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卷第 4 期                                                       Vol.10 No.4 
2019 年 8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Aug. 2019 

 

 

地方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基于对 6 所地方医学院校的调查研究 

 
梁静，和新盈 

 

(西安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21) 

 

[摘要]  对 6 所地方医学院校公布的《2017—2018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18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及《创

新创业管理办法》《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等文件中创新创业教育(以下简称“双创”教育)部分进行文本分析，地方

医学院校构建“双创”教育体系的主要措施有完善“双创”教育顶层设计、实施“双创”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双

创”教育师资培养、搭建“双创”教育实践平台、营造“双创”教育文化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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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明确指出创新创业教育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从

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课程体系、改革教学管理制

度以及考核方式等 7 个方面阐述了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深入实施的步骤和方法；提出了未来 5 年内要建

立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

化引领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以下简称“双

创”教育)体系。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各高校纷纷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

学校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地方医学院校紧抓“健康

中国战略”“新医科”“医教协同”历史机遇，结合

应用型本科院校医学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实际，不同

地域的医学院校构建了符合自身特色的“双创”教

育模式。笔者对 6 所地方医学院校公布的《2017—

2018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18 年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和高校《创新创业管理办法》《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等文件中有关“双创”教育部分进行

了分析，总结了各高校“双创”教育改革的具体措

施与实践经验，为“双创”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提供参考。 

一、完善“双创”教育顶层设计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范式和理念[1]。

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地方医学院校围绕专业

特点和服务面向，完善各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

求，坚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部

分高校已根据国家“双创”教育实施意见修订了新

一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将“双创”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做好“双创”教育的顶层设计。 

(一)改革学分制度，激励学生参与“双创”教育 

文本分析显示，部分地方医学院校制订并出台

了“双创”教育管理办法，如《创新创业实施办法》

《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办法》等，改革学分制

度，增加了“双创”学分。明确实践创新培养项目

及学分中创新创业学分最低要求，建立创新创业档

案，建立学分积累与转化制度。部分高校以“第二

课堂”形式开展“双创”教育学分认定，鼓励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创新实践活动、科技学术活动 

等[2]。如西安医学院建立创新实践学分，规定了“第

二课堂”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分 2 分。见表 1。 

(二)实施弹性学制，满足创业学生个性化需求 

各高校在修订《学生管理规定》时，允许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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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学籍休学创业，实施弹性学制。如西安医学院、

潍坊医学院等在实施创业学生弹性学制时就规定

休学创业学生最长学习年限在相应学历层次最长

学习年限基础上延长 2 年，一般实施 4—8 年弹性

学制。 

(三)设立“双创”机构，提供创业就业服务与

管理 

地方医学院校围绕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和创业能力，均成立了以校领导为主要负责

人、各部门协作的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部分高校进行了机构的增设与调

整，设立“创新创业学院”“创新创业办公室”“创

新创业教研室”等。如西安医学院成立了“创新创

业办公室”；蚌埠医学院成立“创新创业学院”，配

备专职人员，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甘肃医

学院设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选派专

人负责此项工作。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专门机构的

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双创”教育的规范化

管理，启动了“双创”教育的探索与实践、研究与

推进工作。 

 

表 1  创新创业学分情况 

学校 学分要求 

西安医学院 
设置创新实践学分，规定了“第二课堂”创新创业活动学

分认定，如创新创业课程 2 个学分 

潍坊医学院 

各专业均设置 6~9 个学分的实践创新课程，明确实践创新

培养项目及创新创业学分最低要求，建立创新创业档案和

学分积累与转化制度 

川北医学院 开设“创新创业基础”课程必修课，1 个学分，18 学时 

海南医学院 
要求人文素质类、专业基础类、专业拓展类、创新创业类、

信息与科研方法类等公共选修课，学生需修满 5 个学分 

蚌埠医学院 
出台创新学分认定办法，创新学分记入学生成绩档案，可

替代选修课学分，但累计不超过 6 个学分 

滨州医学院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可折算为学分，计入

学业成绩；建立创新创业档案、设置创新创业学分 

 

二、建设“双创”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建设是“双创”教育的基本单元和实

现形式之一。高校在探索创新创业课程的过程中形

成了“线上+线下”“基础+专业”“校内+校外”“通

识+实践”的多元课程体系。见表 2。 

(一)“线上+线下”交互式的课程体系 

由于地方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着人文学科薄弱、

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在设计创业就业指导课程

时，各高校纷纷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

模式。遴选“创新思维训练”“大学生创新基础”

