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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础》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探究 
杨柏欢  江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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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培养大学生以创新创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足点，分析了创业基础课程思政的实施目标、思政元素的融

入、课程思政实施的方式方法、创业基础融入课程思政的评价改进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对《创业基础》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进行了

有益探究。 

关键词：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Yang Baihuan；Jiang Fengxiang 

Xi 'an Peihua University, Xi 'an 71012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foothold, analyzes the startup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courses education goal,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into 

the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methods,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to improve the content of the four aspects such 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path of basic course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has carried on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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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实施意见》出台，要求“加快培养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勇于

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要注重让学

生‘敢闯会创’，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课程的本质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创业能力，

思政教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将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进行融合

有助于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课程思政”大格局。 

1 确定《创业基础》课程思政的实施目标 

1.1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 

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贯穿《创业基础》课程的始终，是创新创

业教育的核心要素。《创业基础》课程教育本着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

意识，激发创业动机，激励学生为实现创业目标、创业理想而不懈

奋斗。 

创新创业精神是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创业基础》课

程思政实施对大学生开拓创新品质，艰苦奋斗精神和理想目标的培

养和引导，对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 

1.2 树立学生正确的创新创业价值取向 

创业机会的把握及其创业项目的选择是创业教育的核心知识

点，也是学生开展创业实践，参与各级类型创新创业竞赛首先考虑

的因素。把握创业机会、选择创业项目体现着学生的创新创业价值

取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大量消极的文化如

洪水猛兽般向中国涌入，如拜金主义、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思

潮均对当代大学生造成巨大的影响。大学生遭受着多元文化的强烈

冲击，心智尚未完全发展成熟，社会阅历也尚浅，辨别是非对错的

能力比较弱，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就很

可能偏离正确的创业方向。三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有利于大学生创业活动中树立正确创业观，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

值取向。正确的创业价值观可以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起到价

值引领作用，不仅可以指导大学生确立创业方向，还可以规范大学

生的创业行为，让大学生做出正确的创业项目的选择。 

具体的在讲授创业机会的来源及创业项目选择时，要树立为人

民服务的观念，要以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为己任，从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创业项目选择的立足点。以国家的产业

政策、行业的短板为攻关目标，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工匠

精神、强国梦为奋斗目标。使得大学生创业行为符合国家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让大学生个人创业行为建立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之上。 

1.3 确定合理目标，做好企业、职业规划 

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有坚定的创业意志和全面的创业能力培

养，还需培养学生对未来进行规划的能力，历练抵抗风险和判断是

非对错的能力。 

大学生进行创业、职业生涯规划时，要认识到以下三个问题：

自己的特长在哪？自己的职业理想是什么？自己将要如何实现人生

理想？在创业基础课程思政教育中，针对企业、职业生涯规划时要

教育引导学生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找出自己的优缺点，引导学生

不能好高骛远，要根据自身实际确定合理目标，帮助大学生制定行

动计划，并对每一个行动计划的时间和顺序做出安排。 

1.4 规范学生创新创业行为 

规范学生的创新创业行为使得大学生在创新创业道路上走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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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更远。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需要进行生产、 售、管理、雇

佣工人以及纳税等一系列创业实践行为活动。由于大学生缺乏社会

经验，缺乏法律法规的熟知度，还有一些学生创业功利心比较强，

把获利当成了创新创业的首要目标，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禁不起

利益的诱惑做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创业基础》课程思政的实施将职业道德教育融于创新创业教

育，让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规范，通过课程思政填

补创新创业教育在规范大学生创业行为中的不足。职业道德的基本

定义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服务社会。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法律意识，强化学习创新创业相关的法律

知识。如《合同法》《专利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将学生

培养成为一个知法守法的合格创业者。学生在遵法守法的前提下开

展创新创业活动，并且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各项权益。 

2《创业基础》课程教学中思政元素的融入 

融合内容不是嫁接，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将思政元素与课程融

合，并进行内部升华，在“润物无声”中自然导入到课堂教学中。 

西安培华学院《创业基础》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将党的百年

创业史作为案例教学，进行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党的历史就是一部

恢弘的创新创业史，波澜壮阔、事件众多、人物丰富，在新的形势

下，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原则，通过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

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教育题材和思想实践活动，在创业

教育中融入党的历史、革命传统和人生观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党史

教育，这对于培养思想道德高尚、政治素质过硬的新一代，增强他

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担负起国家振兴的重任将发挥重要

的作用。 

3《创业基础》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 

3.1 以学生、教师为核心 

将先进的组织创业之道、创业之智、专业之魂、创业之本，以

讲故事、讲历史的方式，植入创新创业课程，探索学生喜闻乐见的

思政元素。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有理论、懂实践，思政水平高，

深谙先进的组织创新创业历史、智慧、故事的老师，在创业基础教

研室掀起学习党史、研究党史的风气，以教促学。 

3.2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 

开展创新创业课程思政，不仅要深抓第一课堂，而且要深抓第

二课堂，关键在于开展“理论+实践”的教学，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

实践实训教学体系，以改变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设置相应的实践

学时要求，在校内开展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活动和竞赛等，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 

开展党史、创新创业知识竞赛；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布置“汲

取共产党的创业精神、创业智慧”的作业，开展相关主题演讲比赛。 

西安培华学院参加互联网+大赛，历年来青红赛道成绩斐然，课

程组要利用这个优势，充分利用陕西得天独厚的红色基因，挖掘青

红赛道元素，讲述共产党创新创业故事。 

以训练营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提高

学生们的创新创业能力，锻炼他们的创新创业思维，培育创新创业

人才。 

3.3 采取“线上资源自学+线下翻转课堂”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打造双向互动课堂，提升学生学习体验。改

革授课方法，打破传统的以讲授型为主的教学模式，创新创业基础

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结合，将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理念逐步引入

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思政教学中，采用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模式，进而提升教学质量。也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3.4 完善教学模式 

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手段，发挥网络平台作用，宣传创新创

业理念。丰富创新创业课程思政教育模式，塑造具有趣味性、时代

性的育人环境，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之中。 

思政教育与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在课程内容准备过程中，注意

从先进的组织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选取

课程案例，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为我党培养拥护先进的组织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4 改进课程评价 

《创业基础》课程评定方法以各小组的创业项目的选择、创业

计划书的调研与撰写、项目路演、课堂表现以及创业实践过程、学

生个人参与程度等方面组成。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

其中一个评分依据。在学生创业计划书完成情况的评定中，教师根

据学生撰写的结构、内容、撰写的态度等标准，加入爱党、爱国、

诚信的元素。 

5 结论 

《创业基础》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激发学生对创新创

业的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素质，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

创业教育融入度高，素材丰富，将课程思政融入创业基础课程教育

大有可为，本文通过创业基础课程思政目标、思政元素融入、课程

实施方式方法、改进课程评价四个方面对《创业基础》课程思政实

施路径进行了探究，为高校做好《创业基础》课程思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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