要以

思政课堂教学为载体，引入与社会发展背景契合的最新创新

创业理念，对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优化完善，进

而为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导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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