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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教育越发受到关注和重视,且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核心能力素养的培养

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详细介绍了高校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展背景和核心能力素养的内涵,分析创新创业活动中核心素养

的培养要点、难点和培养方法,以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活动更好地开展,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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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grim,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education has received more concern and atten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core competence literacy,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training methods of core 

literacy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etter develop and serve student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re competence, training points, dilemma, training method 

 

1 高校创新创业活动发展背景 

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国家相继出台了系列政

策大力鼓励高校大学生参加各种创新创业比赛活动,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的推行在大学生的培养体系中也逐渐受到高

校的重视。它的推进对于增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对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很好地帮助国家培养高水平的创

新型人才。 

尽管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但由于制

度、学生个人情况等原因,高校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积

极性低,知识运用能力差,实践能力不足,导致创新创业教育

在高校的发展缓慢,收效甚微。宏观上来说,国家发布的鼓励

政策数量很多,但针对性不足；发布的单位多且分散,但系统

性不足；高校的师资、场地等客观条件有限,无法给予大学

生足够的支持。微观上来说,我国大学生一定程度上仍受困

于应试教育,角色转变不到位,自我定位不明晰,缺乏学习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对自身职业规划模糊；且由于心智不成熟

和缺乏社会经验等原因,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不足,实践

能力弱。除此之外,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强,在团队合作中沟

通交流能力弱,容易发生矛盾冲突,缺乏包容性。而创新创业

活动往往需要团队力量协作完成,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团体性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展。 

2 核心能力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 早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简称OECD)率先提出,针对21世纪应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学

生问题。《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提出：以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为核心,旨在培养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各个国家在不断探索和改革教育的过程中,对学生“核

心素养”的发展愈加重视,侧重点有所不同。核心素养不同

于过去的应试教育,是涵盖人各个方面发展的要素和目标,

集合个人价值取向、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的综合体,实现个

人价值的同时,社会价值也得到体现。 

新时代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不仅包括大学生的人际

交往能力、与人沟通能力、情绪调节能力、适应能力等综合

素养部分,还包括学生个人时间管理、职业规划等自主发展

部分,以及在校期间参加创新创业活动的实践学习板块。 

大学生通过创新创业活动,能培养个人理性思维和思辨

能力,独立观察事物并进行比较分析；锻炼自主学习能力,

在书本知识之外积极吸收跨专业、系统化的知识；在团队合

作过程中学会主动担当责任,与人形成良好沟通关系,脚踏

实地地面对和解决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问题。 

3 创新创业活动中核心能力素养的培养要点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是培养大学生核心素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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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专业教育之外积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紧贴社会的需求,与时俱进,结合学生的思想特

点,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文化基础方面,高校举办的创新创业比赛具有一定的权

威性和严肃性,对学生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要求。大学生在参

加创新创业活动过程中,需要提交有创新性、有特色的作品

参加比赛。这要求学生在充分运用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和

专业知识的前提下,结合时事热点和社会需求创造出作品,

从而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

到实践之中,进一步夯实文化基础素养。 

在大学期间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和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自主发展意识,促进学生在课业之余积极地参加项目比赛,

从团队的组成、磨合、协作逐步学习,在过程中培养团队协

作精神和掌握与不同专业背景、性格类型的成员进行沟通的

技巧, 终实现集合团队所长,实现优势 大化,提升管理能

力、洞察力和勇于挑战的能力,主动推进自主发展。 

此外,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是在校期间体现自我价

值和尝试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关

系到学生毕业后的创业或就业,影响其毕业进入社会后工作

岗位的适应力和创业就业困难的抗压能力和受挫能力。社会

参与作为大学生核心素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创业活

动提供了难能可贵的锻炼机会。 

4 大学生创新创业核心能力素养的培养困境 

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通常是由不同专业背景、学科背景

成员自发组成的学生自治组织,每个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发

挥自身所长,在团队分工里担任不同的角色担当。不同专业

背景的团队成员为创新创业团队注入不同新鲜血液的同时,

由于学科视角不同带来的差异,使得团队成员相处沟通的过

程中也容易产生矛盾。且大学生社会经验尚浅,处理问题能

力有限,管理团队能力不足,甚至依赖于团队领导者或指导

老师的力量去解决问题,易导致创新创业活动陷入困境,创

新创业团队难以实现长久良好的发展,从而降低团队创造的

效率和质量。 

学生进入大学后,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没有升学压

力,获得了从所未有的自由。也正因为身份的突然转变,大学

生容易陷入迷茫状态。专业上的学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

自觉性和自我要求,因此大学生的个人选择自由度高,呈多

样化。而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属于大学生社会实践范畴,除

了人才培养方案的必要安排,各种国家级、省级创新创业活

动的开展是非强制性的,以大学生的自由意志为主,自愿为

原则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参加目的也呈现出多样

化,如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奖学金评选等,有些目的呈现的功

利色彩浓厚。当学生参加的意愿处于被动状态时,创造的积

极性会变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学生长期处于接受理论教育状态,社会实践参与机会少,

难以准确感知社会趋势和市场需求,对导师依赖性强。高校

教师作为科研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长期钻研于教学与学术

研究,部分专业教师容易与社会发展现状脱节,不能准确把

握市场风向,导致指导效果产生偏差。 

除此之外,学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重视程度和校

园氛围的营造对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

受到资金、场地、师资等因素的限制,许多高校未能提供适

宜的创新创业环境,进而影响大学生参加活动的意愿。 

5 大学生创新创业核心素养的培养方法 

结合大学生认知特点和思想发展状况,加强大学生创新

创业意识培养。当代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容易陷入迷茫和困惑,

丧失目标感,没有清晰明确的职业规划方案。注重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将创新精神的意义融入到大学生思想

教育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创新创业对将来就业和实现个人

价值的意义,树立积极向上的创业观,锻炼应对挫折和失败

的能力,学会自我调整心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真正通过创

新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核心素养。 

充分研究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基础上,融入创

新创业课程设置,不断完善相关课程体系。学校应面向大学

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的专门课程,设置明确的课程目标和授

课内容,并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将两方面

知识进行有效整合,保证教育教学与社会发展和需求相接

轨。同时加强创新创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提高理论教学效果

的同时,时刻关注社会发展趋势,把握发展方向,与时俱进,实

现专业化。并配合理论课程的开设增加必要的实践课时,大力

开展创新创业的实践活动,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水平,拓展学生视野,提升培养质量。 

大力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以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为载体,主动推进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开放平台,促进校内外

的经验交流。高校还可充分利用校企合作资源,积极建设大

学生实训基地和创新创业成果孵化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实践

和展示平台,帮助学生把创新创业成果“走出去”,提高创新

成果的转化成效,获得社会认可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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