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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创业课程在新形势下面临许多问题，提出了符合新时期创业课程的课程改革，设置合理课程目标，增加课程内容

趣味性与时效性，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落地，培养学生终生学习，始终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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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face many problems in the new situation. A curriculum reform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new era of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has been proposed, with reasonable course objectives set, interesting and timely course content 

increased, helping students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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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课程是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和学校创新创

业教学需求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课
[1-3]

，开设此课程的初

衷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

发掘潜在的创业者
[4-6]

。其意义在于通过课程的学习，促

进大学生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配合国家创新驱动的发

展战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7-10]

。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同时面临着挑战和机遇。首先，

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产生了变化。新形势下随着新的教

育格局的产生，我国高等教育需要跟随时代潮流，满足国

内外对于资源、需求和人才要求的变化，提振整体教育实

力，提升人才竞争力。其次，高等教育的使命产生了新的

变化。高等教育需要紧贴发展需求，为新时代社会发展提

供高素质人才，继续推动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为创

新型社会注入活力。最后，高等教育的模式与理念需要继

续更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与社会的变化日新月

异，需要结合各种新型教育手段和技术，拓宽教育赛道，

扩展教育空间，打通线上线下教育通道，提升教育效果。 

开设创新创业课程是适应新时代要求、培养高素质人

才、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势必要对其进行教育改革，

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浪潮
[11,12]

。 

1 创新创业课程的发展历程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课程

经历了数个阶段的发展，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按照

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1 初期探索阶段（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初） 

这一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逐渐开始尝试创新创

业教育，但规模较小，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相对简单。主

要以少数高校、学院或者部门为主导，开设一些创业管理

或者创新管理相关的选修课程。 

1.2 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 20年代初） 

这一阶段，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创业热潮

的兴起，中国高校开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开始

逐渐丰富。许多高校开始在管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开设创

新创业相关的专业课程，如创业管理、商业计划书撰写等。 

1.3 迅速扩张阶段（2000年至 2010年） 

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提

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各高

校纷纷成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创业孵化基地等机构，积

极推动创新创业课程的开设和发展。 

1.4 提质增效阶段（2010年至今） 

这一阶段，随着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完善，中

国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逐渐提升了质量和水平。创新创业

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教学方法更加灵活多样化，师资

队伍不断壮大，评价机制逐步完善。同时，政府、企业以

及社会各界也纷纷参与到创新创业教育中，为高校提供更

多资源和支持，促进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高校创新创业课程经历了从初期探索

到起步、迅速扩张再到提质增效的发展过程，取得了显著

的进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深化，中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有了更

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创新创业课程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

代的发展时期，就业市场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64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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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局势角度来看，首先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增加，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特别是受到国际贸易摩擦、地缘

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一些出口型产业就业

岗位减少，影响到相关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其次是跨国企业裁员潮，部分跨国企业可能因为生产

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进行裁员或者转移生产基地，这可

能会导致一些工人失业或者面临转岗压力。 

从国内发展角度来看，主要影响因素可以从三个方面

阐述： 

①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升级：中国经济正处于转

型升级阶段，部分传统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环保压力等

问题，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尚未完全替代传统产业，这可能

导致一些就业岗位的消失或者转移。 

②劳动力结构和技能不匹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一

些劳动力的技能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凸显，一方

面出现了一些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存在着

大量劳动力的低技能就业问题。 

③就业压力加剧：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和劳动力市

场供求矛盾的加剧，尤其是青年人、农民工等特定群体的

就业压力增加，这可能导致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同时还需要加强教育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为就业市场的稳定

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新时代经济发展与就业形

式发生变化的当下，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已逐渐无法满足学

生与社会的需求，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①课程设置不合理：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不够完善，缺

乏系统性和层次性。课程内容可能过于零散，没有循序渐

进地引导学生从基础到深入地学习和实践。 

②教学方法单一：创新创业课程的教学方法相对单一，

主要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活

动形式。这可能会限制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③师资力量不足：创新创业领域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

