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卷　第１期 教师教育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Vol．３　No．１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Feb．,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jsjy．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９

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策略

林 雪 治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孵化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３１０５)

摘　要:当前,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从总体上来看还缺乏系统性、实践性、针对性和层次

性.无论是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自身的独特规律、社会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特点,还是国务院相关文件都要

求高校要构建系统的、有层次的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高校可以面向全体低年级的学生、有创新创

业兴趣的学生、正在创业的学生三类群体分别设置创新创业通识模块、创新创业孵化模块、创新创业精英模

块,并开设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同时通过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科学合理配置来使之层次分明、有

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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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自主创业

率,２０１２届为２．０％,２０１３届为２．３％,２０１４届为２．９％.可见,近年来毕业后立即投身创业实践的

大学生所占的比例并不高,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效果还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这一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全面推进和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每一所高

校都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构建和完善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体系.

一、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现状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教育部印发«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以来,越来越多的高

校逐渐把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了学校的改革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并开设了相应的课程,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不仅营造了越来越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而且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热情也明显

增强,创新创业能力亦有所提升.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如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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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实践性、针对性[１]和层次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缺乏系统性

在实践中,很多高校只是开设了一门或者几门专门的创新创业类课程,有的高校甚至未开设专

门的创新创业类课程,只是在就业指导或生涯规划类课程中嵌入相应的模块.有学者曾专题调研

了某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情况,结果发现:仅有４７．８％的高校专门开设了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仅有３９．１％的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纳入必修课[２].高校所开设的创新创业类课程往

往相互独立,没有逻辑上的联系,缺乏系统性,尚未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

(二)缺乏实践性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在大纲里往往缺乏实践课时方面的内容,即使有相应的内容也常常

不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尽管很多高校都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如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创新创业计划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园、创客空间等,平时也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活动,但是这些平台往往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如学生处、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教务处、团委、科技

园等,这些部门与负责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学的部门或院系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往往不够紧密,主题

活动举办的时间与课程实践课时安排的时间常常不一致,活动对象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面向的学

生群体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不能很好地应用到具体

的实践活动中去,既不利于加深学生对创新创业理论知识的理解,也不利于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的训练和提升.

(三)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

大多数高校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都是采用选修课的形式[３],在授课对象方面往往没有明确

的限定和区分,既不分年级也不分专业,所有在校学生都可以选修;在学生选课之前,既不考察其创

新创业知识的基础,也不关注其是否有创新创业的潜质和实践经历,更不了解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

是否有特殊的学习需求,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在教学过程中,由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对于知识的理

解能力以及学习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教学实施进度和效果常常会受到影响.某高校曾开设了

多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这些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放,任何年级所有专业学生均可选修,由于师资

有限只能满足部分学生的选课需求,选课结果由电脑系统随机分配,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些只

是基于学分需求而选修的学生获得了修读机会,而那些真正具有创业意向或正在创业的学生却被

拒之门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课程的有效覆盖面,也影响了课程的总体教学效果.

二、构建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必要性

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现状既影响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的实施

进程,也不利于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顺利实现,更不利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序

实施和推进.无论是从理论层面、现实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迫切要求高校尽快构建系统的、有层次

的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一)理论层面: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特的层次性

教育是有规律的,教学也是有规律的,教学规律是一个有层次的规律体系[４].同样,创新创业



教育也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律,应当遵循创新创业活动的基本规律,按照创新意识培育、创新创业模

拟训练、开展创新创业实践这一思路来开展[５].因此,其课程体系应该具有层次性,从低年级学生

到高年级学生、从基础模块到高阶模块、从理论环节到实践环节,分别开设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课

程,使之形成层次分明、有序衔接、相互支撑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

效果和质量.

