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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新型教育模式。近年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

略背景下,新时代的创新创业教育目标不仅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德,更是在根本上提升学生

创新创业的能力,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人才。双创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课程思政和双创教育两者在培养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两者有机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施

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制约因素。因此,本文针对大学生的课程思政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路径进行分析,针对

融合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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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new educational mod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mor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go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not only trains students to have good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 but also fundamentally improves students'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cultivates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highly consistent in their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their organic integrat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there are many constrai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pract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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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教育即创新创业教育,不仅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教育

人才培养的突破口。为了响应“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创新创业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国家对具有双创能力的人

才需求逐渐提升,高校也越来越注重培

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优秀大学生,为

了让创新创业提升一个更高的水平,将

课程思政与创新创业有机融合具有重要

意义。高校课程思政可以帮助学生培养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提升企业伦理道德,

对毕业生创新创业有很大帮助。既能实

现课程思政的育人实效性,也能够引领

双创教育的发展方向。 

1 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融合的

必要性 

1.1双创教育是课程思政发展的必

然要求 

21世纪,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人才

的重要途径之一,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对大学课程思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

要做好课程思政工作,首先应该顺应时代

潮流,与时俱进,保证大学生创新意识和

创业能力的培养体系更加完善。在当前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下,很多

科技的发展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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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机会,比如互联网技术等等[1]。现如

今创新创业教育开始在大学生中普及,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很多挑战,使得

学生对创新创业很困惑,对未来感到迷

茫。双创教育能从行动上强化学生的能

力养成,从实践上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因此,可以说双创教育是课程思政发展

的必然要求。 

1.2课程思政是双创教育的内推力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学生创新创业

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创业精神的激发非常

重要,这是决定双创教育能否取得成功

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大学生能否顺利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重要基础。当前,

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网络技术加快普

及,加上学生学习就业等压力,种种原因

都可能导致价值观出现偏差,在创业中

偏离正确的创业方向。而课程思政在帮

助高职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能让学生意识到要将个人发展与社会需

要有机结合,在获取个人成功的同时也

能实现社会价值,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2]。 

1.3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相结合,展

现实践育人价值 

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融合有助于教

师对学生实现实践育人的价值,双创教

育与高校课程思政重点培养学生的团队

合作精神、爱岗敬业、诚信经营等,并对

大学生的职业素养、社会实践能力和适

应性的培养都有很大的帮助。双创教育

必须靠实践育人才能够培养出德才兼

备的人才。双创教育和课程思政的融合

来建立实践育人的教育体系,让大学生

能够满足社会对“双创”型人才的需求

标准,高校课程思政强调的是德育,首

当其冲实现德育教育的是实践,所以想

要培养出新时代社会需要的“双创”人

才,将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融合非常有

必要。 

2 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融合的

制约因素 

2.1互融过于表面,融合型课程开发

难度大 

对于双创教育而言,其课程设置更

加偏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缺乏对

课程思政元素的系统归纳和有效提炼,

导致思想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过于单

一、表达形式过分生硬,无法真正达到思

政育人效果。另外,很多高职院校在双创

教育实践上过于热衷第二课堂的开设,

开设校企合作班、明星就业班等,重点进

行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却没有真正进行

课程思政,对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培养

不到位。其授课内容也未能做到与时俱

进,过于关注传统的思政知识体系的教

授和思想道德观念的培育,融合课程中

应根据专业课程的特点,学生的创业方

向进行梳理思政元素,应增加创业实践

等方面的内容,将创新创业动机与祖国

发展相联系。 

2.2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强 

课程思政和双创教育的互融对高校

教师要求更高,师资短缺是制约双创教

育与课程思政融合的首要问题。双师型

教师占比不高,专业教师参与双创教学

的比例不高,现有的双创教师大多来自

于教学条线和思政条线,他们仅经过短

期培训,大多缺乏对双创教育的深刻理

解,更谈不上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的有

机融合了。在加强双创教育课程思政建

设的过程中,应着重在课程思政教学强

度、价值塑造力度与双创观培育效度上

下功夫。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队伍应充分

发挥课程思政建设的“主力军”作用,

承担起优质知识与实践载体建设“主战

场”的重任,畅通课堂教学“主渠道”[3]。 

2.3双创教育体系不完善 

2.3.1双创教育形式化,教师认知有

偏差 

因为我国的双创教育还处在探索阶

段,实施中会出现错误的理念和方式,导

致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效果不是很理

想。如今的创新创业教育浮于表面,并没

有完全落实到实处。双创教育强调以实

践为主,而如今却忽略了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而且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大学生

课程思政的渗透很少,导致“双创”型人

才的培养效果不佳。部分教师认知有偏

差,仍然将课堂教学作为自己的本职工

作, 忽略了实践育人的重要性,导致学

生缺乏实践锻炼的机会。教师在日常的

探索性研究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导致

很多学生缺乏正确的引导,没有认识到

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 

2.3.2融合型课程开发难度大,教学

资源亟待更新 

高校双创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滞后,

不适应专业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政“双创”