导致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一些老师可能缺乏实际创业经验

或者对创新创业领域的最新发展不够了解，难以为学生提

供有效的指导。 

④评价机制不完善：创新创业课程的评价机制不够完

善，可能过于注重传统的考试评价，而忽视了学生的实际

创新能力和创业潜力。这可能会降低学生对课程的积极性

和投入度。 

⑤创新文化缺失：创新创业领域缺乏良好的创新文化

氛围，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这可能会影响到创

新创业课程的实际效果，使得学生难以真正从课程中获得

启发和提升。 

综上所述，创新创业课程需要在上述五个维度进行课

程改革，跟上新时代发展浪潮，培养符合新时代社会要求，

在就业市场有足够竞争力，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学生。 

3 课程改革目标与措施 

结合目前创新创业课程存在的问题，应在六个方面对

课程进行改革： 

3.1 整合理论与实践 

将课程内容与实际创业实践相结合，可以通过案例分

析、企业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创

业过程中的挑战和机遇。 

3.2 优化课程设置 

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从基础课程到

专业课程，形成一套有机衔接、循序渐进的培养体系，使

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 

3.3 多样化教学方法 

引入多种教学方法，如项目驱动学习、团队合作、实

践实训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提高课程的实

效性和吸引力。 

3.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出具有实践经验、创新意识和教学热情的创新创

业教师队伍。可以通过专业培训、实践经验交流等方式提

升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3.5 改进评价机制 

建立起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课程项目报告、实践

成果展示、创业计划书评选等形式，全面评价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和潜力。 

3.6 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加强学校的创新创业文化建设，举办创业沙龙、创业

比赛、创业导师指导等活动，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激发

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 

4 课程目标与课程要求 

创新创业课程通过设置合理的课程目标，能够让课程

的走向和效果符合课程设置的初衷，将笼统的教学需求具

象化。 

总的来说课程目标主要包括： 

①培养创新思维能力：帮助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和创业

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使其能够发现和解决现实世

界中的问题。 

②促进团队合作：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使

其能够与他人合作，共同实现创新创业项目。 

③提升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实际操作和应用知识的能

力，通过项目实践，让学生了解创新创业的实际操作过程。 

④加强创业素养：培养学生的创业素养，包括市场分

析、商业计划书撰写、资金筹集等方面的能力，为将来创

业奠定基础。 

⑤培养持续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持续学习和适应变

化的能力，因为创新创业领域变化迅速，需要不断更新知

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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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要求主要包括： 

①参与项目实践：学生需要积极参与实践项目，通过

实际操作来学习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②完成作业和项目报告：学生需要按时完成课程作业

和项目报告，包括市场调研、商业计划书、创业方案等。 

③团队合作：学生需要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项目，学

会团队协作和沟通，共同解决问题。 

④参与讨论和分享经验：学生需要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分享自己的创新创业经验和想法，与他人交流学习。 

⑤学习理论知识：学生需要掌握创新创业领域的相关

理论知识，包括市场营销、商业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的

知识。 

⑥关注行业动态：学生需要关注创新创业领域的最新

动态和发展趋势，了解行业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和

实践方向。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除了完成上述要求和目标外，

还需要引导和教育学生结合目前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局

势，社会发展动态。首先，需要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目前创

新教育的现状，从而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系统

讲解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创新方法，引导学生进行科学

创新。其次，通过实例教学与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的问题

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应

用到自己的专业当中去，最大限度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最后，采用分组

的形式，将创新创业课程的实践部分落地，促成成果转化，

引导学生与不同专业的同学合作，共享信息，培养学生的

领导能力和辅助能力，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课程结束之前，需要学生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

实际当中，提升各项能力；能够撰写成熟的商业计划书，

提升表达能力；结合时代背景，发现创业机会与问题，增

强学习能力，养成学习习惯。 

5 课程安排 

将以往传统的纯课堂教学拆分为理论教学与实践课

程，理论教学主要教授创新创业的基本概念，如何从社会

大环境中寻找、识别创业机会，怎么样配置自己的创业资

源，如何识别、规避创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丰富创

新实践体验，具体可从以下选项中选取合适的主题穿插在

教学安排中。 

5.1 产品创新 

课程可以引导学生学习产品创新的过程，包括市场调

研、需求分析、设计开发、测试改进等环节，培养学生的

产品创新能力。 

5.2 服务创新 

学生可以学习服务创新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如何通过

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模式等来满足市

场需求。 

5.3 技术创新 

课程可以涉及到技术创新的内容，如新技术的研发、

技术应用的探索、技术转化等，培养学生的技术创新能力。 

5.4 商业模式创新 

学生可以学习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如何

通过改变商业模式、创新盈利方式、构建生态系统等来实

现商业成功。 

5.5 社会创新 

课程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探讨如何通过创新

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5.6 跨学科创新 

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结合起

来，探索新的创新可能性，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 

5.7 创业创新 

学生可以学习创业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商业计划书的

撰写、创业项目的筹备、创业团队的组建等，培养学生的

创业能力。 

5.8 开放式创新 

鼓励学生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与外部资源进行合作，

共同推动创新项目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创新生

态意识。 

平时的教学安排中，结合线上慕课，拓宽学生获取理

论知识点范围。分享优秀的创业项目案例、计划书与申请

书。邀请校外导师讲解创业政策，经济形势与行业发展，

给学生提供宏观层面的指导。 

丰富和优化课堂考核形式，根据课堂人数，以 5-8

名学生为 1 组，并且指定负责人，以学生提交的创新大赛

作品为平时成绩一部分，结合平时上课表现，加上期末成

绩组成课程的考核体系。 

6 结语 

在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中，学生们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获

取知识，更是在实践中培养能力。这样的课程不仅为学生

提供了理论指导，更为他们搭建了实践平台，让他们能够

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勇往直前。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能

够培养创新思维、团队合作、实践能力、创业素养等重要

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创业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信在不断的学习与实践中，他们将能够成为具有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的社会栋梁，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

的力量。希望这样的创新创业课程能够继续发展壮大，在

培养更多创新人才的同时，也为社会创新创业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通过课程模式改革，调整课程目标，结合线上线下学

习途径，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实际应用技能。

创新创业课程的教改不仅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更是

对未来人才培养的创新尝试，通过这样的教育改革，将培养

出更具创造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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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创新驱动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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