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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loball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key places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related curriculum settings.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by universities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irstly, enriching course content and promoting cross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econdly, enhance practical teaching and build a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platform; Furthermore, promoting project-based education models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s to increase the flexibility of teaching 
methods;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develop a ‘dual teacher’ teaching staff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By implementing the above measures, not only will it help stimulat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ir entrepreneurial skills, but it will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wards a healthier and more sustainabl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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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范围内，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高等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关键场所，需不断改进其相关课程设置。本文
首先探讨了现阶段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所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首先是丰富课程
内容，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其次是增强实践性教学，构建持续有效的创业支持平台；再者是推广基于项目的教
育模式和案例分析法，以增加教学方式的灵活性；最后则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展具备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
资力量。通过落实上述措施，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提高他们的创业技能，同时也将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内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向着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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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创新创业教育日益被视为促

进学生全面素质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

增长和技术革新的持续加速，此类教育模式对于增强社会

活力及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如

此，在许多高等院校内，由于课程架构缺乏完整性、实际操

作机会较少以及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等原因，学生的创造性思

考与创业实践能力往往未能得到有效激发与发展。[1][2]

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2.1 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理论与实践脱节
当前，众多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主要侧重于

理论知识的教学，而对实践能力的培养有所不足。尽管大多

数高校已经设置了与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但这些课程的内

容大多局限于创业理论、管理技能以及市场分析等领域，缺

少足够的实操性和应用性训练。这样一种偏重理论传授而轻

视实践活动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所学的知识难以直接对接

到实际创业中遇到的具体挑战上，从而使得他们在将课堂上

学到的概念转化为真实世界中的实际行动时面临困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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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师队伍建设不足，缺乏实践经验
在高等院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构建一支高

效的教师队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一些院校已经吸

纳了拥有创业经历的专业人士加入教学团队，但从总体来

看，该领域的师资力量仍然主要由具有深厚学术研究背景但

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老师构成。这种情况导致课堂教学更多

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少了对真实创业历程中所面临

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的第一手见解。此外，学生通过传统课

堂学习到的知识大多局限于理论框架之内，对于创业实践中

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及潜在风险的认识较为有限。

2.3 学生参与度不高，缺乏创业意识与动机
尽管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引入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但

观察到学生对此类课程的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其创新意识与

创业动力也未能得到充分激发。很多学生将这类课程仅仅视

为‘选修课’或获得额外学分的一种手段，并未表现出积极

主动的态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学生们对于创业活

动的认知存在局限性，他们倾向于认为创业过程充满了不确

定性和挑战，因此更偏好于追求稳定的职业生涯路径。[4]

3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优化策略

3.1 优化课程内容，构建跨学科融合的课程体系
目前，高等教育机构内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往往

局限于较为基础和理论化的教学内容，较少涉及跨学科的知

识整合。随着社会需求及经济形势的迅速变迁，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多学科综合素养以及问题解决技巧变得愈发重

要。为此，亟需对现有课程结构进行革新，构建一个能够促

进不同领域知识交汇融合的教学框架，使创新创业教育与科

学、工程技术、商业管理乃至人文社科等领域紧密结合。

部分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尝试跨学科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比如，一所大学开设了“工程与创业”这一课程，旨在将工

程技术、创新理念及创业教育融合于一体。该课程涵盖了工

程技术基础知识、产品设计开发流程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内

容，不仅教授学生如何创造新技术，还引导他们探索如何将

技术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潜力的商业项目。与此同时，另一

所商学院也推出了一门名为“数据分析与创新创业”的课程，

它巧妙地结合了数据科学和创业指导，使学生们能够在掌握

数据分析技巧的同时，学习如何运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来优化

企业管理并促进创新活动。通过这类跨学科学习经历，学生

们能够学会从多角度分析问题，从而提升自身的综合思考

能力和跨界创新能力。通过对课程内容的精心设计与优化，

建立起一套跨学科整合的教学体系，这不仅让学生能够扎实

掌握创新创业领域的理论知识，还能培养他们运用多学科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类跨学科教育模式不仅拓展了学

生的认知边界，也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及实践操作水

平，从而为将来投身创业活动打下了更为牢固的基础。当前，

构建跨学科课程已成为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之一，同时也是培育具备多方面才能的创新型创业者不可或

缺的一环。[5]

3.2 强化实践教学，建立长效创业孵化平台
创新创业教育的精髓在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

经验。然而，当前不少高等院校在推行此类课程时往往侧重

于理论讲授，而忽视了实践环节的重要性，这导致学生在面

对真实市场环境时显得力不从心。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创业

技能与实战能力，高校应当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实践

教学体系，比如设立专门用于支持学生项目孵化的长期平台

以及提供丰富的实地训练机会。[6]

