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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客教育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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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创客教育理念，以全新视角探索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在现有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体

系的基础上，从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出发，构建多层次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体系。将基于创客教育的创意工

社、科技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与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相结合，建设适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课

程实践应用环节，营造开放的创客教育氛围。这对于提高创新创业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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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

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该意见

重点强调了营造大众创新创业氛围，培育多种创新

创业方式和渠道，建立健全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培

养大批创新创业人才等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对我国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和创新创业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创客运动的蓬勃发展，其对社会生产方式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所承载的创造、创新、实践、

开放、共享、创业的内容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高等

教育领域，并给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带来冲击、反

思和借鉴[1−2]。创客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

造和创业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创客

教育为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和创新创业课

程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探索的

方向。 

一、创客教育的内涵 

“创客”一词源于英文单词“Maker”。克里   

斯•安德森认为，创客是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基础，

通过开放创新、共同创造的活动把自身创意转变为

现实产品的人[1]。从创客的人格特征来看，强烈的

求知欲、创新精神、探索精神、创造性思维能力、

创新实践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应当是其显著的

特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创客又被赋予

了新的内涵，他们以创意设计为导向，以客户为中

心，能借助一些技术、工具和手段设计，开发出新

颖的、独特的、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产品；并通过

信息技术和共享创新活动，实现新的技术创新和价

值增长[3]。 

创客教育的核心是支持学生开展创造性的学

习和实践活动，支持学生在基于创造性的学习过程

中独立思考、主动发现、自主探索；鼓励学生在分

析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和创建自己的构想；支持学

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动手能力，保持创造

创新的热情和信心。创客教育符合当下人们对于创

新创业教育的迫切需求，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课

程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4−6]。2015 年，美

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高等教育版《地平线报告》指

出，在未来几年间，许多高校将陆续采用创客空间

(Maker Space)来开展创客教育，这将给高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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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带来深刻的变革[7]。因此，在高校创新创业课

程教学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基于创客教育理

念，打破学科界限，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热

情，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索的意识，培养学

生主动发现和动手操作的能力。将创客教育的理念

融入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改革的各个环节，构建符合

新时期人才培养需要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二、国内外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现状分析 

(一)国外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以欧美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高校的创

新创业教学应用工作开展得较早，其高校的创新创

业课程的实践应用也较为成熟，很多国家结合自身

特点形成了符合本国高校人才培养需要的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和应用体系[8−9]。 

当前，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都面向本科生开设了

创新创业的相关课程，专门讲授创造性思维训练和

创新创业等内容。一些美国大学的创新创业课程还

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将创新创业训练和应用融入原

有的专业课程体系之中，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 

能力。 

此外，欧洲的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创新创业与创

造力培养的专门课程。在贯彻欧盟与创新相关的政

策时，发明问题解决理论(TRIZ)及其工具能够起到

相应的作用。德国欧洲能源研究所、德国 Harry 

Flosser 工作室实施“培训师培训”、试验课程和课

程试点教育，确认教育模式和教学材料，一些企业

如西门子公司也参与其中。德国爱丁堡大学开设了

创意问题解决课程，讲授创意发明的思考过程、要

素与有利发明的环境，协助艺术领域的创意发展。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成立了“日本创造学会”，许多

创造发明学校和创新创业培训机构在日本各地区

纷纷涌现出来，日本的许多大学专门设立了创造方

法类的课程，开展创造性思维训练和创造技法的应

用训练。同时，一些日本高校将创新创业与系统工

程学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创新创业教学领域和实践

方向[10]。 

(二)国内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内高校的创新创业教

学和实践应用推进工作起步比较晚，在充分借鉴了

国外高校创新创业教学应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渐形成符合国

内高校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需要的创新创业

课程教学实践应用体系。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一批高校最早

组织开展创造发明、创新方法等相关内容的课程或

活动，这些高校成立了创造发明协会、创造发明学

校、创造小组等校内创造发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了国内创新教育教学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

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高校不断加大对创

新创业相关课程教学的投入，逐步探索分层次的创

新创业课程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设计、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创业能力[11]。2002 年，国内 9 所创

业教育试点高校确立并率先引入了国际劳工组织

KAB 课程，许多高校在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中探索开

展实践教学；2015 年，“双创”战略提出之后，一

些高校开始逐步建设创客空间、创客基地等，作为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的实训基地[12]。 

(三)创新创业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然而，国内高校在创新创业课程教学特别是实

践教学环节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投入不足，现有

的创新创业课程没有形成系统的课程体系。已开设

的课程多是面向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普及性、通

识性的创新创业基础课程，介绍基本的创新创业入

门知识和原理，着重理论讲授，对实践教学投入不

足，不能满足大学各层次学生的学习和实践需求。

同时，开设课程数量较少，无法覆盖不同层次的学

生，尤其是高年级的在校学生，使得学生受益面有限。 

其次，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不足或缺

失。部分课程只重视创新创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

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创新创业实践等方面的引

导；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而缺少专利申请、科

技成果转化、与创业活动相关的实践应用环节，导

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已开展实践教学的创

新创业课程，缺少系统的创新创业训练工具应用，

缺乏基于创新创业项目的应用实训。 

最后，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缺乏创新，授课形式单一。一些创新创业课程还是

简单地以传统专业课程的上机模式进行授课，实践

教学效果不理想；没有充分利用教育技术手段，拓

展性和补充性的教学资源不足，不能满足学生创新

创业应用过程中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和实践需求，不

能适应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过程的灵活性和多

元化等特点。 

三、多层次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构建 

大连理工大学依托自身的学科优势和师资优

势，是国内较早开设创新创业课程的高校之一。其

中，“创造性思维与创新创业”“批判与创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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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创新创业课程开展时间较早，且课程资源基

