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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加大双创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高职院校作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专业人才进行培育的主要部门,应肩负

起自身的重任,加大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力度,确保创新创业人才质量的提升。为此,本文以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现阶段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现状的介绍,深入分析了目前阶段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就高职创新创业教

育完善对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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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s increasing construction of a dual-creation socie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main departments for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hould 

shoulder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increase the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sur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tak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re 

analyzed in depth, it also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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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不仅仅是为了通过系统的创新创

业教育活动的开展,来赋予学生一定的创新创业技能,使其

具备自主就业的能力,以此来解决目前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难

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通过创新思维理念、创业技能的有效

培育,为社会发展培育出更多极具开拓精神、创业素养的专

业型人才。并通过学生个人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在一

定社会范围内营造起一股创新发展的潮流。这是我国进一步 

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久而久之,一旦学生养成了好习

惯后,其良好的学习能力就随之养成了,进而其学习成绩肯

定也就上去了。 

6.2创新地运用信息化技术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优化中职数学课堂教学提供了支撑,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善于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来辅助学习,

借助大屏幕投影仪、多媒体投影机等硬件来活跃课堂气氛,

通过播放图片、幻灯片、插入微课等,引导学生学习到更多

的知识,使学生大脑可以有具体的形式多管齐下来促进学习

内容的理解和记忆,而不只是凭空想象,这更有利于学生对

知识更加直观理解。 

总之,教育,乃教书和育人。教书是载体,根本目的是育

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是以“失败者”的角色进校的,我

们不能让他们再以“失败者”的心态踏入社会,所以我们的

职业教育要让学生感受成功,树立信心,让他们以一种健康

的、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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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双创型社会建设的必经之路,可以在专业化创新创业人

才的作用下,促进社会创新创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为充分响

应国家关于建设双创型社会的重要决定,我国各高校逐渐认

识到了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在人力、物力、

财力方面逐渐加大了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持力度,为创新创

业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探索、科学研究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支持。与此同时,为尽快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在各高校、各专

业、各学科的普及,扩大创新创业教育的辐射面,我国教育管

理部门更是借助高校扩大化发展的良好契机,实现了创新创

业教育由单一专业、单一阶段,向多专业、全阶段的扩展。

在高校教学管理者的要求下,各专业都在积极探寻与创新创

业的结合点,通过发挥本专业创新创业的潜在优势,对创新

创业教育的发展予以各方面的支持。有些专业甚至在大一阶

段就开始有计划的引导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将专

业发展与创新创业进行了充分的对接与互溶,建立了较为系

统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浙江义乌一些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

与专业教育融合建设方面的做法就为我们众多职业院校的

创新创业教育创新改革工作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不仅专

门开设了创业院校、组织了专业的创业团队,更创建了一批极

具代表性的品牌创新创业项目,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素养

培育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2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在整体发展形

势下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得到了政府、高校、企业

以及广大学生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但由于我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实施时间尚短,教学经验较为不足,所以一直处于探索

发展的阶段。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各类因素的综合影响,

造成创新创业教育中出现各类教学问题。通过对目前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整体情况进行梳理综合梳理,我们特将

其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2.1思想认识片面 

当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表现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

在于思想认识的片面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的易位,不能够在既定时间内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目标。一

些高职院校教师并没有从更高层次出发,看到职业院校在构

建双创型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效用,没有感知到职业院校学

生身上无限的创新创业潜力,因而在实践工作中,只是将创

新创业局限在了就业创业范围内,而缺乏在创新技能型人才

培育方面加大实践力度的意识。与此同时,基于高职院校对

综合技能型人才进行培育的本质目标追求,我们的教师在对

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将重点过多的放在了创新创

业理论知识学习、技能培育方面,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创业精

神的培育。殊不知创新创业知识、技能、精神,互为一体,

共同构成完整的创新创业综合素养体系。缺少了任何一方面

都不能称之为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 

2.2师资力量薄弱 

当前高职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急需一

支素质高、能力强的教师队伍予以支持。但就目前大多数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现实情况来看,专业创新创业教师

溃乏的情况却极为严重,广泛存在于各个高校的创新创业

教育当中。一些高职院校在缺乏创新创业专业教师的情况

下,只能组织各专业课程教师、思政教师亦或是辅导员,临

时加入到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当中,对学生的专业创新创业

知识、技能、思想予以辅导和教育。虽然这些教师都有着

各自擅长的方面,能够对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培育起到一

定的成效,但由于其并非专业人员,因此无法为学生提供系

统的创新创业教育。为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一些院校也针对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特别制定了创新创业教师专业培育计划,

