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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后疫情下的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的 

高职高专学生创新创业现状与研究 

——以可降解可再生环保 PLA 复合材料项目为例 
黄鹤  陈婉琪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  528041） 

摘要：高职高专院校作为我国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专业人才的核心场所。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的开展，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将是高职高专院校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从现实角度分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
推进，金融业整体在获得空前发展的前提下，也在不断深化改革，社会对于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高。基于高职高专院校
的职能定位，以及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现状，高职高专院校应当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改革的实际需求，以及实体制造行业的
现状，研究具体的、结合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从根本上培养出合格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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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core places of training applied and skilled professionals in our 

country.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activities of "mass entrepre

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raining applied professionals will be the main task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

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a realistic point of view,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the fin

ancial industry on the premise of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also continues to deepen the reform, the social deman

d for professional skilled talents is more and more high.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orientation,

 as well as the social demand for skilled talen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n

eeds of the current reform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entit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atus quo, research concret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cultivate q

ualified fundamentally applied profess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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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

部门重点提出了建设新工科的总体目标。该目标是以探索新的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专业人才。通
过对现阶段施行的教学模式展开研究后发现，传统的工程实践课程
存在教学内容老化，还是以教师为中心落实具体教学工作的，不能
充分满足智能制造对创新能力的要求。而且传统培养模式中存在教
学内容单一，各工种之间跨界整合能力不足等问题[1]。基于上述观
点，探索智能制造实践课程改革，培养更多满足未来需求的智能制
造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高职高专高分子材
关专业课程体系也随之做出相应调整，由传统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
转向新型的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方向，以顺应国家关于高职高
专发展的定位及经济转型大方向，也使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真正落到实处[2]。 

与此同时，教师需要意识到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专
业课程教学也成为当下经济环境下的大趋势，为了提高高等教育（包
括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国家先后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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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关
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2018 年）。
两个《意见》均指出要深入开展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和就业能力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和发展。由此可见培养和
支持大学生创业应该是各高校包括高职院校的重要工作之一。而近
年受疫情影响，创业难、守业难，创新更难也逐渐成为当下热门话
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并且，目前高校日益注重

学生创业能力和创业意识的培养[3-5]，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剖析
大疫情后的高职高专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专业学生创新创业面
临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途径及方法。 

一、后疫情时代创新创业呈现的新型特征 
（一）绿色智能化、数字化创新创业成为社会新业态 
在疫情防控大环境的影响下，使各行各业都受到较大影响，并且

较长的影响周期也使人们的工作生活等诸多常态化的活动都呈现在
各种各样的新型特征。疫情首先促使了网络经济、共享经济的蓬勃发
展，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标志而产生出多种新技术、新行业。 

（二）多管齐下、线上线下工具有效整合，助力创新创业大发展 
疫情期间“线上办公、线上生活”迅速普及，且全国高校也为

了适应大环境，拟定了线上“双创”创新创业比赛方案。具体实施
过程中，通过线上邀请组队，利用各种工具进行线上研讨，并完成
去纸质材料线上提交。与此同时，评审专家的“线上指导”与“学
生线上备赛”新形式也逐步完善，使得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成为创
新创业发展新常态。 

（三）多种云平台共同促成云创业云创新的新高地 
实践阶段，高校可充分借助云平台服务资源助力创新创业教育

的落实，创业团队成员可以在云平台上交流项目，财务机构、管理
机构等外部资源也可以通过平台实时跟踪查看。同时，优秀指导教
师、专家以及企业资源也可以借助于云平台，更灵活的加入到创新
创业项目中，可以为学生项目提供相关实践经验、财务分配、人员
管理等支持。通过云平台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学生既可以充分积累
到实践经验，也可以更快的接受外部环境的新信息，使学生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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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面对各种市场风险。 
（四）后疫情时代，不景气经济大环境促使创新创业团体成为

整体共识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6]，2020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示范基地带动作用进一步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20〕26 号）明确提出，要做强开放创业孵化载体，搭建多双边创
业合作平台，鼓励双创示范基地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构筑全球化创业
重要节点[3-5]。后疫情时代，面对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构建创新创业共同体成为国际新共识。 

二、后疫情下的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专业创新创业面临的

问题 
对高分子材料行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新材料类的创新

创业项目一直是研究热点。但随着疫情的长期影响，原材料的价格、
原材料供应链及其他助剂等受影响较大，因而间接或直接都影响到
材料行业，与此同时，在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领域上的创新创
业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导师专家指导的效力结果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各级各类学校都为了响应疫情防控政策，转线下

