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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我国创新与创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和深入改革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显得十分重要和

迫切。立足高等师范院校教学特色，借鉴教育生态理论，以全方位联动、总体平衡的基本思维，重构 “创新创

业+”教育的课程生态体系，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文化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不同教育生态因子间的协同与

耦合，探究“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的实施路径，增强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战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从而全面

加强高校人才培养，提升高等院校师范生培养的总体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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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明确强

调，积极开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服务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

要措施。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应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实现以创新与

创业教育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以达到为国家

提供智力支持与扩大就业的目的。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系列战略举措中，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作为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落实在高校建设的各个方 

面[1]。在高校教学方面，需优化和完善创新型人才

教育培养方案，将“双创”教育理念与高校人才培

养相融合，营造良好的“双创”教育氛围，努力提

高大学生的“双创”能力。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需充分发挥院

校特色、专业特色以及学科特色。高等师范院校是

培养教师的摇篮，对师范生的创新创业思维的培养

和训练能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和后续就业过程中

的教育教学能力，有利于提升师范毕业生在就业市

场中的竞争力。师范生是国家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

主要补给力量，关注高校师范生的创新创业的发

展、推进师范生的创新创业工作是“双创”教育的

基础性和源头性工程，是国家永葆创新性的重要保

证环节。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纵观当前创新创业的研究现状，以中国知网

(CNKI)为搜所范围，以“高等师生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生态体系”为主题检索，发现相关文献从

2016 年起逐年剧增，并在 2018 年呈加倍增长的态

势，这说明师范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

育生态体系的构建已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但该研

究深度有待加强。 

(一)“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内涵研究 

Katharine Dunn 在 2005 年最先提出“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概念[2]。当下，学者们主要以高校“双

创”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以及其创新创业能力作为

主要研究对象，较少将“双创”教育生态环境作为

高校创新创业的研究对象。尽管如此，但现有的这

些研究对后期如何优化改善“双创”教育生态环境

具有十分重要指导意义。 

(二)地方师范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

的构建 

陈文华等从校园微观视角和社会宏观视角两

方面入手研究，构建出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系统模型[3]。段丽华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

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研究，提出两种构建策略，一

种是营造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宏观生态环境”，另

一种是优化和改革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微观生态环

境”[4]。宋秀娟文主要通过研究生态系统机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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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双创”教育的生态系统模型[5]。这些研究对

地方师范院校如何发挥优势和特长，形成有效的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教育生态理论视角下的创新与创业教育 

学者在借鉴生态系统理论与教育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教育生态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

学者 Cremin L.A.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

随着英国学者 Eggleston J.的著作《学校生态学》的

出版，教育生态理论已初步形成[6]。近年来，对教

育生态理论的研究吸引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和关注。 

和国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学者对高

校“双创”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我国的“双

创”教育的建设正处于探索期。通过借鉴这些发达

国家创新与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双创”

教育体系的全方位构建、系统完善、跨越式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7]。随着创新创业教育自身制度体

系的完善和健全，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初步显现并

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和瓶颈，也对创新创业教育后

续发展提出了更切实际的建立标准。 

教育生态理论从两个视角来理解教育生态系

统，即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8]。高校学生接受创新

创业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发挥

作用的过程[9]。宏观意义上的教育生态系统是指高

校及其各构成要素和外部环境及其与外部环境之

间的关系等，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市场、政府和企业

等要素，也涉及顶层设计、政校关系、校企关系、

外部资源等。微观意义是指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所

涉及高校内部各部门及其职能之间的相互联系，重

点围绕高校、教师、学生、课程等要素，其中包括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规划安排、教学设计、平

