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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工科背景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需要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探索一条具有

自身特色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道路。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及走访交流，了解并掌握目前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的现状、问题及最新的研究动态，结合常州工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学校

现有条件，提出了通过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培育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和推动校企合作的措施，有效提

高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从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学校毕业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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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 a path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understands and grasp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latest research trends of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new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the school,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by building a 

reasonable curriculum system, cultivating a tea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entors and promot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chool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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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传统

工科已不再具有优势，未来的新兴产业

需要创新创业能力强、实践能力强、跨

界融合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

此背景下，“新工科”应运而生。2017

年教育部先后在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和

北京组织召开了共3次关于新工科建设

方面的研讨会，要求我国高校以新经济、

新产业为背景，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

在面向多元化产业需求的基础上，培养

符合新工科岗位技能需求的复合型新工

科人才。新工科建设的本质和目的是培

养和造就一批符合时代发展的具有创新

创业能力的卓越的工程科技人才。  

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起步比较

晚，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对于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缺乏健全的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创新创业教育只是作

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学科教育的补

充，各类教育缺乏深度的融合，创新创

业教育学分占比少，而且缺乏完善的创

新创业学分认定办法，学生的创新创业

意识不强，创新创业知识匮乏。另外，

目前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创新创业环境也

有限，这些都限制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的提高。常州工学院位于长江三角洲腹

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州，是一

所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

明显的地方应用型全日制普通本科院

校。学校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办

学理念，致力于培养一批批高素质的应用

型人才。应用型高等院校是高等教育发展

的必然结果，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就是适

应国家对应用及实践型人才的需要而产

生的，定位更加明确（即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的发展需要），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知识

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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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客观事实，下面结合常州

工学院办学特色及学生的实际情况，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为例，在新

工科背景下，探索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新思路，走

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之路，提高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社

会影响力。 

1 研究思路和方法 

课题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通过调

研文献，掌握课题 新的研究动态，了

解目前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

题；通过调研交流，走访创新创业学院

教师、合作企业，掌握学校的创新创业

政策及其环境，了解青年教师的需求，

与企业探讨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机制。

基于前期的调研交流，并结合常州工学

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实际情

况与学校现有办学条件，构建合理的课

程体系，将创新创业理念融入课程教学

中，鼓励学生及教师积极参加大学生创

新创业竞赛项目等，一方面将教师的科

研成果落地转化，另一方面培养、提升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有针对性

地培育创新创业导师，为青年教师创造

条件，给予其资源及其他支持。另外，

通过与企业合作，将企业的科研技术、

项目运营和管理经验优势引入校园，协

同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 

2 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具体措施 

2.1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将创新创业理念融入人才培养目标

中，在课程设置环节增加创新创业教育

的课程和学分，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模式，改进课程教学内容，将创新

意识和创业理念融入整个课程教学环

节，强化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环节，激发

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创新创业必须从低年级就抓

起，要加强对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创新

创业思维的引导，通过考察学生的综合

能力、学生的兴趣和发展的潜质，实行

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平行培养模式。通

过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充分调动学

生参加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的积极

性，鼓励学生发现自身的能力及特长，

并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发挥团队合作

优势，共同申报各类学科竞赛、“大创”