等线上创业就业类课程与“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

导”线下课程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

新创业能力，拓展学生的新技能和新知识。 

(二)“基础+专业”模块式课程形式 

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有的高校分别设计了创新

课程基础课、创业课程基础课、创新课程专业课、

创业课程专业课等，通过模块式的方式展开。基础

课程设计的目的是开启学生的启蒙教育，增强学生

的创新创业意识；专业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拓宽学生

的创新创业知识，锻炼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3]。 

(三)“校内+校外”互联式课程设置 

高校通过校内外两套课程体系的互联共通，借

外力，强自身，打造多元化、丰富化的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体系。如海南医学院将校内外课程体系进行

有机结合，开设校本课程“创业基础”“SYB 创业

培训课程”“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课程”和校外课

程“创新思维训练”和“思辨与创新”等。 

(四)“通识+实践”分层式课程模式 

分析各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设计方案可知，目

前，部分地方医学院校搭建了分层次的“双创”教

育课程体系。如“通识+实践”2 层次课程体系、“第

一课堂+第二课堂”课程体系等。如蚌埠医学院要

求二级学院开设一到两门专创融合课程，学校遴选

和孵化校级创新创业类公共选修课。 

 

表 2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情况 

学校 课程体系 

西安医学院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教学模式，开设“大

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等创业就业类必修、选修课程

10 余门 

潍坊医学院 开设创新创业课程 13 门 

川北医学院 
开设“创新创业基础”等课程 4 门，开设职业生涯规

划及就业指导课程 1 门 

海南医学院 

校内外课程体系有机结合，开设校本课程“创业基础”

“SYB 创业培训课程”“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课程”；

校外课程“创新思维训练”和“思辨与创新”等 

蚌埠医学院 

设置创业与创新课程：“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教程”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二级学

院开设专创融合课程，学校遴选和孵化创新创业类公

共选修课 

 

三、加强“双创”教育师资培养 

教师是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主要力

量，地方医学院校通过开展创新创业师资培训，提

高教师的授课水平、指导能力。学校邀请优秀企业

家、“双创”示范校教师等开展创新创业系列讲座、

训练营和专题培训。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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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 

建立校级、省级、国家级不同级别的创新创业

导师人才库，组建“双创”导师团队，遴选推荐“双

创”优秀指导教师入库，推荐他们担任各级各类创

新大赛评委，邀请他们开展“双创”系列讲座，指

导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

项目，并鼓励学生参与“互联网+”大赛等活动。 

(二)构建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部分高校公布了“双创”导师数量，聘任兼职

导师担任教育指导工作。如川北医学院有创新创业

教育兼职导师 18 人，组织教师创新创业的专项培

训；西安医学院建立了校级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

拥有兼职导师 80 余人。通过“请进来”与“送出

去”两种方式的有机结合，提高创业导师的指导水

平。2018 年西安医学院与企业合作，邀请企业家为

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系列讲座、训练营和专题培训，

参与教师有 100 余人；选派优秀教师和学生到行业

企业、培训机构等开展短期培训活动，并开展“校

内分享会”。 

 

表 3  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学校 师资队伍 

西安医学院 
建立校级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开展创业就业指导教师、

创新创业教师短期培训 

潍坊医学院 
组建创业导师团队，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专家库”，

开展师资培训 

川北医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兼职导师 18 人，组织教师创新创业专项 

培训 

蚌埠医学院 开展创新创业校内兼职导师培训 

 

四、搭建“双创”教育实践平台 

经过不断探索和努力，各高校基本搭建了以

“创新实验、项目竞赛、实践训练、创业孵化”为

一体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见表 4。 

(一)开放实验平台 

各高校均鼓励大学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培养

自己的学习热情和创意思维。部分高校开展实验室

改革，对实验所需条件(如：试剂耗材、仪器设备、

实验场地等)进行有效保障，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实

践能力、科学思维、创新能力和探索精神。着力施

行实验室开放，并对实验室进行规范管理，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实验室资源效益。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实

践，独自完成实验设计，综合整理实验资料，探索

创新方法。 

(二)建立项目竞赛平台 

各高校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竞赛，在竞赛

中增长才干，提高团队创新水平。一是建立校级、

省级、国家级等各级各类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如：

大学生创新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等。项目涵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等相关学科。在