台建设、课外实践训练、内部文化建设等方面。地

方师范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如果想要取得长久性

的高质量发展，应努力整合宏观和微观方面的有效

成分，使其形成教育合力，着力促进高校学生创新

思维习惯的养成和高校学生的创业专业能力水平

的提高。 

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在路上，如何打造全方

位、立体化、多维度的“创新创业+”教育的生态

系统是当下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高等师范院校如

何构建独具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的生态系统，

如何整合宏观和微观方面的有效因子是当下地方

高校特别是师范类高校发展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

难点和困境。 

三、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途径

探析 

立足高等师范院校教学特色，借鉴教育生态理

论，以全方位联动、总体系平衡的基本思维，重新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师范教育”深入结合的课程

生态体系，探究“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共同体的

实施路径，从“创业教育+”“创业指导+”“创业平

台+”“创业帮扶+”和“创业视角+”等方面推进创

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文化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不同教

育生态因子间的耦合协同，从而全面加强高校人才培

养，提升高等院校师范生的总体质量和整体水平。 

 

 

图 1 “三段式”全程化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一)“创业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师范生特色

教育+“专创”融合教育 

1. 理想信念教育方面 

理想信念教育主要是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基本问题。高等师范院

校应充分利用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区域特

色等内容，使其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课堂，助力创

新型师资的培养，让创新创业教育走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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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范生特色教育方面 

针对师范生的教学实际，根据社会和人才市场

的需求培养有特色的高校师范生，高校自觉主动地

推进师范教育与“双创”教育的融合发展，厘清高

校师范生“双创”教学的内涵，明确师范生“双创”

教育的培养目标，加强对师范生的创业思维训练、

创业转化实践能力的培育和创业专业水平的    

提升[10]。 

3. 在学科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方面 

在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注重学科特点，

促进“双创”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的交叉结合，完

善创新创业专业课程、丰富创业经验讲座、构建高

校和企业共培、共建和共享的课程体系。以项目为

导向，依托专任教师的研究项目和论文选题以及学

生的个人兴趣和特长，促进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

有机结合[11]。 

(二)“创业指导+”：校内基础教学+企业导师指

导+创业典型朋辈提升 

1. 校内的基础教学方面 

校内的基础教学是学生学习理论知识、进行

“双创”案例研究和“双创”实践教育等的主要学

习环节。校内导师立足创新创业思维培养、创业团

队组成建立、市场形势分析、商业模式探究、创业

计划书的撰写等基本素养开展教育指导。 

2. 企业导师指导方面 

企业导师主要指导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探究，其

中包括对高校师范生的创业思维孵化、创业管理培

训、创业成果转化等工作。通过选聘企业导师对高

校师范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指导和帮助，解决创

业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性问题，如启动项目环节、规

划公司发展、企业执行环节监控、公司现状评估  

等[12]。 

3. 典型创业朋辈提升方面 

遴选出的典型创业朋辈主要负责联系自身创

业情况，向培训者分享自身的创业经历，启迪培训

者的创业梦想，传播创新创业正能量。大学生创业

者的创业形式有多种：结合所学专业进行创业、结

合社会实践经历进行创业、毕业就业后创业等，朋

辈间的分享与交流，可以更好地互通有无，以个体

的成功启迪和促进群体的发展。 

(三)“创业平台+”：竞赛平台+科研平台+校企

平台协同育人 

1. 竞赛平台利用方面 
高等师范院校科可利用的竞赛平台主要包括

“互联网+”“创青春”“挑战杯”等国家级和省级

项目，利用这些平台可以充分发掘并孵化高校优质

项目[13]，踊跃参赛，构建“课程、行业、省级、国

家级”四层次竞赛体系，可增大高校学生“双创”

