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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双创进行工匠精神人才培育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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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意义，要通过此类政策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大国工匠”，

从而为我国整体的产业提升提供强大的助力，而为了达到这一宏伟的国家战略目标，就需要每一所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

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创新创业与工匠精神融合的探究。本文将根据当前双创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研究成果，从

国家政策指导、学生培养方案、培养途径等多个方面进行双创+工匠精神的融合培育模式探究，在双创教育的过程当中，

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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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mode of cultivating craftsman spirit talents by integrat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has bee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peoples innovation", through such 

policies to cultivate more excellent "power", to provide powerful power for our overall industry, an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and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need each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situation, targeted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craftsman 
spirit of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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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政策以后，全国

的各个高校内都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创新创业浪潮，显著的推动了

一定领域内的产业升级。但是在取得了如此成就的同时，在发展的

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双创的

内容和学生专业知识割裂，学生自身与社会产业发展潮流脱节等方

面，阻碍了双创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发展。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

工匠精神更好的融入到双创教育当中，根据本校近些年来研究引入

的 PBLIF 教学法，从而进行相关的教学优化与升级，推动我国经济

发展由“中国制造”向着“中国创造”转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

快速发展。 

1  工匠精神融入双创教育的重要意义 

1.1  促进学生发展，引导学生成长 
根据近些年来针对我国高校毕业生的研究调查显示，很多企业

对于高校学生的主要评价印象就是眼高手低，在工作当中缺乏对职

业本身的认识，从而不能很好的定位自己在企业当中的位置，进而

影响到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具体表现。一直以来，我国新一代的学

生大都是独生家庭子女出身，从小到大在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下，对

于自身的定位往往都会比较高，发展到企业当中就是往往会以一种

管理者的身份自居，而很多企业方面短时间内也无法给大部分学生

以较高的管理职位，学生也就会在这种不满当中频繁跳槽，自身的

专业技能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打折扣。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学生对“工匠精神”缺乏足够的认知，只是以一种片面僵化

的观点来看待此类职务，无法沉下心去好好工作，积累相关工作经

验。因此，就需要在进行双创教育的同时，融合一定的“工匠精神”，

更好的在自身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2  促进学校发展，助推学校升级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双创教育一定程度上是和市场需求相脱

节的，都是自己在校内进行的双创模拟罢了，缺乏市场信息的指导。

而将工匠精神融入双创教育，就可以有效的指导学校自身根据市场

的需要来进行具体的学生指导教学工作，推动自身教学内容改革，

使得课程内容与双创教育更符合实际的市场需求，从而实现教育的

有效性转化。与此同时，在这个与市场接触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促

进相关教师的成长，从而培养出一批更加接近市场，熟悉相关行业

企业的人才，推动校企合作，并以此为根据调整专业内部的教学内

容与模式，指导学生们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相关行业的发展与现

状，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学

校自身的升级转型。 
1.3  促进社会发展，助力工业转型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正朝着世界最顶端的方

向迈进，这对于我国的制造业从业者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需

要制造业从业者们具备一定的个性与创新精神，并且要有一定的工

匠精神融入到制造品当中。如果制造业从业者们缺乏这种意识，仍

旧是遵循着过往的刻板路径进行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就无法真正的

迈向世界最顶级的高度，也就无法帮助我国实现“中国智造”的伟

大转型。高校内的大学生们作为祖国的未来，我国制造业今后的中

流砥柱，他们的创新能力高低以及工匠精神直接就决定了今后我国

制造业的具体发展高度，因此就必须强化对大学生双创教育与工匠

精神的融合，培育出具有充沛创新活力的“大国工匠”。 

2  当前双创培养模式下所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一体意识，创业与人才培养脱节 
双创教育与工匠精神的培育本应该是一个联合的整体，只有这

二者相互融合，并相互作用，才能够真正的培育出具有创新精神的

优秀工匠人才，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

过程中，却存在着双创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相割裂的情况，二者被

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干的教学板块，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学生的教

学。这种情况的出现，极大的阻碍了二者的融合，使得学生在实际

的学习过程中无法将这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认知，进而在这种情况

下培育出来的学生也是缺乏足够的综合素养的。在当前“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大背景下，对学生的培养不仅仅要有足够的创新创业

技能来帮助其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还需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作为其今后职业道路的指导，来扎扎实实地面对实际工作当中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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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缺少关联意识，双创与专业内容割裂 
在当前很多的高校当中，对于双创的教育认知仍旧是和专业课

的内容相割裂区分的，认为双创教育仅仅只是另一个独立的教育教

学内容而已，只需要单独教好就行，无需跟原本的专业知识领域相

结合。这种错位的认知极大的影响了双创教育的实际效果，与专业

知识领域的脱节会导致学生刚刚接触到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会产生

很强的陌生感，很难短时间内进入到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当中，进

而导致学习积极性下降，极大的影响力双创的教学效果。在这种基

础上的双创教育，其常规内容也大都局限在了开小店，做一些小买

卖上，导致无法学生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发挥出自身专业技能的

优势，错失了许多创新创业的机会。 
2.3  缺乏行业认知，与社会创业潮流脱节 
创新创业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理论学习工作，而是需要和市场潮