医学学科中，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学科领域都有

涉及，体现了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先进的

研究方向和学科动态，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巨大的兴

趣，从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会探索与研究，

形成良好的教学与科研的互动，孕育创新创业意

识，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二是开展各级各类学科竞

赛活动。开展“挑战杯”“互联网+大赛”“创新创

业实验大赛”“创青春”“中美创客青年”“微软创

新杯”等各类竞赛活动。其中，地方医学院校依据

学校、学院和专业特点，参与各类医学类特色竞赛，

如“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全

国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大学生(本科)技能大赛”“临床

技能竞赛”，以临床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药学

院、口腔医学院、护理学院等学院为代表。 

(三)建立创业孵化平台 

各高校建立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成立“双

创”教育孵化基地和孵化站，实施校企合作、校政

合作，并共同发起建立创业园。如蚌埠医学院建立

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国家级临床

技能综合培训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平台，并

与地方政府共同建立“江淮创业大学”“蚌埠高新

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星宇文化产业园”；2018 年西

安医学院药学院与秦巴山区中草药研究中心联合

建立“校外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医学

技术学院开展创业孵化站进公寓活动，切实为学生

提供帮助和指导。 

 

表 4  平台与基地建设情况 

学校 基地建设 

西安医学院 

建立“双创”孵化基地和孵化站进公寓；建立 1 项大学生

校外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立省级-校级创新创业试点

学院(系)4 个；二级学院构建了创新创业 4 维度平台：教学

平台、育人平台、孵化平台和研发平台 

潍坊医学院 

拥有 2 个国家级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搭建了“创

业理论教学平台、创业设计竞赛平台和社会体验实践平台”

三大平台体系。建成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形成了创业孵

化基地、创业实训平台、校内实战场地三元结合的创业平

台，丰富学生的创业体验 

川北医学院 
设立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平台)1 个，其中创业孵化园

1 个 

蚌埠医学院 

建立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国家级临床技

能综合培训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平台；与地方政府

共同建立“江淮创业大学”“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星宇文化产业园” 

滨州医学院 完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和体系，拓展校内外创业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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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营造“双创”教育文化氛围 

(一)做好“双创”活动文化建设 

医学院校通过创建学生社团，建立创新科研兴

趣小组，举办创新创业讲座、竞赛与创新创业大讲

堂，举办创新创业先锋特训营、“雏鹰”大学生科

技训练营，设立大学生 KAB 训练营等方式，营造

“双创”教育文化氛围。通过新媒体、官微、网站、

校园广播站、海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双创”教育宣

传工作，宣讲国家、省市及学校的创新创业制度与

政策，使学生全面了解创业优惠政策。见表 5。 

 

表 5  创新创业活动开展情况 

学校 具体措施 

西安医学院 
①创新创业讲座、论坛；②创业就业协会；③创新科研

兴趣小组；④宣传教育 

潍坊医学院 
①创新创业先锋特训营；②校内创新创业计划大赛；③

创新创业论坛；④“雏鹰”大学生科技训练营 

川北医学院 ①技能与设计大赛；②创业培训项目 

海南医学院 ①学术讲座；②各类竞赛 

蚌埠医学院 ①创新创业类讲座；②创新、创意及创业竞赛 

滨州医学院 
①创新创业讲座；②创新创业教材；③创新竞赛；④创

新创业大讲堂；⑤设立大学生 KAB 训练营 

 

(二)制定“双创”教育激励办法 

为鼓励教师积极投身“双创”教育事业，激励

学生参与“双创”活动，各高校纷纷制定了创新创

业学分认定办法、设立专项奖学金等。如潍坊医学

院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奖励制度，鼓励教师吸收本

科生参与科学研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川北医学院建立“第二课堂学分制”，构建具有高

等医学院校特色的“一二二六”学生创新创业育人

机制。蚌埠医学院针对教师制订了《创新创业兼职

导师管理办法》《创新创业活动管理条例》和《专

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人事管理细则》。见表 6。 

 (三)推进“就业创业”指导工作 

各高校都十分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联合创

业培训平台开展创业培训工作，开展“就业创业宣

传周”、校友经验分享会“上德善药”创新成果展

示和大赛等。如潍坊医学院建立了“教学传授—培

训实训—实践孵化”三位一体的递进式就业创业工

作体系。川北医学院为学生开了创业就业指导课

程，并提供创业就业岗位信息。 

 

表 6  创新创业激励办法 

学校 具体措施 

西安医学院 

制定出台“第二课堂”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办法和本科教

学标志性成果奖励办法，开展“科技创新之星”评选活

动，设立奖学金 

潍坊医学院 
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奖励，鼓励教师吸收本科生参与科

学研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川北医学院 
建立“第二课堂学分制”，构建具有高等医学院校特色的

“一二二六”学生创新创业育人机制 

蚌埠医学院 
制订创新创业兼职导师管理办法、创新创业活动管理条

例和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人事管理细则 

滨州医学院 设有创新创业考核和奖励制度；实施专项经费投入 

 

六、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各地方医学院校在国家政策的

指导下，纷纷深化“双创” 教育改革，注重“双

创”教育的顶层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培

养、实践平台搭建及文化氛围营造等，重视教师和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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