教学至线上，或者在经由上级教育部门审批后采取延迟开学的措施。
对于学校而言，如何安排时间和空间，人力和物力，如何运用各种
资源条件，保证教学正常进行都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所以，
关于学生在学校的一些常规日常的课余活动。比如，高分子材料加
工领域中一个项目团队的课题，该团队以“可降解可再生环保 PLA
复合材料项目”为项目名称开发新型的可降解材料。项目期间，校
外导师及专家由于不能进行线下交流指导，因而采用各种线上平台
开展，以此种方式，有效保证了项目指导及整体工作进度的正常运
行。然而，受实际条件如：实验器材、样品制备、测试技巧、软件
技术及环境因素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学生主观能动性问
题等；对于整个过程的导师专家的线上经验指导，学生线上线下的
自我学习的领悟能力等等这些情况都是不可控因素，因而也就出现
了项目过程节点效力的多种不确定性。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类项目资金筹集难度日益困难 
对于自主创业项目，资金筹集是整个项目开展的关键环节。创

业项目的资金筹集也叫创业融资，其主要筹集方式包括各种机构的
基金、贷款、投资，还可以通过亲朋好友融资、自我的储蓄储备等
方式开展等。但随着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大环境下行，各大
小企业也受疫情影响较大，资金流紧张、产品 售难度大、融资成
本高以及订单维等诸多问题，导致企业本身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因而对于自主创新创业型、短期内无效益产生
的项目，会主动降低了解和投资的兴趣。 

（三）高职高专学生创新难度增大、创业热度降低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兴起，众多高职高专学生迷失在网络世界，

无法专注于学习专业课程的内容。学习以及创新，往往不如网络世
界，党和国家近年来重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优化创
新创业环境，主动搭建创新创业平台，积极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副
业刚需”成为网络热词，“斜杠青年”风行一时，“直播带货”火遍
全网。求职者对创新创业充满着梦想，渴望通过创新创业来挑战自
我、超越自我、成就自我。然而，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创业
风险的日益增大，他们的创业热度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特别是疫情
冲击导致创业形势无法预测，许多创客只能暂时搁置创业计划，纷
纷由先创业转向先就业。 

三、关于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创业途径及方法 
（一）高职高专学校积极调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主动更新

人才培养方案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后疫情时代，创

新创业教育要根据教育对象多样化需求，优化“供给侧”，提供精准
帮扶。一要加强调查研究。要深入一线了解创客面临的实际困难和
现实需求，帮助创客认清当前创业形势和自己的能力与特长，开展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导，保证创新创业教育顺利进行。二
要加强政策扶持的宣传力度。要精准识变、因势利导，宣传普及创
业扶持政策，帮助创客全面了解如何获得税收、运营和融资方面的

政策信息，引导创客敢创业、想创业、能创业、会创业。三要加强
针对性心理疏导，缓解创客因疫情而搁置或终止项目的焦虑情绪，
积极完成后续支持工作。四要充分考虑疫情对创业项目的影响，适
当降低项目评审工作中的相应要求，遏制“为评而创”现象。 

（二）积极开展校企合作，教学内容、强化“双创”师资队伍
建设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就业型”教育，也是一种“发展型”教育，
更是一种“素质型”教育。“打铁还需自身硬”，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
与教师的教育能力密切相关。为此，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体方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一切从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
度出发，理解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
设计和内容安排，把握创新创业教育的工作规律和学生的成长成才
规律，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科学性。二要加强理论应用。坚持以科
学理论为指导，面向制造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等，借助国内外数
字平台寻找商机、把握商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三
要提升知识技能。面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业态、新模式，注重自
身的知识结构与专业素质的完善，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感染力。四
要增强传播意识。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网络空间等多
种载体，讲好中国创新创业故事，阐明党和国家扶持创新创业的“初
心与使命”，增强学生敢于创新创业的信心和决心，让学生体验创业
路上的艰辛，磨砺学生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 

（三）开展各种线上线下创新创业探究及实践活动 
创新创业教育重点在于实践。实践阶段，要使学生在工作中更

好地进行创新创业，应以实践教学为核心，从联系视角展示理论知
识和实践应用之间存在的联系，让他们感受到学以致用。首先，加
强管理现有的实践活动，包括课内实践、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
业实习、大学生科技创新等。不能走马观花，学生对每个实习都有
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实习完毕开交流会，加深印象。其次，学校要
联系企业，提高实训时长和任务。同时鼓励教师自主联系企业，教
师和企业科研人员共同带学生发现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样 能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在这方面学校或院系可与企业每年举办一
次交流大会，企业提出问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解决问题，对突
出成果，学校和企业应给予奖励，激发学生兴趣。 

四、结语 
后疫情时代，创新创业教育需要在加强中改进，不断探索混合

式教学的实施路径。无论是学校还是企业，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
都要明确教育目标，科学设计教育体系，合理拓展教育的广度、挖
掘教育的深度和提高教育的温度，着重培养创客的综合素养。实践
阶段，学校以及教师应当重视健全质量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大力
加强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确保创新创业教育顺利进行。 

针对应用技术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要达到更好
的创新创业的培养目标，要从多方面采取教学措施，其中教师要充
分发挥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创新创业的重要作用。学生要加强
专业学习，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发挥主动性，更好的进行创新创业
的实践活动，潜移默化地塑造自己创新创业的思维，真正获得创业
创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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