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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

随着“双创”政策的提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创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HNJG-2020-0620）、2020年湖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HNKCSZ-2020-0394）、

2019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C1033）、

2020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C0522）、

2021年湖南省评审委员会项目（XSP22YBC507）、湖南工

商大学教研教改项目（校教字〔2021〕22号）阶段性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

黄胜（1982-），男，江西九江人，讲师，研究方向为课

程与教学论；

宋鸾姣（1979-），女，湖南长沙人，助理研究员，研究

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业新模式便在全国各地开启。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高校承担着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既是使命，亦是挑战，从

此，一股创新创业教育浪潮便在全国高校掀起。而在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过程中，打造创新创

业教育师资力量是关键。毋庸置疑，近一段时间以来，我

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正在陆续展开，在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亦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创新创业教育涉及的因

素很多，需要多学科、多能力、技术强，再加上政策体系

不健全，[1] 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目前还不能很好地适应

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高素质创业教师的短缺已成为阻碍地

方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不利于地方高校培养创

新创业人才。如何完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

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是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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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是核心，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是重点，

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而根基则在于创新

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路径的完善。

在国外，1947 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开始了创业

教育的研究，这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业教育开

始崛起。目前，美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师建设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美

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社会、

协会、高校的共同努力；而且，美国高校有严格的教

师选拔和培训体系，在创业学科体系建设、系统引入兼

职教师、多渠道完善教师成长平台等方面，创新创业教

育师资队伍能力提升；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通过加大

资助力度，加大投资力度，强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培训

体系；南加州大学通过教师奖励制度，密歇根大学通过

构建创新创业环境，提升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能力；美

国创业教育的成功典范——百森商学院拥有一支强大

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通过创建“从名校毕业的

专任教师和具有创新创业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模式、

“内部培训、外部培训及访问学者交流计划”，来加大

培训力度，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激励制度，促进教师队

伍创新创业教育建设和教师能力的提高。此外，德国、

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高校亦具备严格的创新创业教育

师资队伍选拔和培训制度，十分注重教师的创业实践

经历，等等。

在国内，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重点提出我国高校要“大

力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努力打造双创教育”。[2] 高校作为

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使命

和挑战。与国外相比，我国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创

新创业教育教师的建设和能力不足，不利于我国高校创

新人才的培养。通过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

现状的调查，戴小芳等人发现，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师

资队伍在实践经验上严重不足，教学内容不丰富，教学

能力有待提高，创新创业能力欠缺 [3]；陈学军等人认为，

创新创业教师的专业学科背景薄弱，学术科研能力低下
[4]；易苗认为，应从政策环境、管理制度和内生动力出发
[5]；汪泳认为高等学校应从转变管理观念、改进教师评价

机制、落实教师实践培训等方面入手，促进创新创业型

教师成长 [6]；陈广正认为应该健全机构、构建机制、科

学评价和有效激励来有效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 [7]；程莉萍认为应该强化产学研合作制度来促进

教师队伍建设等等。

三、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

困境

一是创新创业教育教师质量与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

发展需求不匹配。优质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不足是抑

制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创业教

育教师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大

多数缺乏相关专业背景、创业实践经验不足，指导能力

不强、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衔接不到位、准入标

准不高，高学历高职称教师占少数等。

二是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培训平台缺乏。当前我国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培训平台主要有 KAB 项目培训和教

育部委托部分高校开展的培训，但仅仅这些师资培训平

台并不足以满足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需求。缺乏创新

创业教育师资培养平台，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创新创业素

养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无法得以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

质量不能保证。[8]

三是创新创业教育教师评价体系不健全。单一化的

教师评价方式，致使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的发展受到

严重制约。目前我国高校多以学生考评教师教授课程教

学效果为主，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容易导致评价理念误

差。创新创业教育不应忽视创业实践和理论成果转化实

践应用等差异性考核指标，而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

所以要建立一批具有创新创业的高素质教育师资队伍，

离不开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评价体系。

四是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激励机制欠缺。当前我国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评价体系的单一化，这就造成了创

新创业教育对教师的奖励和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职称

晋升难、培训激励无法满足教师需求、工资绩效考核形

式雷同等抑制创新创业教育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

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国路径

一是加大政府对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双创”，支

持高校发展创新创业教育，也涌现了一些宏观层面的相

关政策和举措，但微观层面的指导意见鲜见。地方政府

应该整合财力支持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并做好多方协调工作，如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资金、

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设立专项基金会等。[9]

二是制定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职业能力标准。

制定职业能力标准，规范准入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提高

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的职业化能力，通过制度来规范

准入条件。例如美国、德国高校内部在选拔创新创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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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师时，必须要求博士学历，而且把具备该专业实践

经验作为重要考量条件。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教师很大部分来自高校的行政人员，这部分行

政人员多以硕士学历为主，且前期并未有任何创新创业

教育相关专业知识结构，更无任何创业实践经验。

三是打造一支专、兼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内培 +

选聘”教师队伍。高校内部培养一批创新创业教育师资，

保障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顺利开展。研究表明，目前我国

高校严重缺乏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无法满足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这已成为我国创新创业教

育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高校应采取校内培养和校外选

聘相结合，打造一支创新创业教育高水平师资队伍。而

校内培养要严格遵循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准入标准，校外

选聘要强调其在某一领域的杰出且具备丰富的创业实践

经验等。

四是建立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评价体系。统

一性和规范化的评价，很难实现用人生态，多元化的创

新创业教育教师评价体系旨在教师的差异性和个性化发

展。建立以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为主线和以创新创业

教育成果转化为根本的多元教师评价体系。以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能力为主线的评价，重点强调对创新创业教育

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通过与国际创新创业教育接轨，

不断提高创新创业教育教师专业能力；建立以创业成果

转化为根本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转变传统只重视知识

的积累，忽视成果转化与知识应用的现象。[10]

五是创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的多元化平台。多

元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培训为教师提供了促进专业成

长的平台。鼓励创新创业教育教师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教

育基金会，通过参加教师培训项目提升教学能力；成立

教师发展中心，定期邀请校外成功人士和校内优秀创新

创业教育教师开展专题培训；加强政 - 企 - 校合作，推动

创新创业教育教师参加创业实践工程，提升教师创业实

践能力。

六是建立健全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激励机制。积极

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建立和完善激

励机制的重要途径。通过创设“年度创业奖”、“全国创

业教育者”，对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

给予奖励。以奖促学、以奖促改、以奖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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