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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

体系构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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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创业型人才是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促使

高校教学模式不断优化，以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既需要与学科特点深度契合，又应关注社会

需求、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人才综合素质的提升。鉴于此，本文以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为核心，提出课重构程体系、深化实践环

节、创新教学模式以及完善评价体系等具体的实施路径，力图为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提供科学的实践教学方案。

【关键词】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探索

引言：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迫切

需求，高校教育在其中尤为关键。实践教学作为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的重要环节，需要从教学理念、模式设计到实施路径

进行系统化重构。在创新创业导向的背景下，构建实践教学

体系的关键在于抓住教学改革的核心方向，推动实践内容与

能力提升的深度融合。厘清实践教学体系的特点与构建路

径，是实现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前提。

一、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特点

1.实践形式项目化

专业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决定人才培养的成效，而项目

化形式在实践教学中体现出独特的优势。实践活动以真实项

目为载体，设置具体的任务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实践环节，从

而在实际操作中提升创新能力与专业素养。项目化教学形式

的核心在于以任务驱动的方式整合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通

过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阶段划分，形成系统化的实践路径。

项目化形式要求教学活动具有整体性与连贯性，教师应引入

复杂的真实情境，激发学生在不同阶段的探索与创造潜力。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每个实践任务都能够有效承载创新理念

与创业思维，为培养综合性能力奠定扎实基础。项目化形式

既关注实践活动的直接成果，又注重培养学生在复杂情境中

的综合能力，推动专业实践教学迈向新的高度。

2.教学环节模块化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科学的环节设计，而

模块化设计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实践内容的结构化与逻辑化。

模块化教学强调内容的分层与分块，将复杂的教学内容按照

不同主题划分为若干模块，使每个模块都具有独立性。采用

模块间的相互衔接与有序递进，使实践教学内容在组织上更

加清晰，操作上更加规范，成效上更加显著。模块化设计在

教学过程中以功能区分为基础，每个模块聚焦具体的教学目

标与实践内容，同时保持与整体体系的一致性。模块设计注

重结构的逻辑性，每个环节既是深化知识技能，也是提升能

力层级。在模块化的教学中，实践活动不再是零散的操作，

而是围绕核心目标展开的系统化流程。模块化教学在设计时

注重内容的精准性，经过合理规划实践教学的时间分配与任

务比例，将核心技能的训练贯穿于每个模块中。模块化设计

能够显著提高教学活动的条理性，每个模块都是对学生创新

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具体锻炼，在体系化培养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

3.能力评价过程化

过程化评价的核心在于借助全程记录与动态反馈，将学

生在实践活动中的成长与进步具体化，以全面反映其提升能

力的轨迹。在实践教学中，评价是以过程为核心，以能力为

导向，强调教学目标与实践活动的动态融合。同时，过程化

评价能利用任务分解与阶段性成果，将学生的学习行为与实

践能力发展呈现为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实践教学中的每一

阶段都有明确的评价标准，贯穿实践活动的始终，从规划任

务到解决问题再到形成成果，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成为评价的

重要依据。评价指标的多样性为过程化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对行为表现、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等多维度分析，

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过程化评价既能够及时发现实践

活动中的问题，又能为学生提供持续的反馈与改进建议，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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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4.成果导向目标化

实践教学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与实

践成果的转化，而成果导向目标化则是实践教学体系的关键

特征之一。目标化的教学强调明确的导向作用，根据清晰的

成果指向与系统的教学设计，使实践活动围绕最终目标展

开。每一项实践活动都有其独特的成果目标，在任务分解过

程中，逐步将目标具体化，最终实现实践教学的高效运行。

与此同时，目标化教学注重成果的实用性与价值性，教学内

容的设计始终围绕特定目标展开，将目标内化为学生的学习

动力。实践活动中的每个阶段都强调积累其成果，从应用理

论知识到锤炼实践能力，从激发创新思维到解决实际问题，

每个环节都为实现最终成果而服务。目标导向的明确性让教

学内容更加聚焦，实践活动更具针对性，学生在目标驱动下

的学习过程更加高效。

二、以创新创业为导向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路径

1.融入创新元素，重构课程体系

优化课程体系需要深度融入创新理念，在系统化调整下

推动实践教学改革。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需要实现有机整

合，课程结构应注重知识的前沿性，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知识

框架。基础课程强化理论逻辑，专业课程突出实践能力，从

而优化课程的内容形成创新能力的培养链条。课程模块应以

明确的目标为导向，动态调整知识体系，确保教学内容与时

代需求的适应性。融入创新元素还要求教学内容体现实践导

向，引入复杂情境以及开放性任务，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锻

炼创新思维。课程内容以问题为驱动，以实践为目标，将抽

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应用。优化后的课程体系能

够为学生提供动态、灵活的学习路径，全面落实教学目标，

为培养具备创新创业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融入创新元素重构课程体系，需要从整体规划到具体实

施进行系统化设计，精准构建课程框架，使创新理念贯穿教

学全过程。在课程内容设计上，教师需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目

标将知识模块进行重组，形成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并重的教

学内容体系。每个模块需明确传授知识与训练技能的具体目

标，将创新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核心培养目标之

一。课程结构设计需注重层次性，可以设置初阶、中阶与高

阶课程，逐步培养学生从创新意识启蒙到深化实践能力的完

整能力链条，提高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另外，在教学资源的

组织上，教师应当建设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资源库，整

合跨学科知识与实践经验，建立动态更新的资源体系，使教

学内容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性。教师在教学组织中需要引导

学生参与探索式学习，设置以任务为驱动的学习目标，将课

程内容与实践活动有机衔接，推动学生将理论知识向实际能

力转化的进程。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应灵活调整内容比例与

教学方法，将创新元素深度嵌入课程体系，最终形成一套具

有动态适应性与实践导向的课程培养模式，为全面构建创新

创业导向的教学体系提供保障。

2.深化创业导向，优化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的设计是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明确的创

