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 ISSN: 2705-120X（O） EISSN: 2705-1196（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 五 育 并 举 ” 背 景 下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实 践 路 径 研 究  
 

王楠 

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东莞  523083 

 

 
[摘  要]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五育并举”理念为高等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全新视
角与战略指导。基于该理念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需求，本文探讨了“五育并举”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
的战略定位、理论创新与目标重构。一方面，从教育理念范式转型、理论体系深化及“五育并举”与
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路径入手，剖析其理论基础及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针对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与多维度挑战，结合国内外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归纳其发展现状、差距与趋势。
在此基础上，提出“五育并举”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创新，包括课程体系生态化重构、教
学方法范式变革、实践平台多元化建设及校企合作协同模式优化。最后，围绕制度创新、师资队伍建
设、评价体系构建及资源整合保障，提出系统化的改革策略，为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可操作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 五育并举；创新创业教育；理论创新；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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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the concept of &quot；five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quot；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strategic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needs of this 
concep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goal reconstruction of &quot；
five simultaneous education&quot ； i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On the one hand，it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value syste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 paradigm，the deepening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quot；five 
education&quot；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On the other hand，in view of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mbined wit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ducation models，
the development status，gaps and trends are summarized.On this basis，the practice path 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quot；five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quot；，
including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 paradigm，the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platfor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mode.Finally，centering on the system innovation，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guarantee，a systematic reform strategy is put forward，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operational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Five education；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theoretical innovation；practice path 

 

一、“五育并举”理念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战略定
位与理论创新 

1.教育理念的范式转型：从单一走向全面 

教育范式的演进是社会进步与教育变革相互作用、共同推

动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单一的教育模式已

难以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在此背景下，“五育并举”

这一全新教育理念应运而生，标志着我国教育正逐步向更加全

面、系统的综合发展模式转型。这一理念不仅突破了传统教育

模式的碎片化局限，更强调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为创新创

业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更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在创新创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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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范式重构中，正是“五育并举”理念在人才培养领域的深

刻体现，它要求我们在教育实践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

更要关注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升。 

2.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深度与价值体系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教育模式，其理论

内涵丰富，价值体系完整。它不仅仅局限于创业学的专业技能

培养，更涵盖了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的系统性发展。在这一教

育模式下，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成为核心理论模型，政府、高校、

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

教育生态系统。创新创业能力的元理论分析表明，这种能力不

仅仅是一种职业技能，更是一种面向社会进步的综合能力范

式，它要求个体在具备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具备创新思维、

团队协作能力、社会责任感等多方面的素质。 

3.“五育并举”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五育并举”理念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体现在理

念融合的路径创新上。德育培养价值追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智育提升专业能力，为创新创业

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体育增强身心素质，使学生具备强健的

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美育激发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审美

情趣和创新能力；劳动教育强化实践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锻

炼和提升自我
[1]
。这一多维赋能的能力培养机制，突破了传统

教育的单一路径，构建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立体坐标系。通

过协同育人的系统性设计，“五育并举”理念与创新创业教育

实现了深度耦合，共同推动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4.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重构与高等教育的转型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战略转型，是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全面能力培养，这一转变不

仅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上，更体现在学生全面发

展的生态系统的构建上。学生的成长不再局限于课堂之内，而

是拓展到了社会实践、创新实验、创业孵化等多元场景中。在

这一目标重构的过程中，我们强调个人能力、社会责任与时代

价值的有机统一，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这一转变标志着高等教育正从精英教育

走向大众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为我国创新型社会的建设提供

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系统性突破 
1.发展现状的结构性问题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环境正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

盾，政策支持与实际落地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匹配与脱节。基于

近五年国内高等教育改革文献的系统性分析，当前创新创业教

育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形式化特征。课程设置与实践环节的

系统性失衡，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尤为突出，导致教育目标与

实际效果之间存在严重偏差。政策制定、课程设计与教育实践

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系统性矛盾，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有效推进的关键性障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关键