但由于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不到位,导致培育计划也难

以得到贯彻落实。 

2.3教学实践不足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上仍

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课程理论教学环节偏多,占据

了创新创业教育大部分课时,导致创新创业实践教学计划难

以落地。缺少实践锻炼的情况下,即便是学校围绕创新创业

理论教育做出了再大的努力,也将难以达到创新创业教育培

育学生综合素养的目标要求。学生学习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创新创业教育实效性自然难以实现。与此同时,创新创业训

练基地作为高校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其

对于学生综合创新创业素养培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现

实情况却是一些院校受自身办学能力的限制,导致其没有足

够的能力投入到创新创业训练基地的建设上来。尤其是基地

建设后期投入不到位,无法实现对前期投入的支撑效应,在

创新创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基地在创新创

业教学中所应当承担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也就造成了前期

投入资源的浪费。 

3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完善对策 

3.1提升思想认识 

思想对于行为极具导向作用,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

完善同样离不开教师思想认识的提升。为此,高校要加大创

新创业宣传力度,由学校管理层带头开展创新创业精神学习

工作,深化广大基层教师对创新创业的认识,使其看到创新

创业教育是高校积极践行国家双创型社会建设的必然之举。

同时还要在全校范围内努力营造起一股“大众创新万众创

业”的良好氛围,在树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典型、加大大学生

自主创业扶持力度的基础上,增强高校师生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信心。使我们的基层教师在学校管理层这一系列的努力下,

看到学校对于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坚定决心,进而促使教师

可以以正确的态度去主动的认识创新创业作用原理、感知创

新创业的魅力,进而肯定创新创业教育决定的先进性。并在

自身认识逐步提升的基础上,去积极参与到创新创业教育、

研讨、实践等一系列活动中来,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目标的实现贡献上自身的一份力。 

3.2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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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我们各项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组织者、设计者、

参与者、引导者,教师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活动

的有序开展,教师个人综合素质情况更是在无形当中对学生

的一言一行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针对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在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高职院校要紧握教师质

量关,通过建设一支高质量、高素质,能力强、专业过硬的师

资队伍来为我们新时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良好发展增添

动力支持。具体来讲：一方面,针对高职院校当前现有创新

创业教师团队,高校要加强培训工作,定期、分批组织教师参

加相关创新创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授课技巧等培训活动,

并通过组织教师到企业以及相邻院校中进行实地走访参观

学习,来深化教师对当今社会创新创业热点、前沿动态的了

解,并以此来作为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规划调整工作的重

要依据；另一方面,结合高校创新创业教师团队实践经验不

足的现实问题,高校可以在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的基础上,与

企业签订人才聘用合同,邀请创新创业经验丰富的青年企业

家,创新创业社会研究学者、专家,到学校中进行兼职教学,

与专职教师一同参与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使其在能力

上弥补专职教师的不足。同时,还可以邀请创新创业成果显

著的校友代表等到学校中来进行实践经验讲座,深化学生对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认识。 

3.3完善教学体系构建 

完善的课程体系,可以确保学生享受到完善的创新创业

教育服务,使学生的创新创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思想意

识、实践经验得到全面的提升和培育。为此,我们要在国家

创新创业教育规划要求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地对现有教学

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具体来讲,结合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特点,

我们要加快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将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分为

通识教学模块、专业教学模块、实践创业模块。其主要任务

为：通识教学模块,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基础部分,主要负

责学生创新创业相关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的教学工作。同时

更需要借助多样化教学方法的运用来对学生的创新创业激

情予以激发,使学生产生创新创业的动力和欲望；专业教学

模块,主要任务是针对各专业特点积极寻找与创新创业的结

合点,推进各专业与创新创业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可以在专

业领域范围内,通过自我价值的发挥来实现创新创业。在这

里,学校要在校企合作育人的基础上,加快校外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校内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园基地的建设工作,为学

生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提供广阔的平台支持；实践创业模块,

是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的孵化和实施阶段,是学生真正的从创

新创业学习进入到实践的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学校要利

用自身优势作用的发挥,尽可能的为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的转

化提供机会,如创新创业成果大赛、创新创业工作室等都是

很好的选择,有助于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影响力的增强。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涉及科目众多、范

围较广的综合实践项目。为确保教学质量的达标,在开展的

过程中,需要加大对其相关教学资源优化调整力度,在政府、

社会、高校以及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以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为

导向,将创新创业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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