(二)现实层面:社会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深入、持久、快速发展,社会对于创新创业型人才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电子医疗、网络教育、数字媒体、数字社区、现代

物流等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曾经有学者针对企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情况做过调研,结果显示:在

被调查的企业中,１００％的企业明确表示非常需要创新型人才,９０．９％的企业每年需求１０个以上创

新型人才;但不同的企业对创新型人才有着不同的要求,有的企业需要硕士学历的创新型人才,有

的企业则对创新型人才的学历没有明显的要求,而有的企业需要拥有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的创新

型人才[６].高校是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重要场所,应该主动适应社会对于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需

求趋势,根据不同学历和能力层次的培养要求,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应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构建层

次分明、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

(三)政策层面:国务院文件明确要求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要具有层次性

在实践中,很多高校由于缺乏课程改革相关规范的政策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程建设的

规范性[７].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因缺乏政策的有效引导而进展缓慢,

明显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调整专业课程

设置,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

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这为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指

出了更加清晰的方向.

三、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策略

通过对国内外几十所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做得比较好的高校进行调研和分析,笔者发现:这些

高校大多数不仅很好地遵循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规律,面向不同年级、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设置

了不同的模块,开设了不同的课程,而且不同模块、不同课程之间既注重层次性,也注重连贯性并能

进行有机衔接;科学合理地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国高校可以在充分借鉴国内外高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国务院和教育部相关文件的具

体要求,对接社会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需求趋势,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

课程设计,构建系统的、有针对性、实践性和层次性的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一)面向三类群体

高校可以面向全体低年级学生、有创新创业兴趣的学生、正在创业的学生分别开设有针对性的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１ 全体低年级学生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发展需要而制定的重大战略,坚持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

业,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确立的重要教育方针,高校是培养各种各样人才的重要场所,尽管没有责

任把每位大学生都培养成企业家,但是却有义务向每位大学生传播创新的理念,培养其创新精神,

向其传授创新创业的基础知识,激发其创新创业动力.因此高校应当面向全体低年级在校生(大一

或大二年级学生)开设通识性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２ 有创新创业兴趣的学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个体进行生涯抉择的重要依据.满足有特殊兴趣学生的学习需求,为

其开设特别的课程,这是美国、英国、新加坡、芬兰等国家在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普遍做法,

值得借鉴.那些对创新创业感兴趣的学生是最有可能诞生未来企业家的主要群体.学校可以通过

开设孵化性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使他们对创新创业有更加深入和清晰的了解,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创

新创业意识并使其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提升.

３ 正在创业的学生

正在创业的学生既是激励其他学生的良好典型,也是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取得实质性效果

的有力证明.这部分学生创业之后,随着创业项目和企业的不断发展,各种新的问题也会随之不断

涌现出来.如何让项目持续进行、如何让企业健康生存和发展、如何招聘和管理更多的员工、如何

开拓更多的销售渠道、如何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如何开发更多的新产品、如何开展对外商务合作、

如何开展更多的项目投资、如何让企业实现永续经营这些都是他们必然要遇到和处理的重要

问题,无论哪一个问题对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学校可以通过开

设高端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引导他们主动学习和掌握新的企业管理方法和技巧,不断提升运营管

理水平和领导能力.

(二)设置三个模块

高校可以对照创新创业活动的基本规律,设置三个模块,分别开设相应的课程,分层次地培育

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训练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学生中的创新创业精英.

１ 创新创业通识模块

此模块的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与创新创业有关的基础知识,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创新创业精神、

创新创业团队、创新创业机会、创新创业风险、创新创业资源、创新创业计划、新型企业的创办等方

面的内容.当前,很多高校已经根据２０１２年教育部下发的«“创业基础”教学大纲»开设了相应的课

程,总体上来看效果较好.笔者认为大纲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扩充,可以加入一些与创新有关的知

识点,如创新的来源、创新的思维方法、创新的过程等方面的内容.针对上述内容开设相应课程的

主要目的在于使全体学生都能够掌握基础性的创新创业知识并形成初步的创新创业意识.此模块

的课程一般安排全体低年级学生必修,要求学生前置修读就业指导、生涯规划等方面的课程.

