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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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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不断优化，使社会中建立起“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环境和氛围，使人才培养工作面临着创新改

革的新趋势，出现工作运行上的新要求。为更好的发挥创新创业教育的优势，需要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到人才培养体系中，促进创新

创业教育高质量开展。对此，本文从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优势和意义入手，了解当前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体

系融合面临的主要阻碍，通过积极探索新路径，找到发展新思路，为高校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提供策略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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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enabl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of	"ma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ociety,	making	talent	training	work	face	new	trends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work	operation.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integr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dvantages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into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stands	the	main	obstacles	fac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t	present,	 finds	new	ideas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actively	exploring	new	ways,	and	provides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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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我国发展政策中，明确指出创新

创业教育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人才全面发展的
重要举措。而要想发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优势，需要高校在原
有的人才培养体系上，立足新的发展目标，从各个角度融入创新创
业理念，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融合，使创新创业教育融
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中，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方向。然而，受到高
校传统发展理念的限制，以及在协同育人机制上不足，使创新创业
教育难以融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学科建设的不足。对此，针
对如何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完善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展开具体的研究和实践。

一、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
高校作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领地，发展创新创业教育，

不应只关注学生的就业率，以及创新是否成功，更应重视学生综合
能力的发展，使学生满足当前产业转型发展下，人才需求的变化。
从这一层面来讲，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教育需要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
系中，发挥人才培养工作的优势，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
深度融合，使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
高校改革建设的现实要求。目前，我国正经历产业结构转型，第三
产业占比增加，不断落大知识劳动者的需求量。同时，第三产业中
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岗位出现较大的就业弹性，能够吸纳更多
人才，为院校人才就业工作带来更多的机会。面对全新的机遇，高
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中，可实现对各类资源的共
享和高效传递。一方面，可使创新创业教育结合院校整体的发展目
标，展开培养模式的变革，在培养人才创新意识、创业能力上投入
更多，促进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和素养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专
业教育而言，创新创业理念的融入，可转变人才培养方向，实现各

类教育活动协同发展，形成人才培养上的合力，完成人才培养工作
上的能量输送。

二、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创新创业教育融入的主要阻碍
（一）育人资源难以整合和统一，人才培养力度不足
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需要高校资源和师资的支持，

使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依照整体的发展方向，落实各项教育活动，形
成人才培养上的合力。但是，目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定位模糊，还
不能于专业教育相互渗透，使创新创业培养处在边缘位置，难以发
挥其优势和作用。特别是部分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还停留在开展创
新创业竞赛和创业实践活动上，尚未将创新创业按照学科建设思路，
纳入到学科体系中，无法依据学校专业建设思路进行规划设计。在
教学资源的应用上，由于创新创业在实践育人上有着更高需求，创
业教育更是需要结合社会背景和产业发展情况，开展各类型的创业
活动，这就对学校实践育人资源建设有这着更高要求。但是，学校
没有针对创新创业教育落实校企合作，缺少外部的支持，学校实践
基地和实训基地建设不足，开展的创新创业项目内容单一，与产业
的关联度不足，造成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实效性降低。而在师资方
面，教师缺少创新创业经验，加之没有制度和资金上保障，造成教
师设置的教学任务，不符合整体的发展方向，难以满足高校高素质
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

（二）创新创业教育于专业教育融合不深入，协同育人运行不
畅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手段，不能脱离知识教育而独
立发展，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至人才培养体系中，也不是创新创业教
育和专业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专业教育中融合创新创业理念，
从创新创业培养目标出发，完善学科建设，完成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的建设，构建起高校多层次、相互融合的教育系统，为人才的发展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1)2023,1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33

提供充足的动力。这就要求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合作，形成协
同育人效应，实现各项育人工作的高校实施。但是，高校没有建立
起协同育人的机制，将更多关注投入到专业人才技能发展上，使创
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合作停留在表层阶段，局限在技能培养和操
作上，没有针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落实全新的培养体系。难以使专
业人才培养中的各类资源，以及实践育人上的经验和理念，进入到
创新创业中，无法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支持。而创新创业教育自身
发展力度不足，不能将创新创业理念作为专业教育的重要理论支撑，
使专业教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受限，无法促进学生良好就业和发展。

