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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 据背景下高校创客教育体系的构建
贾   睿 李  晶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以大数据背景为依托，充分展示当代大学生作为新生的一代，见证了互联网落地、蓬勃到发展。针对新时代

创客人才本着构建优良思路、具备无限创意、开发无限潜能为整体发展模式。为我国经济总量建设提供担当，为智慧校园

建设提供多方角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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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创客教育体系构建实践整体思
路

1.1创客空间多元化

目前高校的教学侧重点过于重视文化培养，对于当

代大学生创业意识萌芽很少去渗透或发掘。当代年轻人

需要创客精神，不光是在创业这个单方面领域，更多的

是生活中工作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能带来的改变一定

受益终身，责任担当永远是人生的必修课。当代大学生

随着互联网的大爆炸模式的呈现，在缤纷多彩的网络之

中创新发展。高校应结合大学生个人认知和价值体系进

行干预。融合国内外各平台的信息，开展专业知识的交

流与分享，以社会责任心为首要出发点，提倡现代社会

职责“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2开展创客课程并开展相关的创客活动

高校教研组应针对当代学生现有需求，对创客课程

展开深入研讨，并纳入辅修课程，激励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因此 ,高校需要大力提倡“创客精神”，以“什么

是创客精神”为理论依据，不仅让学生了解字面上意思，

高校更要深入培养创客创新的精神。“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定期对大学生举行相关创客活动，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经验有效发挥，运用所学的知识累积，不断创新。

培养适应社会的积极创新人才。

1.3在高校内营造浓厚创客文化氛围

依据现有信息时代，高校建立创客间，方便学生进

行交流，学校所提供的平台，使学生的创新思想更有发

挥的空间,根据优秀的创客事迹给予学生思路上的提醒。

高校积极培养创客者的能力素质、对行业的认知程度以

及对项目的把控、运作能力。需要让学生了解这是一个

持续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大学生从书本上无法学到

的，必须予以实践，用时间去沉淀下来的素质。鼓励大

学生试着去实践的“三性规律”：渐进性、多次性、多

样性，在做的过程中总会积累起来的。大学生更多的是

学习创客思维，锻炼创客精神，提升其承担责任和勇于

担当的品质。

2 强化学生创客创新意识的培养力度
针对创客人员，需要对创新意识有基本的概念，一

是为谁创新，二是为何创新，根据问题去分析本质。高

校教育学生以积极的精神回馈创客目标，最饱满的状态

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在实践中创造更多的价值。练本事、

学做事、学营销、赚人心、赚公信、练格局。高校传输

的信念应有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使每一位创客心里有数，

高校给予支持。

学生学习创客精神，多考虑综合因素的环境带来的

责任 ,不推脱逃避、勇于担当，对外界集体贡献具有价

值的内容或事物。自主承担社会责任，工作的追求高一些，

艰苦奋斗的同时提升自身维度，使当代大学生具有担当

意识，尝试成长 ,奠定发展基础。

3 强化学生创客创新思维的培养力度
高校需结合我国发展情况，针对学生缺乏创造性思

维进行着重培养，大力提高学生的创客能力和创客思维，

进一步塑造创客精神。追求精神层面的富有，创客精神

也是其中的一种，加之很多制作爱好者都喜欢动手做点

自己喜欢的东西，与他人分享并且可以获得认同感。随

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的追求不单单是物质层面

上的了，更加注重精神层面，加之国家总是在喊创新的

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客文化就兴起了。目前很多

城市都在创办本地的创客空间，其中国内较大的在上海、

北京、深圳、南京等地举行。多数的创客空间是采取会

员制的方式运作的，收取一定金额的会员费，以维持整

个空间的运作，前段时间的深圳高新技术交流会，工信

部就邀请国内创客空间举办了一个创客论坛。从目前的

角度来看，创客空间在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

高校培养人才时应明白大学生社会经验缺乏，人脉

简单 ,竞争激烈，资金匮乏，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建议

大学生在保证学业的同时，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将自己

的专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不论你是否是一名大一新生，

如果想要进行创客学习的话，可以先从简单的做起，可

以先从小项目开始，可以在实践中寻找合适的机会，让

自己先参与到创客的过程中来，在学习中积累经验，在

经验中创新学习，不要好高骛远 ,学会脚踏实地，可以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实现创业梦想，然后逐渐扩展规模。

大学生需结合现有优势：第一，夯实创新基础。创新不

是凭空捏造，不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它都是建立在

前期知识的叠加上。知识是创新的基础。当知识完成量

的积累，才可能为创新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第

二 ,培养创新思维。在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中应自觉培

养创新型思维，勤于思考，善于发现，勇于创新。第三，

投身创新实践。创新深植于知识，而践行于行动。只有

当实践与创新的想法有机结合，并不断总结、反思，创

新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当

你有了足够的经验，然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坚持不

懈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高校如果立志培养创客，那么

希望能够好好把握理想，珍惜自己的大学生活，从大一

开始让自己忙碌起来，打开自己的人脉关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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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分借助“互联网 +”技术，助力大数据背景下
的智慧校园建设历程

大数据背景学生既要考虑自己所学专业，又应考虑

你院校相关专业学科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这里

面的各个优势掌握了，项目就有了一个更好的起点。实

际上可以进行一个项目方向，也是教育部鼓励的项目来

源。专创融合本身也在倒逼教育改革与教育创新。兴趣

是最好的动力源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能够拿来创业

的兴趣，与业余爱好不一样 ,能依托作为创业方向的兴

趣，更准确说是一种热爱。热爱可以让学生对该领域钻

研更深，让学生对自己做的事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专注力

和持久力。音乐、美术、体育 ...喜欢的人很多，热爱

的人未必太多，涉及创业，浅尝即止不行。结合专业老

师的科研成果和校企合作的企业，参与创业校友学习会

有收获的。互联网平台在高校的应用慢慢的改变着大学

生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方式，所以高校的组织活动方式也

在互联网化。摒弃传统的宣传手段及方式，因为发传单

之类的宣传效果已经大打折扣，而通过互联网、微平台

等方式的宣传组织方式也越来越普及，构建出一套相应

运行的教育大数据。

5 结语
一句话来说，创客精神以担当为本质，大学生发扬

创客精神，是势在必行和需要长期地沉淀。高校是创客

启蒙的摇篮，万众创新的精神要素。结合我国国情，当

前高校应鼓励学生顺应时代潮流，结合社会主义时代发

展观，以大力创新为全新思维模式，积极设想。根据高

校教育的知识所学所用 ,以独特的眼光和敏锐视角，进

行自我价值的全方位体现。结合现有政策，当代大学生

应从自身综合实力出发，科学发展为理念，多角度进行

思考，高校给予有效的全方位的助力。高校应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的时代发展潮流，融合创客教育资源，大力体

现高校对创客教育所具有的先进观念，优化高校服务学

生的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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