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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信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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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工科信息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这给高

校信息类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信息技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是高等教育改革的

必然趋势。提出“通识+专业+实训+实践”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将“双创”教育有机融合到人才培养方案

中；创建以校企深度融合为基础的创新工作室，为“双创”教育开展提供有力保障；推行“课堂+竞赛+科研+项

目”四位一体的“双创”导师制，加强“双创”教育的过程管理，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信息类“双创”人才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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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为代表的新工科信息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

段，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信息技术新工科背景和创

新意识的人才。当代大学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

力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以下简称“双创”)

意识成为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新工科背

景下，地方高校的工程教育改革面临着机遇与挑

战。新工科强调学科的实用性、交叉性和综合性，

特别注重与“双创”教育的紧密结合[1−2]。如何构

建“双创”教育平台，将“双创”教育融入信息技

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现大学生“双创”

能力培养体系化、系统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升级发挥支撑作用，成为新时期工科院校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的重要着力点与落脚点。 

一、问题的提出 

(一) 新工科背景下开展信息类大学生“双创”

教育的必要性 

新工科建设能有效支持以新技术、新业态、新

产业、新模式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新常态[3]，新工科

更加注重学科间的交融创新，更加注重具有创新意

识的人才培养。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优势

支柱产业，更加需要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和前进，这就需要大量具有“双创”意识的电子信

息类专业人才[4]。信息领域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

用，对市场人才的需求提出新的要求：既要有扎实

的信息专业基础，又要对学术前沿和社会需求有充

分的了解，并且具有一定的“双创”意识[3]。然    

而，目前高校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与市场人才需求脱

节，最典型的问题是重专业教育而轻“双创”教育。

实际上，“双创”教育是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充

分就业的重要措施[5]，与专业教育互为补充，不可

或缺。 

(二) 开展“双创”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 

自从国家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以来，高校积

极开展“双创”教育，研究者针对“双创”教育展

开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

为新工科背景下如何开展“双创”教育提供了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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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的思路，但大多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可操作

性，特别是针对信息技术新工科“双创”人才的培

养缺乏系统方案。通过对相关高校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高校在开展“双创”教育过程中存在普遍现实

问题。 

1. 教育理念存在偏差 

一方面部分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没有充分认

识到开展“双创”教育的根本目的，存在着急功近

利的心态，认为“双创”教育只是培养更多的学生

去创业，以提升就业率。事实上，“双创”教育旨

在培养学生的“双创”意识、思维、精神和能力[6−8] 

是人才综合能力培养和职业素质塑造的过程，其教

育效果不是短期能看到的。另一方面对“双创”教

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仅仅靠开几门相关的课程就想

培养学生的“双创”意识显然不够，而且容易流于

形式。 

2. 缺乏“双创”教育的实践平台 

大学生正处于培养创新思维和丰富创意体验

的黄金年龄，对于学校“双创”教育是积极支持和

参与的，但往往因为“双创”教育场地的缺乏使得

大学生这方面能力的培养不能实现。目前，越来越

多的高校为了加强“双创”教育，专门成立了“双

创”学院或者办公室，但在实践平台配套建设上还

存在着较大欠缺。 

3. 缺乏系统化的教学和管理方案 

绝大部分高校对于专业教育都有较为成熟的

教学和管理方案，但缺乏专门针对“双创”教学的

运行体制，如没有完整的课程体系，虽然设立了相

关“双创”课程，但未与专业课程紧密结合，未突

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与相近学科专业的融合。另

外“双创”基地的配套管理方案和“双创”教学过

程的管理机制等也普遍缺乏。 

二、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开展“双创”

教育方法探究 

笔者结合多年来在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

院从事教学实践和教学管理的经验，探索新工科背

景下信息类大学生“双创”能力提升方案，为其他

类似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双创”教育提供可借

鉴的  思路。 

(一) 加强顶层设计，将“双创”课程融入人才

培养方案 

将“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是新工科

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必然趋势[9−11]。学院

领导充分意识到“双创”教育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意义，从全局角度对全院的人才培养方案进

行调整与修订，在 2016 级学生中试运行，效果显

著。从 2017 级学生开始，将“双创”教育加入所

有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贯穿大一到大四学年，

增加了 10 个“双创”学分，其中 3 个为必修学分(通

识课程)，7 个学分由各系根据学科特点设置实践类

课程。信息工程系提出“通识+专业+实训+实践”

