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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尤其是在市场化运行机制下，加之高等教育普及化、大众化影响，当代大学生

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创新创业已成为大学生实现个体价值的有效路径。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以“双

创”为契机，深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本文立足双创改革视角，对高职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分

析，并就其发展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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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especially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mechanism, 

coupl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ing a 

severe employment competition situ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also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realize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valu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imperative 

to deepen educational reform by tak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s an opportun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for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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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经济新常态的精准判断，以创

新型国家为着力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是

党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创新驱动发展

至关重要，而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和建设

者，大学生创新创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高职院校作为育人主阵地，肩负着主

要责任的同事，也面临着重重机遇和挑战。 

1 双创改革视角下高职教育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 

1.1机遇。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

织会议上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即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

年，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借改革创新的

东风，推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在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

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

新的新态势。”时至今日，“双创”作为

国家战略中的高频热词，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

职院校作为育人主阵地之一，积极深入

贯彻双创改革势在必行，并得到了国家

政策层面的有力指导与支持。同时，伴

随着信息化的步伐，“互联网+”重置着

传统经济业态，对人才的需求朝向多元

化发展，尤其是第二、三产业建设规模扩

张，导致就业市场变化。高速增长的双创

人才需求，为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带来了莫

大机遇。另外，5G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

的现代科技应用融入教育领域，高职教

育迎来了新一轮的信息时代红利。 

1.2挑战。从辩证分析的角度来看，

双创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其

中充斥着大量的未知因素干扰，不可避免

地面临着各种挑战，是阻碍高职教育发展

的关键一环。具体而言，高职教育的核心

定位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基本目的是输

出专业性、高技能、高素质人才。在历经

了多年沉淀与发展之后，高职教育正在朝

着内涵式教学的方向发展，并建立了相对

成熟的机制体系，但受制于传统思维的束

缚，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不足，相关工

作方法陈旧、滞后，阻碍了 深化改革的

进程。同时，双创改革亦对从业教师发起

了严峻挑战，高职院校师资力量不足，常

常由辅导员兼任管理者职能，因为实践经

验匮乏，导致形式主义现象突出，也忽视

了与学生真实情况的联系，导致其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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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另外，双创改革视角下高职教育需

要多门课程支撑，但在现阶段出现学科融

合建设不到位，关联性、系统性匮乏，与

专业的贴合度不高的现象。 

2 双创改革视角下高职教育发

展对策 

2.1寓于文化渲染。近年来，基于党

的正确方针战略指引，我国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均都迈入了高速发展的时

期，尤其是市场化机制下，“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拥有着良好的实践环境。在

高职教育中进行深入的双创改革，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更是其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需求的选择，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对此，

高职院校要加大对“双创”的宣传，依托

互联网平台，及时传递有关方面的讯息，

包括政策、要求等，并以典型的创新创业

成功人士为榜样，激活大学生能动意识，

同时辅以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如创新创

业展览、创新创业竞赛等，扩大双创改

革的影响辐射力度。另外，双创改革视

角下高职教育的发展，绝非院校一方面

的责任，其更深层次地关联着社会进步、

民族振兴、产业兴旺等方面，要形成全

员参与的良好氛围，主动吸引社会资本

的注入，丰富资源供给通道，以更好地

回馈社会。在此过程中，基于中华民族

复兴的共同愿景，电视、微信、微博等

公众媒体加大对双创改革的宣传，开设

专栏，通过采访问谈双创成功人士，帮

助大学生理清就业形势，开阔他们的双

创视野，丰富他们的双创经验。 

2.2升级师资素养。素质教育生态

下，教师作为高职教育的主导，是双创

改革的参与者、组织者、实践者，其综

合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了该项工程的进展

情况。对此，高职院校以双创改革为契

机，摆正师资战略定位，关注专业团队

建设，以保证足够的智力要素输出。在

此过程中，第一，面向更加开放的人才

市场，聘请一线创新创业成功者进入教

育系统，并在校内通过多种方式筛选具

有专业优势和经验丰富的教师，协同组

织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互补优

势，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服务；

第二，组织展开多样化的培训教研活动，

围绕“双创改革”中心议题，促进同行

业交互，借此更新教师思想理念，丰富

他们的知识涵养，深入解读国家教育政

策，保证上传下达，共享有效工作经验，

激活其创新意识之余，提升整体从业队

伍水平；第三，制订完善的绩效考核机

制，客观、真实、全面地评估教师工作，

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培训方案，并

善于奖优评先，给予先进典型案例适当

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最大限度地调

动其积极性，激励自我提升。 

2.3优化课程设置。课程建设是教学

工作实施的基础，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影响着学生成长，

又搭建起了师生间的交互桥梁。双创改

革视角下，优化课程设置，使之更好地

契合教育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首要

明确导向目标，包括共性目标和个性目

标。其中，共性目标包括激发创新创业

意识，丰富创新创业知识结构，提升学

生综合能力素质；个性目标则是基于对

学生个性差异的考量，根据他们兴趣爱

好、专业水平等制订不同的实践教育目

标。基于此，对即有课程体系进行重新

规划，致力于跨学科融合，有机地将创

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关联

在一起，善于抽离其中的转化点，潜移

默化中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实现

育人工程的延展。除此之外，双创改革

视角下高职教育还需重视优化课程教学

模式，遵从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的基本

原则指导，重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作

用释放，营造开放、自由的教学环境，

通过情景教学、案例教学、探究教学等

多重方式，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2.4完善保障机制。高职双创教育改

革作为一项庞杂的系统化工程，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未来要推动其专业化、规

范化发展，建立完善的配套保障机制至

关重要。具体而言，立足实际，在理解

和尊重学生主观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制

订富有层次性的创新创业教育制度，综

合考量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学习水准学

生的内在需求差异，针对性地调整教育

方案，切勿“一刀切”式地采用相同的

教育内容、教学手段，达到促进学生阶

段性成长的目的。同时，双创改革视角

下，高职教育面临着多重挑战，并处于

一种持续变化的状态，要保障各项规章

制度的可行性，应实施相应的审查调控

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补充和修缮。

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有着

很强的实践性特点，面对愈加严峻的就

业竞争形式，多数学生表现出了浓厚兴

趣，但是常常受制于资金、平台、经验

等短缺原因，难以付诸实践。对此，要

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深入产学一体化、

校企合作等机制建设，携手推动大学生

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发展，提高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成果转化率，增强其能动信心。 

3 结语 

综上所述，客观辨析下来，双创改

革视角下高职教育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

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社

会，应当牢牢把握机遇，积极迎接挑战，

结合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向，从寓于

文化渲染、升级师资素养、优化课程设

置、完善保障机制等多方位入手，逐步

建立完善的双创教育机制体系，强化学

生能动意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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