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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学生管理工作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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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创新创业教育在高职院校得到了大力推广，不但为各院校素质教育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效果的提升。然而，由于很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诸多不足，使得创新创业教育无法得到更好的落实，严重制约了高职教

育立德树人目标的良好实现。基于此，本文就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及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做了分析，并阐述了创新创业导向下，高职学生管

理工作的相关改进策略，希望能够为高校教育的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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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创教育背景下，高职生投身创新创业活动的频率日益增

加，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已然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趋势。对此，

我们在认知双创教育实际收益的同时，还应着重思考推动学生管

理与双创教育的深度融合，科学分析当前二者融合过程中的既有

弊端，采取实效性与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双创教育的多元性和适

应性，从而切实其育人作用得以充分有效地发挥。

一、高职学生管理工作及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双创教育的推进，使得学生拥有更多的实践契机，从而实现

自身创造力、就业力以及创业力的提升。然而，这也为院校管理

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一）对教育管理的影响

当前，双创教育更多地是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创新以及创业活

动，来践行素质教育。这使得学生很难合理权衡双创学习与专业

学习间的比例，部分学生常常偏重于事业性的双创教育，忽视专

业课堂学习，进而使得学生请假、病假、旷课等现象频发，极大

程度地阻碍了专业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学生专业素

养与职业素养的有序化培养。

（二）生活管理影响

高职学生本身就有着较高的学业以及就业压力，这使得一些

参与双创教育活动的学生，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同时对集体活

动的参与兴趣也较为缺乏，长此以往，必然会和其他同学或舍友

产生矛盾或隔阂。同时，部分学生为了完成双创活动，常常将实

践材料或相关工具等带到宿舍之中，这不但不符合宿舍管理规则，

同时也极容易引发宿舍不和。此外，部分学生敬业心较强，在宿

舍或教室依然勤恳加班。虽然这种态度值得肯定，但很容易影响

他人的学习与休息，进而埋下矛盾隐患。

（三）思想管理冲突

部分学生在双创活动中经常接触一些社会人士，这些社会人

士大多学识素养不高，他们有着较强的机会性和实用性思想，这

使的部分学生极容易受其影响，产生学习无用、金钱至上等各种

负面思想，严重阻碍了双创及素质教育的良好落实。

二、以创新创业意识为导向，丰富学生管理的工作内容

（一）院校应当重视其日常管理工作，制定一系列的学业考

核机制，从而消减学生逃课等不良现象。

（二）院校应当对校园双创活动加以扶持，如可将双创活动

与学生的休学创业进行联系挂钩，从而促使学生参与双创教育的

积极性与有效性均得到充分提高。

（三）创新专业学管理机制，将双创教育期间学生的表现计入

其年终学分核算标准之内，同时引入多样化的选课机制，如参与双

创活动的高职生可进行灵活地选择专业课，从而让学生能够在学业

与事业间做出科学的权衡，提高双创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实效性。

（四）高校应当致力打造高精端的双创基地，为学提供优质

的办公仪器、设施、场地以及物流等服务，从而提高学生管理的

规范性与统一性。

三、以创新创业意识为导向，完善学生管理工作的策略

（一）重视教育引导

首先，高校在践行双创教育时，不但要重视学生企业基本知识、

创业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要致力于学生创新

思维以及创业技能的培养与开发，从而促使其综合素质得到充分

良好的提升。其次，相关教师应当在双创教育中，协助学生做好

自身的事业或人生规划，同时也要将社会责任教育当做重要内容，

从而让学生的职业道德、人格品质得到长足地进步。再者，双创

教育将学生目光与思维引向于专业技术创新以及专业知识创业方

面，从而增强双创教育和学业教育的关联性，让学生的双创项目

不再局限于生活层面，促使其专业优势以及知识优势得到充分良

好的发挥，进一步推动院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二）整合教育管理

院校应当依据专业教师并积极牵线社会企业，举办诸如专业

创业大赛、专业科技文化节等活动，从而创设良好向上的双创氛围，

扩展学生的双创认知，激起他们的双创的自主性。

（三）加强基层建设

院校依据学生实情，选取一些高素质学生来充实基层管理队

伍，并鼓励学生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以及自我管理，

如可建立其学生代表制度，在双创教育期间积极听取学生代表的

相关需求与建议，从而提高双创教育的实用性。

四、结语

总之，创新创业教育是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理念的必要渠

道，广大院校应当重视其教育导向作用，不断丰富和完善学生管

理工作，推动学生管理与双创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为社会培养

出更多创新型、高素质型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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