础较好。在原有课程基础上，转变传统的理论授课

形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推进创新创业课程

的实践教学改革，构建多层次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

教学体系。 

基于创客教育理念，通过创意工社、科技竞赛、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活动，开展创新创

业课程的实践应用。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需

求和学习特点，构建多层次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

学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多层次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同时，基于创客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针对不

同层次学生的学习和实践需求，基于多层次的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提出各层次学生的创新创业理论学

习与应用实践要求，如图 1 所示。 

初级课程，基于创意思维训练，建设包括“创

造性思维与创新方法”“创新创业基础”“批判与创

意思考”“创意思维基础与训练”等在内的课程。

主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求学生了解基

本的创新方法的知识和创业相关知识的背景，能够

提出至少一项新颖、实用的创意设计或问题解决 

方案。 

中级课程，基于创新应用实践，建设包括“创

新方法原理与应用”“发明问题解决理论与实践”

等在内的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创新方法和原

理，能够运用创新方法解决问题，能够申请至少一

项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 

高级课程，基于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创业孵化，

建设“创新创业工程与实践”等课程，要求学生能

够掌握比较复杂的创新方法、能够开展创新创业应

用与科技转化，能够利用科技成果创业或开展具有

商业价值的应用。 

四、基于创客教育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对策 

(一)以问题为中心，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创新创业的实践教学中，强调以解决问题为

目标，采用混合式的教学模式，重视引入问题、提

出创意、优化方案、评估与反馈的教学过程，注重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运用评价和

反馈以增加学生对课堂实际教学效果的反馈，以提

高授课质量和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师生

互动环节，鼓励学生参与师生互动、支持并鼓励学

生间的合作，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采用混合

式教学模式，注重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的结合，关注

创新创业教学的指导性而非单纯的讲授性，为学生

提供机会，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教

学过程中，通过互动、分组项目讨论、项目汇报、

专利展示等形式，让学生充分体验和理解创新创业

的应用实践。 

(二)引入启发式的案例教学方法 

在创新创业课程教学中，引入启发式案例教学

方法。首先，通过案例讲解引出问题或创新方法理

论，启发学生从多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为学生提

供多学科、多领域背景的相关案例资源，并给学生

提供在课堂上分析案例和讨论的机会。配合创新创

业的理论学习和应用实践，加强与时代发展、技术

变革、“互联网+”、新型服务业等科技发展前沿或

生产生活贴近的创新创业实际应用案例资源的建

设和补充。让学生从实际案例中学习原理知识，感

受创新创业。从学习创新创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到理

解应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注重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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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通过讨论案例，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

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增强对创新创业实践的感性

认识。 

(三)结合在线课程资源和教学辅助软件，开展

实践教学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慕课等在线

课程资源配合理论授课，利用创新创业应用教学软

件开展创新创业实训；采用翻转课堂、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法，开展多样化的课程实践教学。依托“中

国大学 MOOC”“智慧树”“大工慕课”等在线课程

平台，结合在线的阶段性学习讨论和网上随堂测验

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辅助教学资源。利用创

新创业教学软件开展创意设计、科技创业、创新创

业实训等虚拟实践训练环节，通过创新创业训练，

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应用实践能力和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 

(四)建立创客空间，结合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

动，开展实践教学 

将创新创业实践教学与创客空间相结合，配合

创意工社、科技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等实践活动，营造开放、活跃的创客教育氛围，

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我探索和开拓创新

的精神。 

在初级课程阶段，通过创客空间的创意工社活

动启发学生的创意思维、创意设想，调动学生创造

发明的积极性和创新创业热情。 

在中级课程阶段，通过创新创业大赛等科技竞

赛，鼓励学生将创新创业应用与生产生活中的技术

创新相结合、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与专利知识

产权保护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在高级课程阶段，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创客空间孵化等实践活动与高级创新创业应

用训练相结合，通过基于项目的学习和团队实践的

方式，培养学生的专利成果转化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团队合作精神。 

同时，配合创客空间的专题讲座、沙龙、培训

等活动，营造开放、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和创客教

育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创业学习和应用的积

极性，让学生敢于挑战、勇于探索，充分实现全方

位的师生互动、学生互动，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 

五、结语 

创客教育的核心是支持学生开展基于创新创

业的学习和实践，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

神，其关键在于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实践性、参

与性的重视，关注从创意到创新、再到创业的完整

的实践过程，强调跨学科的知识学习与实践。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离不开以学生为主

体的创新创业实践环节，创客教育将大学生的创意

通过多样化的途径付诸实践，形成创新创业成果。

因此，针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要求，需要将创客

教育的理念融入高校创新创业课程的实践教学之

中，重视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的整体设计。建设

多层次的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体系，适时改革创

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引入混合式

教学、问题式教学方法。依托创客空间，营造更为

开放活跃的创新创业实践氛围，将创新创业课程实

践教学与学生的创新实践、创业转化等创新创业活

动相结合。这对于提升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实践教学

的质量和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

神和创新创业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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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maker educ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at is, constructing a multi-leve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such 

courses, and starting from learning needs at different levels. It also involves combining innovative workshops based on 

mak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with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thes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tting up 

practice procedure of the courses applicable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and creating an open 

atmosphere for maker education. This will be of vital significance o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and students’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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