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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社会形态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的

关键课程，应积极拓展培育大学生“双创”能力的功能，“满

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 ]，成为大学生“双创”能力培

育的新的重要载体。可拓学是由中国学者于1983 年提出的一门

原创性横断学科，它以形式化的模型，探讨事物拓展的可能性

以及开拓创新的规律与方法，并用于解决矛盾问题[2]。可拓学

应用于思政课中有助于解决其对大学生“双创”能力培养不足

的问题。本文旨在构建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将其

嵌入思政课教学，以可拓思政教学模式，实现思政课师生之间

的良好互动；以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的可拓模式，实现

思政课教学中知识协同、方法协同、组织协同，最终促进大学

生“双创”能力提升。

1 　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构建

1.1 构建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助力思政课培养

大学生“双创”能力

①构建思政课可拓创新教学模式。以所学思政理论知识和收

集的思政信息为素材，以可拓创新方法论知识为加工、处理工具，

训练学生运用知识处理问题。其实施路径如图1-1所示。

图1-1     知识创新应用的可拓创新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图

②构建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的可拓学习模式。知识协

同：教材知识、实事知识及相关信息采用基元理论进行收集，对

思政教材进行可拓建模，通过基元库构建面向创新实践的素材库，

实现多种学习资源的协同；方法协同：从可拓创新的3E3A5T法入

手，结合对现有条件和目标的发散思考，把所有可能的创新路径

列出来，逐一对比、试验[3]；人员、组织的协同：通过流程化

训练，小组成员合理分工，利用可拓变换理论有序协作加工信息，

形式化生成备选的创新方案。最后对方案进行评价，选出可行创

新方案。

2　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嵌入思政课教学的设计

与实施

2.1 构建思政课教学实施方案，落实大学生“双创”能力

“双创”能力提升模型融入思政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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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并对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嵌入思政课教学进行整体设计和实施，
探讨其实际成效，最后从四方面对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嵌入思政课教学进行思考，促进思政课培养大学生“双创”能力作
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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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学分为大班集中授课+小班研讨+课程实践。①大

班理论课教学方案，基于可拓学物元分析方法构建“五位一

体”的思政课教学体系，即“专题讲授+ 视频学习+ 教材可拓

建模+合作研讨+课程实践”五位一体[4]。专题讲授即大班理论

教学，以任务为中心组织课程教学，实现思政理论与创新的知

识协同。②小班研讨课教学方案，通过视频学习、教材建模、

合作研讨，巧妙运用案例发散树研讨、拓展思维游戏、可拓建

模、可拓矛盾问题解决模型等创新方法，实现认知性知识与可

拓创新方法论知识的联动。③课程实践主要六大给定实践主题，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课程实践，实现基本知识、社会需求与

学生实践活动的三者联动。

2.2构建“全时空”交融思政课堂，全面培养大学生“双创”

能力

①思政理论课堂：落实可拓创新教学模式，实现“双创”能

力的全过程培养。理以教师专题讲授为主，同时，将大学生“双

创”能力提升模型融入思政课程，用可拓建模思维对理论知识进

行建模、拓展、变换，引导学生树立建模思维、拓展思维和变换

思维。②思政实践课堂：落实可拓创新自主学习模式，实现大学

生“双创”能力的全方位培养。实践课堂包括学生研讨实践课和

社会实践课。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例，研讨课设计三大

研讨任务：理想?信念——影片分享会；人生?价值——读书分享

会；榜样?力量——向宁波院士学习。社会实践课围绕“我的大学

我的梦”主题，拍摄微电影，并进行展示。③思政移动课堂：打

造一批优秀思政创新成果，实现大学生“双创”能力的虚拟空间

全天候培养。依托云班课、学堂在线、钉钉群、QQ群、微信圈等

移动平台，上传课堂培训资料、培训视频、学生优秀作品、理论

知识训练题、头脑风暴题、思维拓展训练题等，充分发挥移动平

台，无时无刻都在运作的特点，实现思政教育和大学生“双创”能

力的虚拟空间全天候培养。

3 　形成“四促进”机制，促进大学生“双创”能力

提升

3. 1 发挥自育、互育、他育三个作用，实现自教、他教、

互教三教耦合的自我教育机制

自育：学生通过教材可拓建模、专题研讨个人作业完成等，进

行理论知识的自主学习和自我运用。互育：学生完成个人作业的

基础上，通过团队共创，小组成员间互相配合完成小组任务。他

育：学生作为主讲进行课堂分享，发挥他育作用。以“理想?信念

——影片分享会”研讨课为例，学生自主观赏影片，完成个人作

业，发挥自育作用；组长组织小组同学进行讨论，就影片数据层

面、观影体验层面、观影收获和启发层面、未来一月内的行动

层面，进行研讨，归纳总结出小组共识度最高的各5 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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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作小组汇报PPT，发展互育作用；最后小组在教室进行课堂