时期，这种结构性问题不仅阻碍了教育创新，更严重妨碍了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提升。因此，迫切需要从根本上重构

创新创业教育的制度性框架和运行机制，建立更加灵活的和面

向未来的教育生态系统。 

2.创新创业教育的多维挑战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多维挑战，已经构成了制约教育

改革的系统性壁垒。首先，现有教育管理体制僵化，难以适应

创新创业教育的动态需求，制度创新遭遇体系性障碍。根据近

年来教育改革研究，师资培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短板，缺乏跨

学科、复合型师资团队，这直接影响了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的

针对性。传统教学模式受限于固有范式，创新性和实践性不足，

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资源配置呈现生态

性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使得创新创业教育

资源分配低效且缺乏系统性
[2]
。这些深层次问题反映了高校在

创新创业教育上的系统性挑战，需要从顶层设计和基础制度层

面进行根本性变革，重塑教育创新生态。 

3.国内外创新创业教育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创新创业教育的全面比较研究，我国高校在

此领域呈现出鲜明的行政化、同质化结构性特征，缺乏系统性

和差异化的特色。与国际先进经验相比，在创新创业教育的生

态系统构建、资源整合、实践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国外

高校普遍重视创业教育的生态性构建，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开

放式育人模式和实践导向。基于国内外最新研究文献，关键突

破路径包括：构建开放式育人生态，打破传统教育边界；完善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深度整合政产学研资源；建立动态迭代的

教育模式，持续调整教育范式。这一转型不仅需要制度创新，

更需要深层次的观念更新和教育文化重塑，建立面向未来的创

新创业教育新生态。 

4.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创新创业教育正经历深刻的范式重构，从传统的知识传授

模式转向全面的能力培养范式。数字技术已成为教育变革的关

键路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深度融入教育生态，

重塑教育形态和学习范式。跨学科融合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

趋势，打破传统学科边界，构建开放、流动、智能的教育生态

系统。近五年的教育改革研究一致表明，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

技术应用层面，更反映了教育对复合型、跨界型人才的迫切需

求。未来的创新创业教育将呈现出高度网络化、智能化、去中

心化的特征，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和创新能力的全方位培养。

教育将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综合能力培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静态走向动态，真正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范式革命。 

三、“五育并举”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
创新 

1.课程体系的生态性重构 

课程体系的生态性重构 在“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指导

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亟需生态性重构。这意味着

要打破传统学科间的壁垒，构建一个跨学科、融合性的课程体

系。通过模块化和柔性课程架构，实现课程内容的动态调整和

精准匹配，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发展
[3]
。五育融

合的课程生态系统不仅强调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而且要设

计融合创新创业元素的立体化课程群，建立能力导向的课程矩

阵，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这种课

程体系的重构，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的教学能力和创新意识，

同时也要求高校在教材建设上进行创新，以满足创新创业教育

的实践需求。 

2.教学方法的范式创新 

教学方法的范式创新 项目驱动的沉浸式学习成为教学改

革的核心，通过真实项目场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混合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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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态模式突破了传统教学的边界，整合线上线下、虚拟实践

与现实场景，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学习体验。实践

导向的创新方法论强调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构建以学生为中

心的创新学习生态。这种教学范式的重塑，旨在实现从“被动

学习”到“主动创新”的根本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

队协作能力。 

3.实践平台的生态性建设 

实践平台的生态性建设 智能化创新创业实验室成为核心

载体，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开放、智能的实践空间。开放

式创新创业孵化器突破了传统边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育人

生态。虚实融合的仿真平台整合数字技术，提供沉浸式创新创

业体验。多元耦合的实践生态系统，打通政产学研用各个环节，

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实践育人网络。这种实践平台的建设，

不仅能够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还能够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 

