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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比赛与职业能力提升的意义及策略研究

黄权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南宁　530007

摘　要：为了探究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比赛对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的意义及策略，本文对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比赛与职业能力提

升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创新创业比赛的意义，提出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完善比赛机制、强化校企合作等策略，以期

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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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新创业已成

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将创新创业

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高

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更应重视

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而创新创业比赛作为

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

一、创新创业比赛对职业能力提升的意义

1. 培养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

创新创业比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创新思维和创业

精神的平台。在比赛过程中，学生需要发挥创造力，提出新

颖的创业点子，如“滴泠润民”多模式甘蔗施肥机器人、“劲

创未来”工程机械节能减排领航者等。这些项目不仅体现了

学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独特的创意，更彰显了他们勇于开

拓、敢于尝试的创业精神。通过参与比赛，学生可以深入了

解创业过程，学习创新思维方法，提升创业能力，为未来职

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比赛也为学生提供了与创业导

师、行业专家交流的机会，帮助他们拓宽视野，获得宝贵的

创业指导，进一步激发创新潜能，培养创业家精神。此外，

创新创业比赛还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舞台。

通过比赛，学生可以将自己的创业项目推向市场，吸引投资

人的关注，获得资金支持和合作机会。优秀的比赛项目不仅

可以为学生赢得荣誉，更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行业发

展。例如，“兴农华科”模块化甘蔗植保机器人项目，通过

技术创新，为甘蔗种植提供了高效、环保的解决方案，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社会意义。这些成功的项目，不仅为学生

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进步贡献了力量。

2. 锻炼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

创新创业比赛要求学生将创意付诸实践，通过团队协

作完成项目。以“兴农华科”模块化甘蔗植保机器人为例，

学生需要运用机械设计、电子控制、农业知识等多学科知识，

攻克技术难题，开发出实用的植保机器人。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学生须与团队成员密切配合，明确分工，协调进度，

共同推进项目进展。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更提升了他们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意

识。通过参与创新创业比赛，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

密结合，深入体验团队协作的重要性，综合提升职业素养，

为未来职场工作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同时，在与其他参赛

团队的交流中，学生还可以学习优秀项目的经验，开阔思路，

取长补短，进一步提升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此外，创

新创业比赛还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项目管理经验。从项目立

项、方案设计到原型制作、测试优化，学生需要经历完整的

项目开发流程。这一过程考验了学生的计划、执行、控制等

项目管理能力，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系统思维和全局观的重要

性。通过比赛，学生可以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工具，

提高风险应对和决策能力，为未来承担更大的项目责任做好

准备。

3. 提升就业竞争力

在创新创业比赛中获奖，不仅是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的认可，也为学生未来就业增添了亮点。获奖经历是学生创

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有力证明，彰显了他们

出色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在求职过程中，获奖经历可以

帮助学生脱颖而出，吸引用人单位的关注。优秀的比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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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这正是职

场所需的关键素质。因此，获奖经历可以极大提升学生的就

业竞争力，为他们赢得更多机会。同时，通过比赛锻炼出的

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也为学生的长远职业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这些能力都是

职场成功的关键要素。因此，高职院校应鼓励和支持学生积

极参与创新创业比赛，帮助他们在竞争中提升能力，为未来

职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获奖学生在求职时，可以将获奖经

历制作成个人简历中的亮点，详细描述参赛项目的创新点、

技术难点以及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贡献。这些信息可以帮

助企业全面了解学生的能力水平和发展潜力，提高学生的求

职成功率。

二、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比赛的策略

1.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是高职院校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重

要策略。首先，高职院校应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开设创新思维、创业管理等必修课程，帮助学生掌握

创新创业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其次，学校可以定期邀请创业

成功人士，如优秀校友或行业专家，举办创业讲座，分享创

业经验，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再者，学校应积极开展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如中国国际互联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可以鼓励学生将

创意付诸实践，提升动手能力。同时，学校可以建立创新创

业实践基地，如众创空间、孵化器等，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

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1]。此外，高职院校还应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参加创新创业培训，提升指导能力，为

学生提供专业指导。例如，学校可以聘请行业专家担任创业

导师，为学生的创业项目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项目落地。

总之，高职院校应从课程设置、实践活动、平台建设、师资

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为学生的职业

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持。

2. 完善比赛机制

完善创新创业比赛机制是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策

略。首先，高职院校应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设置

合理的比赛主题，如“互联网 +”、“智能制造”等，引导

学生关注前沿技术和热点领域。其次，学校应制定科学的评

价标准，从创新性、可行性、市场前景等多维度评估项目，

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 [2]。再者，学校应加大比赛宣传力度，

利用官网、微信公众号、校园海报等多种渠道，广泛发动学

生参与。学校还可以邀请企业代表、行业专家担任评委，提

高比赛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吸引更多优秀项目参赛。此外，

对于获奖项目，学校应给予全方位支持，如提供种子基金、

免费场地、专业指导等，帮助项目进一步孵化发展。例如，

学校可以为获奖项目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并安排指导教师

提供持续指导，助力项目落地。学校还可以举办项目路演等

活动，为获奖项目对接投资机构，争取更多资源支持，帮助

学生实现创业梦想 [3]。总之，高职院校应不断完善创新创业

比赛机制，营造良好的竞赛环境，激发学生的参赛热情，并

为优秀项目提供全面支持，帮助学生将创意转化为现实，提

升职业能力。

3. 强化校企合作

强化校企合作是提升高职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策略。

首先，高职院校应主动邀请企业参与创新创业教育，共同开

发课程、编写教材，将企业的真实案例和项目引入教学，增

强教学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其次，学校可以邀请企业专家担

任创新创业比赛的评委或导师，为参赛项目提供专业指导和

评估，帮助学生优化方案，提高项目质量。再者，学校应与

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企业

环境中锻炼能力，积累经验。例如，学校可以与企业共建实

习实训基地，定期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参与实际项目，提

升动手能力和职业素养 [4]。此外，高职院校还应建立创新创

业项目孵化基地，为获奖项目提供场地、资金、技术等全方

位支持，推动项目落地转化。学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共建孵

化园区，为优秀项目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和配套服务。同时，

学校还可以设立创业基金，为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并安排企

业导师提供技术指导，帮助项目攻克难题，加速发展。例如，

某高职院校与当地科技园合作，共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园，为

获奖项目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和创业补贴，并定期举办创业沙

龙、项目路演等活动，帮助项目对接投资机构，促进项目落

地。通过深化校企合作，高职院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

锻炼机会，同时为优秀创新创业项目搭建孵化平台，有效提

升学生的职业能力，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

结语：创新创业比赛对于提升高职学生的职业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高职院校应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完善比赛机制，

强化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提升学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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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通过创新创业比赛这一载体，

高职院校可以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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