项目、“大挑”项目及“互联网+”相关

比赛等，使学生在参与中提升自身的专

业知识水平，培养其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创新意识，

坚定创业信心，综合提高自身的创新创

业能力，在团队协作中共同成长进步。 

2.2培育创新创业导师   

针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两种人才培养

模式，培育创新型导师团队和创业型导

师团队。教师可根据自身优势特点和科

研成果自行选择导师团队类型，分别指

导创新创业类比赛项目，培养创新创业

人才。高校教师可以参加如“全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之类的创新创业

相关的研讨会或培训，增强在创新创业

方面的知识储备，提高创新创业教学能

力。另外，高校可以制定相关的鼓励政

策，如将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列入教

师的年度个人考核业绩并与职称评定挂

钩，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借助科研

课题及其科研成果，指导学生参与各类

学科竞赛和“大创”项目等，给予“大

创”立项项目及各类学科竞赛一定的经

费支持，完善经费管理和奖励体系，激

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通过此举实现

推进创新创业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双赢

的目的。 

2.3推动校企合作   

高校应该鼓励教师将科技成果落地

转化，为教师提供创新创业平台和产学

研合作平台，搭建与企业深度合作的桥

梁，鼓励教师进驻企业担任“科技副总”，

在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可以给

学生提供企业的实习实践机会，拓宽学

生的学识和眼界，在深入企业的过程中

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与企业共同探讨

制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协同培养

创新创业人才。校企合作可以充分发挥

高校和企业的优势，让学生将课堂所学

的专业知识运用于企业的实习实践中，

通过生产实践实现知识的应用和能力的

转换。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可以聘请企业

导师为学生授课，将企业先进的项目运

营、管理经验引入课堂，通过开展以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创新创业竞

赛、项目路演、创新创业训练营等实践

实训活动，补齐教学资源上的短板，进

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愿，提升其

创新创业技能，协同构建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使学校的发展能够融入社会

的发展。 

课程改革、创新创业导师培育、校

企合作三者的有效联动，可以激发教师

的创新创业热情，提高教师的创新创业

教育水平；同时，学生能够准确把握自

己的发展方向，深度发挥自己的潜能，

培养和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提升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

创业能力，从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进一步提升学校毕业生的综合能力素

质，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之路。 

3 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成效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各类创新

创业项目及竞赛，大学生不仅可以提升

专业知识水平，还可以提高创新创业能

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为本科毕业后踏上

工作岗位做好铺垫。 

（1）学生在创新创业活动过程中充

图 1 课题研究思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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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认识到专业基础知识的重要性。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开展各类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及竞赛的基础和保障，高校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与专业相关的各类学

科竞赛。以常州工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专业为例，鼓励本专业学生参加全国

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以“节能减排、

绿色能源”为主题，围绕清洁能源和环

境可持续发展，针对日常生活中的节能

需求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利用自己所

学的新能源专业相关知识，进行相关发

明设计、软件开发，也可以撰写相关的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开展相关的学术前

沿工作，通过“以赛促学”，巩固学生的

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创新

实践能力。 

（2）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

高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在开展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学

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出问题是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

的开始，通过调研文献了解相关问题的

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分析问题的关键

点，创新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通过实验和实践解决问题， 后完成项

目结题。整个创新创业训练过程可以激

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运用专

业知识解决复杂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

作能力。各类学科竞赛都鼓励团队协作，

尤其是创业类竞赛，这类竞赛需要具备

不同专业能力及专业背景知识的学生参

与，在此过程中需要团队各成员各司其

职，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互相沟通，

组织协调，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终

完成竞赛。整个过程有助于加强学生的

人际交往能力，充分培养学生的沟通交

流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4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

意义 

高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对于

高校自身的发展、地方经济和产业的发

展以及就业压力的缓解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1）有利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自身发展。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定

位为结合所属地方的特点，培养服务于

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开展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符合高校的办学理念，

顺应时代的发展。创新创业能力作为人

才培养的指标之一，有利于推动高校教

育教学改革、深化校企合作、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

提升高校整体教育水平与社会影响力。 

（2）有利于地方经济和产业的发

展。地方经济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

高校的人才培养和输出，地方应用型本

科高校将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和产业需

求相结合，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高质

量的人才支持，增加地方产业的竞争力。  

（3）有利于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

当前，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非常大，

就业形势严峻。高校通过开展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

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增加就业

竞争力。另外，创业成功的学生可以为

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缓解紧

张的就业形势。 

5 结语 

结合常州工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专业特点，通过个性化的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建立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

分流选拔培养机制，培育创新创业导师

团队，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和竞赛，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进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试点实践，进而推

广到学院甚至全校其他专业，实现全校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制度的优化完善，从

而提升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与社会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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