成果汇报，发挥他育作用。通过自育、互育、他育三作用发

挥，最终实现自教、他教、互教三教耦合的自我教育。

3.2 信息、知识与创新方法论及实践应用的联动机制

以所学知识和收集的信息为素材，以可拓创新方法论知识为

加工、处理工具，训练学生运用知识处理实践问题。①构建基

于可拓学的知识综合应用实践教学模式，实现信息、知识与创

新方法联动。以所学知识和收集的信息为素材，以可拓创新方

法论知识为加工、处理工具，训练学生运用知识处理问题。②

将学生实践训练的内容、掌握的方法进一步拓展到课程实践中，

实现理论和实践联动。如学生将个人吉尼斯纪录拓展为寻找企业

的第一，实现社会需求与学生实践活动的联动。

3.3产教学研联动的实践机制

搭建思政理论课实践平台，目前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宁波

市鄞州区云龙镇、东吴镇、宁波市甬剧艺术博物馆、中国进士

第一村——走马塘村、宁波市院士公园等合作搭建思政理论课实

践教学基地，校地共商共建，完善实践联动机制，促进思政课

培养大学生“双创”能力作用发挥。目前我校大学生积极参与

的宁波市甬剧传习研究中心拍摄的《众家姆妈》短视频，已经

顺利完成；在院士公园开展的“向甬籍院士学习”现场教学已

经有序开展；到云龙镇进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正在进行中；相关活动已在 “甬派”平台报道。

4　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嵌入思政课教学的实施

成效

4.1形成了可拓思政教学模式

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坚持面向创新导向，

将可拓学与思政课相结合，形成可拓思政教学模式。将中国原

创学科可拓学方法应用于思政课教学，用“可拓建模”方法，

构建课程教学体系设计，教学生进行教材的可拓建模，用“可

拓建模”玩转笔记，用“可拓建模”进行历史人物述评；用

“促动技术”进行小班研讨，在全程促动体验中掌握理论知

识；用“可拓矛盾模型”解决现实中的矛盾问题；用“可拓

创新方法”，拓展学生课程成果应用范围。笔者近些年利用参

加ITQM 国际会议、全国可拓学会议、思政课程培训会等机会，

以会上分享，或会下交流的方式，积极介绍可拓学与思政课的

结合成果，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

4.2培养了近万名学生进行创新创业

自2016 年开始进行可拓思政教学，每年培养近2000 名学

生。学生经过可拓思政教学熏陶，激发了创新意识，开展了创新

创业实转化为：发表论文20余篇；校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学生

作品竞赛二、三等奖共7项；浙江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

作品竞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浙江省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二等奖1项，浙江省挑战杯红色专项活动“百

优团队”1项。校大学生科研重点项目3项；浙江省新苗人才计

划项目3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4项。

5　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模型嵌入思政课教学的进一

步思考

5.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创新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对创新教育具有价值引领的功能[5]；创新教育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和新载体[6]。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基础上，坚持面向创新导向，将可拓学与思政课相结合，

形成可拓思政教学模式。①重塑理念：坚持创新导向，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以创新应对创新。②构建知识创新应用的可拓创

新教学模式：以所学知识和收集的信息为素材，以可拓创新方

法论知识为加工、处理工具，训练学生运用知识处理问题。③

建构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可拓学习模型，课程知识和相关信息

采用基元理论和本体技术收集，从可拓创新的3E3A5T 法入手，

通过流程化训练，团队合作，形成创新方案，实现知识协同、

方法协同和人员、组织的协同。

5.2遵循学生成长应然路径

当前思政教师不懂创新教育，无法有效将创新方法融入思政

课堂。大学生创新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

将大学生创新能力培育融入思政课甚为重要。将大学生“双

创”能力培养模型嵌入思政课教学，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

征的传统思政课模式，转变为以任务为中心组织课程教学，实

现了认知性知识与可拓创新方法论知识的联动。将中国原创学科

可拓学理论引入思政课，构建思政课可拓创新教学模式和创新创

业能力提升的可拓学习模式，将多课程内容进行内涵衔接，引

导学生合理利用网络，提高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实现从掌握知识到创新性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转变，实现知识原

理、创新方法与学生实践应用的三者联动。

5 . 3 推动了“双创”教育融入思政课，实现从“小众”

到“大众”

打造“双创”教育升级版，要求教育对象从“小众”向

“大众”转变[ 7 ]。将“双创”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可以有效实

现从“小众”向“大众”转变。思政课程是大学生的公共必

修课程，可以从实际上保证创新创业的“大众”化，让更多

学生接受创新创业教育，更好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

提高学生的“双创”能力。进行可拓思政教学，将创新创业

活动融入思政课，“有活动，才有活力”，活跃课堂氛围；分

享大学生“双创”先进典型故事，“有榜样，才有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这个榜样又是身边人，树立创新

典型，创业楷模，并对大学生教育引导，让学生影响学生，让

生命感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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