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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下，社会对于工作人员的要
求也有所增加，因此对于高校来说，重视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不仅能够推动高校的转型发展，同时也能够解决高校人才培养
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校在教育中开
始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高校明确自身的定
位，真正落实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明确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创
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上，通过有
效的方法来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1  简析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的关系
首先，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来说，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应用

性。创新创业教育的主体是高校学生，并根据这个主体来进行
实践教育活动。利用高校学生的个性来拓宽视野、完善知识体
系，以此来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其
次，对于应用型人才来说，需要其具备创新创业的能力，因此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能够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做好准备。现阶段，
传统人才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对于高
校来说培养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其发展方向。

2  具体的实践路径
2.1 开设主导课程，加强创新创业能力
高校需要明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来开

展应用型人才的培训。高校教师在进行专业课教学中需要重视对
于创新创业实践内容的教学，并配合相关实践活动来共同开展高
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高校可以开展创业基础、
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相关课程，同时也可以增加一些与创新
创业有关的选修课程。教师也可以对现有的专业课程进行分析，
并根据其专业的特性来融入创新创业的知识，这样有利于开展针
对性的创新创业教育，从而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2.2增加隐性课程，打造培养环境
高校在应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需要开设主导的课程，还

需要增加隐性的课程，这就需要高校对传统的教育方法进行改革
和创新，不断深挖高校的育人功能，以此来打造应用型人才的教
育理念。在对高校学生进行综合教育期间，也需要设置相关的素
质拓展课程和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和活动，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相关
的活动来获取综合学分。除此之外，高校也可以对自身的基本情
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来设置相关的创业园和优秀的创新创
业项目，为高校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工作打造优质的环境，这有利
于促进高校学生开展个性化的发展，有利于打造创新创业的环境
氛围。

2.3开展“项目导向型”创新创业教学模式
“项目导向型”的创新创业教育方法是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

融入项目的概念，其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各种项目，教师和学生共
同参与项目的教学以此来完成这一项目。在这种开放式的教学中，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都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在“项目导
向型”创新创业教学模式中，主要是通过解决项目问题来实现教
育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需要明确项目教学的目的、
内容，合理分配项目任务，让学生们在分析项目的过程中完成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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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的学习，以此来帮助高校学生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在“项目导向型”创新创业教学模式中，其中心是为了完
成项目，从而对创新创业课程的开展起到推动作用。高校学生在
完成相关的项目期间，需要对市场进行调查开发，以此来对项目
的设计和产品的质量进行优化完善，这有利于提高项目的市场价
值。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学生的市场思维能力能够得到有效地提
升。最后，对于“项目导向型”创新创业教学模式来说，其关键
在于“学”，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加强对于学习的控制。传统的高
校人才培养中，主要是由教师来控制学习的内容和进度等。事实
上，这种创新创业的教学方式也是对实际的工作进行模拟，在这
一过程中能够加强学生对于市场的了解，同时也能够强化高校学
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实践经验，有利于培养应用型
人才。

2.4产学研结合载体
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也可以采用产学研结合的模

式，以此来培养应用型人才。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高校需要
重视创业的实践工作、创新创业知识的教育工作，通过将教育系
统和生产技术系统的有效融合来强化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
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就可以聘请一些研发工作人员、工程
师等来兼职学校的教授，这些教师能够利用自身的工作经验来为
学生创新创业进行有效、针对性的指导，这样也有利于扩大创新
创业教育师资团队。高校可以与企业建立合作的关系，对于一些
创业较好的团队可以和企业来共同完成产品项目的开发。同时企
业也可以和学校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学校来教授创新创业的理论
知识，而企业则是来强化学校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学生可以到
企业中进行实习实践，通过校企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

3  结束语
鉴于上述分析可知，现阶段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更加注

重应用型人才，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高校
明确创新创业教育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自身的
基本情况和发展方向，来开展创新创业的教育工作，提高高校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从而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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