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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的建立与运行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农类专业创业教育的探索 

曾剑，陈小影，吕瑛姿，王娜娅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温州，325006） 

[摘要]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改变过去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理念，以科研为本 

源、以项目为载体、以团队为推手，强调创业的实践性、专业性、主动性和持续性，为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培养 

学生创业能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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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业教育的广泛开展，创业观念的深入人心，各高 

校的创业理论和创业实践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 经过 

几年的实践，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拓展了创业内涵，建立了完善的创 

业机制，增强了创业的持续性，形成了“以专业促创业，以 

导师引创业，以科研促转型”的良好创业局面。我们将其概 

括为“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 

一、概说“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概说 

1. 内涵 

“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学 

生以团队为单位在导师的专业指导下， 以项目为载体开展专 

业创业。 这里所说的导师是指对学生创业团队活动进行指导 

的教师和科研人员；项目是指学生团队开展的各类创新、创 

业、实践等活动项目；团队是指由一定数量在校学生组成的 

基于导师指导的项目化团队。 

具体来说， “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内涵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导师管理上看，它更加注重动态服务管理。它 

特别注重创业教育的过程服务和管理， 包括教学指导和育人 

指导，如专业学习、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业分析指导、职 

业素养培养和创业创新精神培养。 

第二，从项目创新上看，它更加注重创意驱动型创业。 

该模式自建立以来，就树立了内涵发展的理念，强调从要素 

依赖型向创意驱动型转变，注重发挥科研潜力，增加项目的 

科技含量，挖掘项目的创意潜能，主要包括文化创意和科技 

创意。

第三，从团队发展上看，它更加注重发展型团队建设。 

根据创业的不同发展阶段， 创业可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 

创业两种，前者的核心是生存，后者的核心是创业。该模式 

非常注重建设发展型创业团队，一方面，加强对他们的创业 

发展规划的指导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另一方面，从政策、资 

金和场地等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 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良 

好的软硬件条件。 

2. 运行机制 

“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自创建以来，就建 

立健全了相应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渗透机制。科研与教学相互渗透，教书与育人相 

互渗透，就业与创业相互渗透。 

第二，互动机制。导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互动， 

团队与团队互动。 

第三，互补机制。同一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专业、能 

力互为补充。 

第四，竞争机制。合理激励、科学考评、有序竞争相互 

结合。

3. 主要特征 

实践性：该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偏重于课堂理论指导的 

创业教育，它更偏重于创业的实践活动，其最大的亮点是以 

项目为载体，实现理论的实践化，让学生在“真刀真枪”中 

体验创业，从而增加学生的创业经验和创业知识。 

专业性：该模式非常注重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指导性作 

用，鼓励学生从自身专业背景出发开展创业活动，同时，加 

上本专业导师的指导，更增加了成功创业的概率。 

主动性：专业性创业直接避免了学生创业的被动盲从， 

大部分学生能够结合个人专业和自身能力特点， 主动规划个 

人职业生涯，极大增强了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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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该模式始终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的创业理念，将 

当前创业与毕业就业工作、人生职业规划紧密结合起来，使 

创业活动实现了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 确保了创业 

活动的可持续性。 

二、 “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的运行 

1. 以科研为本源，夯实创业之“基”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是在农科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集农 

业资源、科学研究、教育资源于一体的高职院校。学院利用 

雄厚的科研基础， 充分发挥科研在创业实践中培育创新元素 

的积极作用，将科研创新与学生创业紧密结合起来，在为创 

业实践注入活力的同时，进一步夯实了创业的根基。 

学生创业从项目规划到项目运行每一个环节都注重科 

研对创业的本源功能。 一是将科研优势和专业知识转化为创 

业资源，指导学生立足自身专业开展创业规划和创业活动； 

二是学生的创业项目均来自于导师当前较为先进的科研成 

果，增加了创业项目的可行性，使得创业项目更具有市场竞 

争力； 三是导师的科研创新也为创业项目的转型升级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如大学生创业项目——“华农畜牧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现已初步形成了集畜牧养殖的设备选型、技术 

培训、设备维修、配件供应、免费技术咨询等于一体的技术 

服务公司。 该项目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动物科学系专家 （导师） 

的科研项目和创业学生自身的专业知识，而且，在公司随后 

的日常运营中， 导师最新的科研成果还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公司中去。 

2. 以项目为载体，助推创业之“实” 

当前，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可谓五花八门，创业教育的 

理论发展较为成熟， 但是如何让学生在创业实践中培养创业 

技能已是大学生创业教育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温州科技职 

业学院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培养创业技能，让学生在实践 

中体验创业。 

一是改变传统的重知识、轻技能的创业教育模式，强 

化创业活动的实践性，在实践教学环节，提出基础实践、 

创新实践、创造实践概念，利用专业实习、实践、综合实 

习等实践教学载体， 强化对学生 “学以致用” 能力的培养； 
[1] 二是以项目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和技巧，2009 
年学院第一批“导师＋项目＋团队”项目达 34 个，这些项 

目作为学生专业技能与项目开发结合的切入点， 既培养了高 

职学生的职业技能，又提升了学生创业技能，培育了创业精 

神；三是注重发展创意型创业项目，在项目立项时，学院注 

重扶持具有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意的项目，如盆栽观赏蔬菜、 

家庭开心农场、番茄无土栽培的对比试验、直饮型番茄果醋 

的生产技术研究等一批项目。 

3. 以团队为推手，汇聚创业之“力” 

大学生创业由于受时间、精力、能力、经验和资金等条 

件的制约，个体创业势必会显得势单力薄，必然会增加成功 

创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科技职业学院采取化散为 

整， “抱团”发展的战略，凝聚力量，发挥团队成员的潜能。 

一是加强创业合作精神的培养，每个项目团队一般有 3 
人以上，团队负责人对创业过程进行细化分工，各成员结合 

自身优势，分别承担项目的规划、申报、选址、运营、管理、 

服务等各环节任务，极大增强了学生创业的合作意识；二是 

注重团队成员的互补发展，如“深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团 

队成员分别来自 3个不同专业，在项目产品的研发、生产、 

市场开发上提供了良好的专业背景，形成了优势互补的机 

制；三是注重发展型创业团队建设，在创业团队建设之始， 

学院并不看重团队短期的就业、创业状况，而是在团队组建 

之初就指导他们结合将来的职业去规划长远的创业蓝图， 并 

组织人员对该团队的规划进行可行性评估和项目中期检查 

评估，从而确保了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性。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导师+项目+团队”创业教育模式运行以来，学院的 

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都取得了很大成效，现已建立了“浙江 

省小企业创业基地”等省级创业基地 2个和“温州市大学生 

现代农业创业园”等市级创业基地 4个，建成了一组创业示 

范点、一条创业街、一栋创业楼，通过创业实践活动，培育 

了学生的创业精神，提升了创业能力，但是，随着创业实践 

活动的不断深入，在创业教育、创业服务、创业项目建设等 

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第一，加强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实现创业教育 

由第二课堂向第一课堂的全面转型， [1] 逐步扩大专业教育与 

创业教育结合的试点范围， 真正将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纳入高 

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来。 

第二，建立健全创业团队的服务机制。加强创业团队的 

维权扶持工作，确保创业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创业 

者及其他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三，加大创意创业项目挖掘力度。加强学生创意创业 

意识教育，搭建适合创意创业项目生存的平台和载体，完善 

创意创业项目的扶持和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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