三、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入路径探讨
（一）建立健全的创新创业管理与运行机制，完善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
建立健全的创新创业管理与运行机制，是推进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有序展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的前提条件，对于推
进创新创业教育规范化展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相关高校应高度
重视创新创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单线，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优化配套措施与人才培养相关制度，以进一步提升高校人才培养实
效。第一，改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制度。学校作为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必须要明确教务、科研、就业创业等各部
门的主体责任，建立责任分配制与责任追究制，对于因个人疏忽而
影响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人员，需要给予责任追究和处分、以提高
其对此方面的重视，加大管控力度。第二，完善高效、政府、社会
合作运行机制，通过校际合作，搭建教育资源共用学分互认制度，
由学校和企业之间紧密合作，实现人才资源、科研资源、学习资源、
文化资源共享，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资源知识。第三，建
立完善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加强与专业课之间的融合，选择在专
业课程、政治课程及公共课程中加入创新创业理念、设置相应课时，
保证创新创业能够融入学生日常学习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
创新创业意识与基础能力。第四，引进信息技术手段，设立专门的
创新创业咨询平台，邀请创业专家、成功企业家、往届创业成功毕
业生等入住该平台。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咨询、经验分享、最新
信息分享等服务，提高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知，保证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与时俱进。

（二）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育人优势，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校园文
化氛围

首先，建立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为主的创新创业社团，为
全校学生提供融资担保、财务法律、最新信息、行业实施动态、优
惠政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面向全体学生定期开展创新创业经验交
流会、工作坊，给予学生相关指导，降低教师工作压力。其次，在
高校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师，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纳入人
才培养方案，将学生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首
要任务，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紧密结合。此外，定期举
办以学校为载体的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创新创业沙龙，营造浓厚的
创新创业校园文化氛围。

（三）开发“教育、实训、服务”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保障体系，
提升教育实效

开发“教育、实训、服务”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保障体系，可
通过建立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训体系，搭建校企合作实训实践平
台，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三方面一体化人才
培养服务，满足高校人才培养需求。首先，建立创新创业教育培训
体系。可通过专门设立八个学时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块，为学生开设
创新，创业教育及实践必修课程 ；在新生入学期间开展专门的创新
创业启蒙教育，邀请优秀创新创业校友、企业家与成功人士开展专
题讲座、学术座谈，分享各行各业动态、发展趋势与创新创业心
得，激发新生创新创业欲望，奠定良好基础；开设 SYB 创业培训班，
为学生提供专门的创新创业服务，帮助他们理清未来创业思路，辅
助学生制定自身创业计划书，定期组织开展创业团队模拟实训，提
升创新创业教育效率。其次，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打造创新创
业孵化平台，通过建设链条是创业孵化体系，将创新创业教育覆盖
整个校园，提升学生创新创业事业的成功率 ；设立 SIPT 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训练项目，举办与专业学科相对接的知识竞赛，以激发
学生学习热情。此外，搭建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体系。需要加强学校

对此方面的投入，优化创新创业教育硬件环境、师资水平与学生群
体中新创业相关政策，满足学生多样化创新创业需求。比如，建立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体系、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经费、创业种
子基金等。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提供多样化知
识与帮扶，最大化激发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加强创新创业型师资队伍建设，推进人才培养质量稳步
提升

建立一批高质量、复合型、职业能力强、拥有创新意识创业
能力的教师团队，是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活动高质量展开，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和实效的重要保障。因此，相关高校必须要明确认识
到学校既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引导者、实践者和传承者，同样
也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组织者。若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对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必须要打造一支兼具创业精神与创业能
力的师资队伍，才能推进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首先，从政府层
面加强师资水平。相关政府应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利用自身资源与
政策优势，创建新型师资库，吸纳和引进各级人才，邀请有创业实
践经验的职业人士、投资人和企业家作为讲师到校内授课。可通过
为其提供福利，以激发其参与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有利于解决高校创新创业型师资短缺问题。其次，从学校层面加强
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在职培训。一方面需要鼓励在职教师定期参与
专职培训、挂职锻炼、外出进修、企业科研项目研究等各项活动，
不断丰富自身创新创业经验，开拓视野，实时获取行业、企业最新
技术，引进课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实效。另一方面，加强专业
人才引进，通过严格考核与选拔，筛选一些具有良好创新意识、创
业能力与实践经验，综合素质较高的优秀人才，不断壮大现有师资
队伍，为大学生提供更加充足的教学服务。

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创新创业型人才需求的变化，高校落实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工作，需要充分利用潜在的资源，在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之上，以健全的培养体系为引导，从多个角度和培养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为社会的发展建设提供人才上的保障。然而，由于高校没
有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创业教育在资源、师资上支持不足，没
有在专业人才培养之上，形成完善的培养机制，造成创新创业教育
难以高质量开展，无法满足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对此，
需要高校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发挥第二课堂的优势，在院校中营
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开发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提升高校育人成效，
推动课程、资源、实践育人协同共建，在协同育人上形成合力，实
现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高效培养，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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