２ 创新创业孵化模块

此模块的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新创企业可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常见问题,如企业组织建设与

管理、新产品开发以及试销、市场营销策划、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形象设计、现金流量控制、法律风险



防范,等等.针对上述内容开设相应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掌握创新创业的方法和技巧,并

学会运用这些方法和技巧来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此模块的课程主要面向有创新创业兴趣的

大二或大三的学生,要求学生前置修读创新创业通识模块课程.

３ 创新创业精英模块

此模块的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运营管理、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规划、企业风投、

国际商务、内部创业、公益创业等方面的知识.围绕上述内容开设相关高级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

育一批既掌握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企业精英.在区域或学科方面有优势

的高校可以开设一些特色课程,引导学生结合所在区域的特点或所学的专业知识开展特色创新创

业实践.此模块的课程主要面向正在创业的学生,原则上必须是大四的学生,也可根据学校的弹性

学制允许其他年级的学生修读,要求学生前置修读创新创业孵化模块课程.

(三)涵盖两种类型

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只有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创新创业实

践中去,才能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感性认识,才能使其掌握更多的创新创业知识以及更多

的创新创业技巧,切实做到学以致用[８].课程体系是大学生将创新创业理念转化到创新创业实践

中去的重要载体[９].因此,高校构建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还是在课时安排方面

都应该涵盖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种类型.理论课程主要以课堂讲授和案例讨论为主,实践课程

可以包括创新创业专题讲座、企业参观与考察、市场调查与评估、创新创业模拟实训、创意设计与展

示、创新创业大赛等多种形式.在构建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创新创业通识模块以理论课程为主,实

践课程为辅;创新创业孵化模块和创新创业精英模块以实践课程为主,理论课程为辅.

高校应有效整合校内的课程教学部门、学生处、团委、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教务处、科技园等部

门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和职能,将与创新创业教育有关的职责和资源归口进行统一管理,这样才能

更加有效地实施学校构建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充分发挥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在培养学生创新

创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培养更多合格的创新创业人才.

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当前,已经有高校参照文中所述课程

体系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并且付诸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当然,不同

的高校由于人才培养定位、学校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在实践中会有各自独特的做法.条件比较

成熟的高校,还可以进一步面向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是中学生、校友、社会人士开设相应的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笔者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能够通过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和安排,构建起层次分明、

衔接有序的进阶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并有更多的学者对此问题展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为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毕业生创业就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

更有效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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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ConstructingAdvancedTypeCurriculumSystem
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

LINXuezhi
(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andIncubationCenter,XiamenUniversityTanKahKeeCollege,Xiamen３６３１０５,China)

Abstract:Fromanoverallperspective,thecurrentcurriculumsystem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Ｇ
ship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Chinaisnotperfectenoughinthatitisnotsystematic,
notpractical,notpertinentandnothierarchical．BothfromitsownruleofinnovationandentrepreＧ
neurshipeducationandthecharacteristicsofsocialdemandforinnovativeentrepreneurialtalents,or
fromclearprovisionsofrelevantdocumentsoftheStateCouncil,wecanseerequirementsforcolleges
anduniversitiesinourcountrythattheyshouldconstructadvancedtypecurriculumsystemofinnovaＧ
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whichissystematicandstratified．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
Chinacanconstructtheircurriculumsystem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accordingto
suchascheme．Firstly,thecurriculumsystemshouldserveforthreegroups,includingalllowergrade
students,studentswhoareinterestedin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andstudentswhoarestartＧ
ingabusiness．Secondly,thecurriculumsystemshouldintegratethreemodules,includingbasicmodＧ
ule,incubationmoduleandelitemodule．Onthisbasis,universitiesmayofferdifferentcoursesabout
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Thirdly,thecurriculumsystemshouldcoverboththeoreticalcourses
andpracticalcourses．
Keywords:advancedtype;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curriculumsysＧ
tem;course;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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