4.校企合作的生态性模式 

校企合作的生态性模式 开放式协同育人机制是校企合作

的关键，建立灵活、动态的合作模式。沉浸式实习实训突破了

传统实习模式，实现深度融合、真实场景的能力培养。构建导

师共同体生态网络，整合高校、企业、行业专家资源，为学生

提供更为专业的指导和支持。成果转化的系统性路径，建立从

创新到产业化的闭环机制，实现教育、科研、产业的深度融合。

这种校企合作模式，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实际工作经验，还能

够促进高校教育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 

四、“五育并举”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机制
与评价体系创新 

1.制度创新与政策生态的系统性建构 

制度创新是高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核心支柱，其本

质在于建立全方位、系统化的政策与治理框架，以提供多维度

的支撑和保障。具体而言，应突破传统单向管理思维，构建跨

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多层级行政与教育体系的无缝衔接。这不

仅需要强化教育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还需引入企业、

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形成政策生态的有机整合网络。在此基

础上，构建以创新创业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机制，是激发高

校内外部主体活力的关键
[4]
。学术界提出的“多维激励模型”

理论指出，激励机制设计应聚焦于内在动力的激发和外在支持

的平衡，通过完善学分认证机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体系，以

及建立人才培养弹性化通道等措施，打破传统约束，从根本上

提升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例如，某些国际知名高校已

通过设立创新创业学分替代机制，实现学生科研成果与课程评

价的联动，从而进一步促进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 

2.师资队伍生态建设的多维发展路径 

创新创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师专业能力的全面

提升和学术生态的持续优化。为此，高校应重点推进“双师型”

师资培养模式，即融合高校教学能力与企业实践经验，全面提

升教师的创新实践能力和跨学科综合素质
[5]
。这一培养模式可

通过企业挂职、产业项目参与、跨行业交流等方式得以实施。

工科院校通过与科技企业联合开发课程，不仅优化了教师知识

体系，还为学生提供了更贴近产业需求的实践机会。此外，构

建跨学科师资合作网络，突破学科孤岛现象，也是当下教育理

论和实践的重要议题。通过整合高校内部各专业学科、企业研

发机构以及国际合作伙伴的优质资源，高校能够建立动态调整

的师资发展机制，从而在轮岗交流、国际合作以及项目研修等

多元渠道中培养师资生态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例如，欧美部

分高校通过国际教师交换计划，为教学提供了全球化视角，同

时显著提升了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3.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的多维度构建 

构建生态化的评价体系是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深度改革的

重要环节。传统单一化、静态化的评价模式难以全面反映学生

创新能力及成果的多样性，因此亟需探索一种综合性、多维度

的评价框架。理论上，“教育评价生态学”提出，评价应全面

涵盖知识、能力、素质、成果等核心维度，并结合学生个人发

展特点和社会需求进行动态调整。可通过设计项目成果评分、

竞赛表现指标、创新指数测评等多维指标体系，综合评估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此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能够在

教育成果追踪中体现更高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实际案例显示，

美国某高校采用的全周期评价体系，关注学生在校期间至毕业

后的持续发展，通过动态数据追踪学生的就业表现、创业成果

及社会影响力，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改进提供了长效反馈机制。 

4.资源保障的系统性与生态化路径 

创新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资源整合策略的优化

与生态保障机制的构建。资源整合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高校、

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作，打造开放、灵活的资源共享平

台。通过设立公共创新孵化器，将高校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实

践，并获得社会资本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多元化投入渠道

的拓展对于资源生态的完善尤为重要，包括财政拨款的稳定支

持、企业创新基金的注入、社会捐赠的激励机制以及科技成果

转化的市场化路径等。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

动态调整机制，建立精准匹配和动态反馈系统，以实现资源效

用的最大化
[6]
。理论支持指出，动态资源分配系统能够在多主

体需求的博弈中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而形成资源供需的良

性循环，最终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在可持续生态中实现高质量发

展。通过上述保障机制与评价体系的协同创新，高校能够更有

效地应对当代创新创业教育的挑战，从而在“五育并举”的背

景下实现更高质量、更全面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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