流相结合的实践性操作，是要和实际的相关社会生产活动紧密结合

的，这就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对相关的企业生产流

程和内容具有一定深度的认知，才能够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当中指导

学生进行双创和市场的融合，从而实现双创内容的落地实施。但是

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当中，很多教师并没有足够的对相关社会生产活

动与工匠精神的实际认知，在教学过程中对于这二者的教学往往是

照本宣科式的教育，导致学生所学习到的内容往往是很难和实际的

社会生产需求相脱节的，在计划的阶段可能能够做得不错，但是一

旦到了真正需要落地实施的阶段，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

整体创新创业计划的流产，极大的打击了学生们的双创积极性，无

法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3  融合双创培养具有工匠精神人才的有效措施 

3.1  结合专业知识，进行创新切入 
在进行双创教育指导方面，如果想要更好的实现学生自身对双

创内容的把握，就必须引导学生将双创与自身的专业内容相结合，

从专业知识当中发现双创的项目的创新点，在专业知识的加持下，

从而更好的实现对创新内容的把握。具体的操作方式主要有两点：

一是长时间以来，在传统的专业课教学过程当中，很多教师都会仅

仅局限于对理论专业知识的讲解当中，这对于学生而言会造成局限

于理论，而缺乏对相关实际企业生产内容的了解，甚至会让学王产

生枯燥乏味的感觉，无法进行深入的学习。这就需要在专业课的讲

述过程当中，融入一些相关的创新创业实例，来帮助学生理解二者

的关系，使得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可以涉及一些创新创

业的因素。二是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本专业的内容提前设计好

一些相关的技术创新性问题，并分发给学生，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

中，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进行课堂学习。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有意

识的引导学生们的上课思考方向，不仅仅在课堂上学到了相关的专

业知识，同时还强化了对相关实际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锻炼了学生

自我学习与思考能力。 
3.2  分派小组成员，共同解决问题 
关于创新创业的思考，仅仅依靠单个学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

的，并且在实际的市场环境当中，一个企业内的产品研发也是需要

大量人才进行合作探究才能够成功的。这就需要在校内的双创教学

当中，合理的运用分组合作探究的方式，来实现对相关双创项目的

探究与分析。例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向每一个小

组提出一个关于创新创业的小问题，并让其在规定的时间内自由讨

论，搜集相关的资料来进行问题的解决，但是与此同时，教师本身

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正确的答案，但是不能提前公布，要根据学生们

探究出来的具体内容进行个性化的答案讲解。在这个过程中，各个

小组中的学生围绕这一问题集思广益，相互交流关于这一问题的解

决方案，实现了相互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能从互

相的身上学到自己所不具备的优势。而在最后阶段，在各个小组的

学生完成了自身探究内容的汇报之后，教师就可以根据各个小组的

实际情况，来对学生进行指导讲解。 
3.3  总结创新成果，解决相关问题 
在进行了双创具体内容的设计与优化之后，就需要对这些内容

进行针对性的整理与总结，这样才能够为下一步项目的具体实施与

落地奠定足够的基础。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将本班的学生分成专

门负责专利和负责论文的两个大的部分，分别负责专利的提交与相

关的论文整理工作。这就需要教师对这两部分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

培训，使其能够熟练掌握这两部分的内容，能够在接下来的工作当

中发挥出足够的作用。负责专利部分的学生，要根据本班内的双创

项目进行专利检索，避免出现和以往项目相重叠的情况，之后根据

项目具体的内容，准备相关的专利申报材料。负责论文的学生则要

根据本班的创新创业项目，撰写相关的论文，通过论文的形式将学

生们的创新成果总结并发表出来，为其在今后的创新创业生涯中奠

定坚实的基础。 
3.4  参与市场调研，优化产品结构 
最终的阶段，就需要学生根据自身的创新创业项目，进行初步

的产品研发与测试工作，这就需要学生内部成立起研发小组，制定

并起草产品的生产标准与质量品控内容，并根据这一内容进行尝试

性的产品研发，并小规模的投入到市场当中，收集相关的反馈内容

并进一步优化自身产品。在这些内容都进行完毕了之后，就可以指

导学生根据专利权成立创业公司，将创业真正的融入到学生的教育

体系当中，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情怀，也对整体的产品研发与创

业流程有了足够的认识，这样就可以在今后的工作过程当中不是只

拿着简单的个人简介去找工作，而是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商业计划

书，这对于刚毕业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 

4  结语 

总而言之，双创教育与工匠精神，以及专业知识的结合，是新

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重要方向，需要每一所高校给予足够的

重视。青年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对学生的培养成功与否也会直接

关系到未来国家发展的方向与质量。因此，每一所高校以及每一位

高校教师，都应当围绕着当今双创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针对性

的教育指导，要让学生深知创新创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工匠精神所

带给他们的强大助力，从而最终帮助我国制造业迈向世界的顶端，

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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