业导向，使实践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实践内容应

以真实任务为载体，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任务体系，围绕

实际需求设计实践活动。在动态情境中，借助任务分解与目

标推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环节的任务设计应注重复杂性与挑战性，在阶段性递进

过程中，形成连续性强、指向明确的实践路径。实践活动的

组织还需要体现出灵活性，能够适应不同专业方向与培养目

标的需求。环节设计注重过程的完整性，将任务的实施、反

思与调整纳入教学全过程，使实践教学具有动态优化的特

点。实践内容从操作层面延展到思维能力，推动学生能力在

实践中的转化。以创业导向为核心的实践环节能够强化学生

的实际操作能力与创新意识，使其在应对复杂任务的过程中

形成系统化的实践能力。优化后的实践环节利用设计合理、

目标明确的任务体系，助力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创业能

力。

深化创业导向优化实践环节，需要教师从设计实践教学

的内容、组织教学的资源以及调整教学的方式入手，构建系

统化的实践教学路径。实践内容应围绕培养创业能力进行重

构，根据明确阶段性目标将实践环节细化为启发、探索、应

用与深化四个阶段，每一阶段任务层层递进，形成完整的能

力培养链条。实践任务的设置需以真实创业需求为导向，注

重问题的复杂性，使学生能够在动态任务中积累经验，培养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践环节的组织需要整合多元资源，

构建校内外联动的实践平台。校内应建立具备多功能的综合

性实践空间，校外需与企业、行业机构形成深度合作，搭建

资源共享的实践教学网络。资源组织需体现多样化与动态

性，并且引入行业案例、实践项目，使教学资源覆盖从初步

接触创业到深入实践创业的全流程。教学任务的推进应以项

目为载体，将综合性实践项目贯穿于教学全过程，以任务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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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推动学生在实践中应用知识、锻炼技能并提升创业意识。

3.突出能力驱动，强化教学设计

能力驱动理念贯穿教学设计的全过程，是实践教学改革

的核心方向。教学内容与形式需围绕培养能力展开，利用情

境化与任务导向的设计，使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能力。教学设

计的内容规划必须注重分层培养能力，从基本操作到复杂任

务的完成，构建完整的能力发展链条。任务设计需要体现出

实践性与挑战性，能够推动学生在开放情境中探索解决问题

的路径。教学活动的组织强调多样性，合理的分配任务内容，

使培养能力的目标渗透到每一环节之中。能力驱动的教学设

计还需关注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从专业技能到创新思

维，确保教学内容与能力目标深度匹配。

突出能力驱动强化教学设计，需要教师按照系统化的规

划与实施将能力培养目标贯穿于教学全过程。教学内容应围

绕核心能力的形成进行优化设计，将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相

结合，构建多层次、多模块的教学内容体系。课程内容的逻

辑架构需体现能力发展的渐进性，从巩固基础知识到提升综

合能力逐步递进。教学设计需以任务为导向，将具体能力要

求分解为明确的教学目标，在完成实践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提

升能力。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需体现能力驱动理念，运用

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推动学生深度参与学习活动。问题导向

式、案例分析式与项目驱动式教学方法的结合能够使学生在

复杂情境中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设计还需注重营造情

境化的氛围，将实际问题嵌入教学过程，使学生在多元情境

中完成任务。教学活动的组织需要注重全程指导与反馈机制

的结合，通过动态跟踪学生在任务执行中的表现实现即时反

馈与优化调整。评价方式需结合过程性与成果性考核，全面

记录学生能力发展的轨迹。教学目标的实现需要资源的高效

整合，将跨学科知识与行业实践资源融入教学内容，为能力

的培养提供多维支持。通过科学设计与动态优化，能力驱动

的教学设计能够在实现知识传授的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实

践能力与综合素质。

4.聚焦体系构建，创新评价模式

评价内容应覆盖实践教学的全过程，将过程记录与动态

分析纳入评价标准中，全面反映学生能力的变化轨迹。评价

指标需注重能力与成果的结合，从创新意识到实践能力，再

到成果转化，形成多维度、系统化的评价框架。动态反馈机

制是创新评价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实时记录与阶段性

反馈，调整教学内容与实践任务的组织方式。评价主体的多

元化增强评价体系的全面性与权威性，将不同层面的评价视

角融合在体系之中，使评价结果更加立体化。评价模式的设

计强调动态调整能力目标，从而持续提升学生能力在实践中

的能力。

聚焦体系构建创新评价模式，教师应进行全方位的规

划，使评价体系成为实践教学的核心驱动机制。评价内容需

从能力导向出发，围绕创新创业能力的核心要素，建立覆盖

知识应用、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以及综合素质的多维评价指

标体系。评价标准的设计应体现动态性，针对不同阶段的实

践环节设置具体目标，将评价贯穿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运用

分阶段反馈的方式逐步提升学生的能力。评价方法需要注重

过程性与多样化的结合，教师可借助任务记录、实践观察以

及成果展示等方式，对学生在实践环节中的表现进行实时评

估。动态反馈机制应融入教学全过程，按照阶段性分析提供

个性化的指导建议，使学生能够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评

价体系的创新需在构建过程中实现动态调整，保障评价内容

能够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使其在驱动教学

改革与提升能力培养质量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创新创业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在实践教学体

系的构建中融入多维度的教育理念，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

深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动态化的教学

改革，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体系

构建的关键在于整合多领域资源，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锻炼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创新思维。教学改革的深化，使实践教学

体系具备动态适应性，在推动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

过程中实现教育与时代需求的有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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