竞赛机会，加强高校学生“双创”训练，激发高校

学生“双创”思维活力。 

2. 科研平台搭建方面 

高等师范院校应当积极整合教学研究室、教师

实验室、公共实验室、校企联合研究室、综合创新

科研室等教学与科研资源，结合科学实验研究、科  

学技术攻关、校企联合开发产品项目等，实现“产— 

学—研”一体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构建[14]。 

3. 校企平台联系方面 

高等师范院校应当为创新与创业人才的培养

搭建优质平台，如联系行业龙头企业、优秀校友创

办的企业等，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大学生创业导师，

建立“双导师制”创业科研平台项目，促进科研成

果的转化。 

(四)“创业帮扶+”：创业咨询+园区孵化+基金

扶持+综合服务 

1. 创业咨询服务方面 

创业导师智库的建立，旨在服务高校学生，通

过线上和线下的双结合，提供项目管理、运营指导、

成果分析等有关创业的实践咨询指导服务[15]。 

2. 园区孵化服务方面 

可出台相关政策，在 1−3 年时间内，为创业入

驻者免费提供创业园区中的办公场地及注册创业

的相关事宜。加强校企合作，大力引进并扶持相关

的创业项目，与市场进行对接，促进创业成果的快

速转化。 

3. 创业基金扶持方面 

通过设立“双创”实践基金，按照大学生创业

者所立项目的具体需求，给予大学生创业者一定的

资金帮扶。 

4. 综合服务方面 

建设“创新创业服务绿色通道”，并配备专业

人员，配合工商、税务、会计和法律等部门，优化

大学生“双创”环境，营造良好的“双创”氛围，

精准扶持大学生创业。 

(五)“创业视角+”：师范生公益创业+智慧教  

育+全民终身学习 

1. 师范生公益创业方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道德经济”

“文明经济”，师范生的个性特征、品格塑造、价

值观的形成等要与之契合。这也为师范生的创新创

业提供了独特视角。师范生立足师范教育的公益创

业，以社会责任和公益理念为先导，将社会责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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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思想政治教

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创新知识理论和社会实践

经验相结合，将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将个

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导向相结合，不断具备解决社

会问题的能力和工作岗位胜任能力(就业)以及岗位

创新能力(创业)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16]。 

 

 

图 2 “思维聚力”专业化大学生创业扶持服务链 

 

 

图 3 “三大创业视角”助力师范生创新教育服务体系 

 

2. 智慧教育方面 

智慧教育作为新时代的高品质教育，服务于学

校教学与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以及家校互动等方

面，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发展“互

联网+教育”，不仅关乎民族的未来，而且是构建良

好教育生态的重要路径[17]。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

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将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式和形态。 

3. 终身学习方面 

一是创新发展 K-12 一站式基础教育，深化基

础教育改革，通过课程扩展、管理过渡、课外素质

拓展等方式，加大核心教育、辅教、教育关联三大

领域的服务力度[18]；二是创新发展高等教育育人路

径和手段，促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推进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等，促进教育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

难度，提升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效能；三是创新发展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引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颠

覆式创新变革，为互联网行业、IT 行业、AI 智能

输送高层次技术人才，引导“中国制造 2025”不断

走向深入。 

四、结语 

在新时代“双创”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下，高等

师范院校应立足师范院校特色，构建“理想信念教

育+师范生特色教育+专创融合教育”的三层面的课

程体系，设计标准化、丰富化的“双创”课程；建

设“校内导师基础教育+企业导师实践锻炼+创业典

型朋辈提升”相结合的导师队伍，保证有效化的创

业指导；搭建“竞赛平台+科研平台+校企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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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双创”实践教育平台，实现“双创”教育实

践的信息化、全方位化；创建“创业咨询+园区孵

化+基金扶持+综合服务”四维创业帮扶产业链，建

设开放化、专业化的创业实战服务；开拓“师范生

公益创业+智慧教育+全民终身学习”助力师范生创

新教育服务体系，开拓多元化的创业视角。因此，

高校在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融入“双创”教育

理念，构建校内、校外共建共享的教育生态环境，

协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生态链的构建，保障创新创

业教育生态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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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us educational ecology system in normal universities 

 

HAN Zaichao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it is especially 

urgent and significant to push ahead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us”. Based upon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curriculum ecosystem which combine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ith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basic thinking pattern of all-round linkage and overall 

department balance. In so doing, the study intends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among the ecological factors of 

different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us” education ecological 

community, and to enhance the practicality,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 all-round way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overall level of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normal universiti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lus; educational ec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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