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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实践以服务学生为中心的协同育人机制 
林昌榕 

（闽南理工学院   362700） 

摘要：加强以服务学生为中心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以服务学生为中
心实践平台的建设作为以服务学生为中心重要的基石与载体,存在以服务学生为中心项目与专业学习不匹配、以服务学生为中心技术
与市场资源结合不紧密、以服务学生为中心与学生发展需求不相符等问题,亟须加强顶层设计。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打造更加精准
化的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实践平台,完善学校以服务学生为中心系统育人机制,优化学校以服务学生为中心资源的配置,方可实现学校精
准化培养以服务学生为中心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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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实践平台建设的现存问题 
1.课程建设水平难以满足精准化全程化的教育需求。从学校的

角度来讲,当前的大学教育还是以就业教育为主,很多大学没有真正
意识到以服务学生为中心的重要性,许多开设以服务学生为中心课
程是回应政策的对策,所以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培训体系各方面配备
都不够完善[1]。大部分学校并未能建立系统性的以服务学生为中心
课程体系,缺乏系统、完善的教育理论支撑和科学的指导和规划,课
程目标性不强,内容比较单一，当前的双创教育课程设置过于随意,
并没有相应的规律,课程缺少科学合理性,无法提高广学生的双创意
识和能力[3]。 

2.校内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难以满足项目转化需求。学校以服
务学生为中心成果转化需要与社会资源配置有机结合,目前学校实
践平台的整体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对产学研资源的综合整合能力不
足。 

3.现有配套服务难以满足项目发展的系统性需求。目前国内的
大部分学校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实践平台大多属于政府主导、大学主
办,以国家和政府的补贴等优惠政策和基金支持为依托,管理运营多
数按照学校的行政管理体制运营,在建设目标定位、机构完善度和资
源支持等方面存在短板。 

4.有限市场资源难以有力支撑孵化项目后续成长。目前学校以
服务学生为中心“实践环节”存在校内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离”
问题。由于学生创业与高风险紧密相连,学校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实践
平台的收益不确定性导致融资渠道仅限于政府或学校自筹的创业
基金等,以服务学生为中心项目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尚不通畅。 

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精准化孵化平台建设 
美国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斯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任

何企业都有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都会面临增长的问题,也
会面临死亡与结束。相关周期可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展
期)、成熟期、衰退期。与企业发展相对应,创业孵化项目在成长的
各个阶段所需的帮扶举措和资源供给也各不相同。 

对应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学校的创业实践平台也需要具备“苗
圃—孵化—加速”的全程化功能。作为“科技创业苗圃”,学校学生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核心价值是帮助种子期阶段的学生企业(甚至只
是一种想法和创意),开展科技攻关,实现市场化转化。这需要该孵化
器平台在科技企业成立之前,整合学校科技和人才资源,为学生科技
创业项目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支持。 

而学校科技园则立足于帮助拥有相对成熟市场的成长期科技
企业尽快走向快速发展的通道,在这个阶段,学校科技园通过提供相
关软硬件、投融资、市场策划、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等服务,使其技
术创新成果进一步市场化,产品满足更多的细分市场,实现企业健康
快速成长并进入成熟期阶段,以实现企业发展的二次飞跃。 

有别于一般的大学科技园,学校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学校以服
务学生为中心体系中最重要的实践平台,它的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功
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校科技企业孵化器实现了以服务学生为中
心、创业实践的无缝对接,不仅参与了学生创业企业的种子期、成长
期和成熟期,还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创业指导和创业实践提升以服务
学生为中心的层次,将学校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成为资源整合基地、
专家指导基地、信息辐射基地、创业实践基地,实现人才孵育的功能

定位。 
三、学校精准化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学校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围绕学生从创新想法到创办企业的

全过程,形成“优秀以服务学生为中心项目培育—优秀以服务学生为
中心学子甄选—科学以服务学生为中心辅导—优质以服务学生为
中心资源对接—创业融资体系完善”为一体的全程化以服务学生为
中心生态链。 

1.校企协同,引入企业资源贯穿以服务学生为中心项目指导孵
化全程。依托学校背景和学科特色,拓展与行业领军企业合作,建立
科创孵化中心,通过这一平台,一方面加强创新教师队伍建设,以校企
互派专业教师与企业技术工程师挂职等方式,促进前沿科学和工程
技术应用融合,提高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前沿实践问题研究的能力。 

2.师生协同,提供全程化、精准化的以服务学生为中心指导服
务。立足与企业和地方孵化平台的合作,进一步充实实践育人过程中
的师资、实践活动和平台等资源。一方面走出去,打通学生和企业间
的交流渠道,鼓励学生团队带着项目到企业交流,建立业务合作关系;
一方面引进来,按照需求选聘创业企业家、专业投资人和校内具有以
服务学生为中心经验教师担任创业导师,建设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导
师团队。 

3.校地协同,提升学校双创实践平台孵化服务能力。加强与地方
教育、人社、科技等部门的合作,对接政策和三类实践平台,建立分
阶段分层次的政策绿色通道,精准帮扶成熟“创业团队”成为“法人
公司”。孵化前期,重点加强与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及第三方服
务机构的合作,帮助创业项目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孵化初期,重
点对接人社等相关部门有关社保补贴、创业贷款和公租房申请等服
务,为初创项目提供事务性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孵化后期,重点
对接科技等相关部门有关知识产权认证、科技项目申报和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等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产品技术保护以及政策支持。 

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实践平台建设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系
统工程,学校担负着重要的使命,需要进一步从需求出发做好供给侧
改革,积极落实各类以服务学生为中心政策,不断完善以服务学生为
中心支撑体系,开展良好的创新教育,提供专业的创业服务,进行市场
化的孵化运营,同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明确创业人才培养的目
的,使学校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实践平台的环境更加符合客观规律,实
现精准化、全程化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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