比如，一所高校与当地创业园区联手打造了“大学生

创业孵化平台”，旨在为学生提供从创业构想到项目实施的

全方位支持。此平台不仅涵盖了项目策划、资金援助、技

术辅导以及市场营销等一站式服务，还促进了学生们与企业

家、投资者以及其他行业专家之间的交流互动，使他们能够

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与创业指导。这样的环境不仅让学生们

置身于一个真实的创业情境之中，同时也加强了校内外资源

的有效整合。在此过程中，参与者可以深入学习到企业运营、

市场研究及融资等方面的实用技巧。除此之外，通过定期举

办创业竞赛和项目展示会等活动，该平台进一步激发了学生

的创业激情，并为其创意的展现及资金筹集提供了宝贵的机

会。借助此类实践基地的支持，学生们得以将所学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进而推动个人创新项目的成功落地。

通过构建一个持久且稳定的创业孵化体系，高等院校能够为

在校生提供一个实践创新的真实场景，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

的创业实战技能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种实践环境不

仅赋予学生珍贵的创业机遇，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鲜活的

教学案例和数据支持，有利于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持续改进。

随着实践导向教学模式的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团队协作能力

的发展，最终促进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事业的整体进步。[7]

3.3 多元化教学方法，推行项目驱动与案例教学
传统上，创新创业教育多依赖于讲授式教学方式，这

种方式往往让学生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缺乏足够的实

践机会和互动交流。这种模式不仅显得单调无趣，也难以有

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个人潜能。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高

等教育机构应当探索并实施更加多样化且富有活力的教学

策略，特别是推广项目导向型学习及案例研究法。

一所知名商学院针对企业实际需求，构建了一套以“项

目驱动”为特色的创新与创业教育体系。该体系鼓励学生组

成团队来实施真实的创业计划，覆盖从产品开发到市场营销

直至财务规划等多个关键阶段。在每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参与者有机会直接与企业家、行业领军人物及投资者交流，

从而实现从概念设计到市场投放的完整流程体验。此外，学

院还特别设置了《创业案例分析》课程，通过深入剖析诸如

苹果、阿里巴巴这样的成功或失败的企业实例，使学生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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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洞察创业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及其解决方案。此类课程不仅

提供了关于创新和创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也极大地提升

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如跨领域合作、问题解决技巧以及风险

控制能力。采用诸如基于项目的教学和案例研究等多样化的

教学策略，可以克服传统讲授方式的局限性，让学生在参与

实际项目和探讨创业实例的过程中，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与

实践经验。通过这种强调互动与实践的教学方法，学生们能

够培养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并增强他们在创业决策时的

洞察力和适应变化的能力。结合项目驱动学习与案例分析的

教学模式，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全面且多维度的创新教育平

台，不仅促进了他们综合素质的发展，也推动了高等教育机

构内创新创业教育方式的革新。[8]

3.4 加强师资建设，培养双师型创新创业教育人才
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涉及知识的传授，更注重思维方式

的引导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构建一

支高素质且跨学科的教师团队。现阶段，多数高等院校在该

领域的师资力量主要由具备较强学术背景的教师组成，但这

类教师往往缺少实际创业经历及行业实践经验，这导致了教

学内容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因此，高校应当致力

于优化其师资结构，努力打造一支既拥有扎实理论基础又兼

具丰富创业实战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9]

该高校通过与企业和创业导师的合作，设立了“企业

家讲堂”及“创业导师讲座”的机制，邀请了众多拥有丰富

创业经验的企业家和行业领军人物担任兼职讲师，为学生提

供实践性的创业指导。此外，学校也激励在职教师参与到创

业活动以及科研工作中去，以此来加强他们在创新与创业领

域的实际操作能力。比如，一位教师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下，

参与到了校内的创业孵化平台建设中，这不仅提升了个人的

创业实操技能，同时也能将这些宝贵的经验融入日常教学之

中，使学生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具

体问题和挑战。另外，该校还组织了专门针对创新创业教育

的师资培训课程，定期邀请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创业专家和学

者来进行授课，旨在提高教师们在这方面的教学质量和专业

水平。通过强化师资力量，特别是培养具备教学与实践双重

能力的教师队伍，学校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质

量，而且能借助这些经验丰富的导师引导学生更加有效地解

决实际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1]

4 结语

优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对于增强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创业精神至关重要。展望未来，在政策支持与教育改

革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此类教育模式预计将变得更加多样

化、注重实践，并促进不同学科间的融合。为响应社会需求，

高等院校需持续调整并完善其创新创业教育框架，致力于培

育更多具备创新意识及实际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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