素质教育新理念,当前,“双创”教育课

程仍具有西式创业学的学科属性,存在

注重经济效益、培养企业家等社会精英

的功利化倾向,价值塑造相关内容严重

不足,使得学生产生了“双创”要求高、

难度大、创业重在逐利等认知误区。因

此,“双创”教育亟须开发跨学科跨专业

融合型课程,再造课程体系。并且教学资

源急需更新,需要将思政教学目标和方

案应用于教学资源中,需要撰写融合型

课程改革实施方案、编写新型教材、更

新授课PPT以及信息化教学资源等,历经

改革实践的过程不断总结更新,并形成

长效机制。 

2.3.3协调机制不完善  

很多高校对政策要求的推动课程思

政与双创教育融合的政策落实不到位,

由于高职院校对二者融合重视程度不够,

导致融合机制的构建与运行不顺畅。一

是顶层设计不全面,很多高校并没有制

定文件来统筹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的融

合发展工作。二是协同机制还未有效建

立,由于课程思政和双创教育分属学校

不同职能部门,各部门仍围绕自身工作

来开展。三是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融合发

展的意识不强。 

3 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融合的

优化路径 

3.1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互通

互融 

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应在双创教育

教学过程中植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理念。科学制定

高校各个专业“双创课程思政”人才培

养目标,专业课课程标准和详细的授课

计划。以此来指导“双创”课程思政教

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在

专业课程教学中注重因材施教,引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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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视频等多种元素,结合理论授课、翻

转课堂、慕课、竞赛驱动的教学方式,

利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任务驱动法开展课堂教学[4]。结合信息

化教学手段,运用蓝墨云班课、钉钉、I

博导等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呈现联动的

教学模式,实现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互

通互融。 

3.2组建高水平教学团队 

高校应打造“校内专职+校外兼职+

优秀校友”三主体创业导师团队。通过

“内培外引”,构建教师队伍培养培训机

制,不断提升思政教师和双创教师的素

质和能力,实现课程思政与双创教育师

资队伍的专业化。首先,建立一支跨学科

背景的专业教师队伍非常关键。高校应

对教师进行思政培训,提升双创教师的

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使他们在观念上与

时俱进。加强教师的双创理论学习和专

业技能培训,使他们在思政课堂上能够

深入挖掘学生的创新创业潜力,培养出

更思想进步、素质高的创新创业人才。其

次,高职院校还应聘请社会上有创新创

业实践经验的成功企业家、专家学者、

优秀毕业生等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双创

师资队伍建设。 

3.3改善双创教育培养体系,优化人

才培养方案 

3.3.1塑造学生正确的双创观 

高校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业技能角度出发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并在专业课教学中加强创新创业教

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5]目前高校

大学生的社会历练不足,思维认知比较

狭隘,不能客观公正的看待自己的创业

动机；抗压能力较弱,遇到挫折容易放

弃；针对学生的错误认知,结合当前创新

创业教育背景,在日常课程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以竞赛为载体,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全国互联网+大

赛、创新创意创业大赛、职业生涯规划

大赛等,学生在竞赛过程中不断深化自

身的创新创业意识,塑造学生的双创观,

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促进

大学生课程思政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

融合。 

3.3.2加大课程开发力度,打造双创

育人平台 

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整合优质实践

教学资源,构建“导师+平台+项目”的实

践教学体系,增强“双创”教育实践性,

努力突破课程思政实践教学资源不足的

瓶颈。以学生为中心,本着“提高教与学

的效率与效果”的目的,打造“思创就”

云服务平台。将工匠精神融入包括通识

教育、专业教育、双创课程和实践教学

构成的教学环节。依托平台打造双创金

课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核心素质能力测

评,构建包含创新思维和创业计划等内

容的课程资源体系、智能引领的成长扶

持体系和数据驱动的教学保障体系,为

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课程提醒、学业预警

等,实现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和精细

化管理。立足实践教学平台,充分整合国

家大学科技园、创业园等实践资源,建设

校内校外、线上线下一体化“双创”育

人平台,为学生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与

教师进行相关指导提供便利。积极落实

党和国家对毕业生的就业帮扶政策,依

托产教联盟,基于产业链岗位群升级跨

界、协调、互通的众创空间,使产业和

专业群对接、技术和课程体系对接、业

务和实践教学对接,实现专业链、产业

链、人才链、创新链在深度和广度上有

机融合。 

3.3.3构建协调机制,助力互融规

范化 

高校要构建科学的协调机制,实现

双创教育与课程思政的互融互通。一要

制定政策文件,进行合理规划。高校可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互融的政策文件,

从师资建设、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分

层次立体化多元化教学等方面入手,用

制度的形式明确实施目标、路径方法等,

保证互融工作的顺利开展。二要建立领

导小组,联动各部门力量。领导小组成员

可以由校领导、学院教学秘书、及部门

负责人担任,统筹协调教务处、创新创业

中心、二级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

生处、招生就业处、财务处、科研处、

等相关职能部门[6],落实课程思政与双

创教育双向互融的工作,以达到协同办

公、资源整合的效果。与此同时,高校还

应配备专职人员,制订课程思政与双创

教育双向互融计划人才培养方案并在全

校二级学院实施。 

4 结束语 

现如今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课程

思政均存在着较多问题。将两者融合的

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通过高校

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问

题正逐渐得到解决。相信在共同努力下,

课程思政和双创教育的有机融合一定会

实现,并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的综合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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