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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视域下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路径
王智慧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普洱茶学院 云南 普洱 665099

【摘  要】:“双减”政策是国家为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而采取的重大政策举措。社会机构虽退出学科教育，但依然可以

在素质拓展、品德培养等方面发挥自身的教育功能。茶学专业是一门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现代学科，该学科如何以“双

减”政策作为着力点，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既是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对茶学专

业复合型人才需求变化的需要，也是“双减”政策下更好培养国家所需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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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减”政策解读
2021年 7月 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创新性地将校内

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联合治理，形成校内校外双管

齐下的“减负”思路，“双减”政策的出台，对于学生

成长成才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1]如何处理校内教育与校外培训的关系，是“双减”政

策落实的关键所在，学校教育要精益求精，校外培训要

雪中送碳，做到密切配合，优势互补，校外培训机构应

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成为拓展学习思维、进行学

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途径。

总而言之，“双减”政策可以让学生腾出时间与精力，

去参加各种感兴趣的学习与实践活动，发现和激活自身

的潜能与天赋，并在活动与实践中将潜能转化为外显能

力并引导学生的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2]最终达到重塑

基础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目的，

切实实现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目标。

2 茶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性

工程，我国自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

对农林类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也越来越重视，最终目

标在于为社会培养既具备创新能力又具有创业精神、综

合素质高的复合型农林类人才。[3]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中国

人利用茶的历史已经有近 5000年，人们视茶为健康之饮、

灵魂之液、友谊之桥、艺术之味，如今茶已成为国饮。
[4]茶学 ,是一门以茶为研究对象，集生物科学、工程技

术、经济贸易与文化于一身的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应用学

科，这是其独特的专业优势。茶产业不仅包括茶叶栽培、

育种、加工等的传统农业，还包括茶馆、茶餐饮等服务业，

涉及到食品、药品、日化等领域，拓大发展到生态观光

茶园旅游业，应用范围较为广泛。

基于茶产业可以与某些领域进行结合的特点，茶学

专业知识可以与食品、医学、化工、教育等学科知识相

融合，进行跨领域合作，从而推动茶产业创新发展。

3 “双减”政策视域下提升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的路径

3.1“双减”政策视域下优化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课

程结构

目前，茶叶行业已进入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基础，

以创新、创业为动力的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新

的时代与“双减”政策背景之下，茶产业面临更多的机

遇和挑战 ,同时也对茶学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

要求。“双减”政策视域下提升茶学本科培养阶段创新

创业教育水平对于茶叶产业的转型升级有着积极意义。

因此，在茶学专业本科教学体系中优化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结构，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茶业行业整体素

质的提高和跨越式发展。[5]

首先，应正确看待与把握“双减”政策下所代表的

教育趋势与未来长期的教育发展方向，应将创新创业教

育纳入茶学本科教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结合茶学专

业的实际情况与“双减”政策，选择适合茶叶行业实际

情况的创业教育发展道路。因此，茶学本科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中，必须在实践当中坚持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相

结合，坚持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

其次，“双减”政策视域下，高校茶学专业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层面上，高校可以尝试

通过获取校外资源的方式来为本校本专业的创新创业教

育实施、结合“双减”政策的设立专项经费。[6]加强产

学研结合，在一些茶叶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将专业科技

与服务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为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和

创新创业意识训练提供优越条件，为茶学专业创新创业

人才的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双减”政策视域下，高校茶学专业在传统

意义上的、与创新创业有关的课程，如风险投资、市场

营销、企业管理等课程正常开设的同时，还需要引进以

时代感和实践性为特点的课程。将创新创业教育、“双减”

政策解读与实施途径等内容纳入茶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

学分体系，探索并形成包括基础类、通识类、技能类和

实践类等课程在内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结构。

3.2“双减”政策视域下加强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课

程第二课堂教学力度

创新创业课程的第二课堂相比较于第一课堂，教学

内容源于教材但又不限于教材，第二课堂无需考试，但

又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第二课堂的形式生动

活泼、丰富多彩，学习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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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视域下如何加强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系列课程第二课堂的教学力度是围绕着高校茶

学专业的亟待功课的新命题。例如，在茶学专业大学生

的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开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如讲座、论

坛、竞赛等各种教学活动来启迪其创新创业思想和树立

创新创业新风气。同时，充分开发校内外与创新创业教

育有关的各种资源，营造多元渗透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充分发挥文化的渲染优势与潜移默化功能，让茶学专业

学生在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氛围中学习成长成才，寻求包

括“双减”政策在内的创新创业结合点，体验自主创业

的乐趣与价值，从而乐于创业、敢于创业、勇于创业。

此外，“双减”政策视域下，茶学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必须做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之间的贯通，防止封闭

式办学情况的发生，否则就会使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流于

形式，难以起到相应的效果。把实践与茶学专业的课堂

教学有机地融合起来，在不断开放的体系中让学生既有

机会“学中做”，又有能力“做中学”，以使其将来能

更好地立足社会开展创新创业活动。通过形式多样、丰

富多彩的茶叶企业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使不同类型的学

生在未来的创业中积累有益经验，从而提升学生们的社

会竞争能力。

3.3通过深层次解读“双减”政策夯实茶学专业创新创

业教育基础

最后，在“双减”政策解读方面，应加强校地合作

与校校合作，通过将校外资源引进来的方式，充分利用

校外资源为茶学专业大学生解读“双减”政策所带来的

机遇，以此为契机开展与素质教育培训相关的创新创业

项目的开发与探索工作。例如，针对小学生的茶文化与

国学校外培训的方式开发、针对高中生的茶文化培训等。

4 展望
茶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通过融入茶产品创新、茶品

牌建设、茶文旅路线开发等诸多方向已有了若干较为成

熟的项目与课题，在此基础上，“双减”政策的实施与

落地无疑给予了茶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更好更新的切入

点与突破口。本文主要从在“双减”政策视域下提高茶

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茶

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结构、加强茶学专业大学生

创新创业课程第二课堂教学力度、深层次解读“双减”

政策夯实茶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基础四条主要途径论述

了如何将“双减”政策融入茶学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中。希望能为之后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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