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1 所示。具体实施

步骤如下： 

 

 
图 1 “通识+专业+实训+实践”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首先，面向全体大一学生开展“双创”通识教

育，开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实现创意与梦

想：数字化个人制造”“互联网与营销创新”三门

“双创”通识课程，让学生对创新思维和创业实践

有最基本的了解。 

其次，主要针对大二学生开设讲座类课程，邀

请校外企业导师和专家学者做关于信息技术新工

科专业类讲座，让学生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云计算及区块链等最新技术有初步的认识。 

再次，主要面向大三学生开设“双创”类选修

课程，如“移动互联创业实务”“‘互联网+’电子

商务创业实务”“嵌入式系统开发实践”“物联网创

业实践”和“创客空间实践”等，结合专业学位课

程，以学科竞赛为主要载体对学生进行实训，如参

加国家级和省级相关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互

联网+”大赛等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最后，主要针对大四学生提供项目研发实践，

以校企合作为核心帮助有“双创”潜能和兴趣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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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拓展、提升其“双创”能力，为“双创”项目申

报、孵化等提供支持，从而形成“通识教育－专业

培养－实训－实践”层层深入的“双创”教育课程

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通识+专业+实训+实践”的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开展形式 主要内容 

通识类 课程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实现创意与梦想：

数字化个人制造”“互联网与营销创新” 

专业类 讲座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及区块链

前沿讲座 

实训类 学科竞赛 信息相关专业学科竞赛训练 

实践类 项目研发 创意项目孵化 

 

(二) 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双创”训练基地 

为了解决“双创”训练场地缺乏的问题，学院

领导攻坚克难，采取回收店面、重新规划设计教学

区域等多途径在校内建成了创业园 1 期、2 期和 3

期工程，专门用于学生的“双创”实训和项目孵化。

信息工程系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探索校企融

合新机制，从迎合市场需求、新技术开发应用、学

生实践能力培养等入手，紧紧围绕当前信息技术发

展新趋势，联合企业成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区块

链、智能互联、云计算等创新工作室，用于学生的

“双创”课程教育、“双创”项目实训、学科竞赛

项目训练和指导等工作。图 2 显示了信息工程系“双

创”训练基地的基本情况，其中，创业园管理办公

室负责对创业园进行日常管理。基地负责开展各类

“双创”类讲座，邀请校外企业家、杰出校友做报

告，开展各类在线视频公开课和各类小型分组讨论 

 

 

图 2  “双创”训练基地构成情况 

以及学术会议等工作。校企共建的创新工作室为校

企深度融合提供了新思路，企业为学校开展“双创”

教育提供了优质的教学项目资源和师资，学校则为

企业优先培养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和较扎实专业知

识的创新型人才[12]。 

(三) 强化过程管理，提出“以双创导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日常运行管理机制 

第一，优秀的师资力量是开展“双创”教育的

重要保障[13−14]。学院大力推行“课堂+竞赛+科研+

项目”四位一体的“双创”导师制，在全体教师中

遴选工作责任心和专业能力强的老师担任本科生

的“双创”导师，建立健全相应的本科生“双创”

导师制度，在政策支持上给予相应的照顾。“双创”

导师首先要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学，并对学生的选

课、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进行相应的指导；其次，

“双创”导师作为学科竞赛的指导教师，要对学生

进行专业学科竞赛的培训和大赛指导；再次，“双

创”导师要鼓励吸收学生参与到自己的科研项目中

来，特别是如国家级和省级的纵向科研课题，以及

来自企业的横向科研课题，加强对学生科研能力即

创新意识的培养；最后，要为学生的创意项目孵化

进行指导和帮助，为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持。“课堂+竞赛+科研+项目”四位一体的“双创”

导师制如图 3 所示。 

 

 

图 3 “课堂+竞赛+科研+项目”四位一体的“双创”导师制 

 

第二，不断规范和完善创业园日常管理和创新

工作室的运行机制。首先发挥“双创”导师对创新

工作室的主体责任制，加强导师的管理职能；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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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生参与和组建兴趣小组、社团等的主观能动

性，以激发学生自我管理。如智能互联“双创”工

作室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信息工程系“嵌入式系

统”协会自我管理为主的模式，区块链“双创”工

作室形成了以“区块链兴趣小组”为主的管理模式。 

第三，创新“双创”课程的授课形式和学分获

取机制。“双创”课程相比专业课程，更加注重学

生实践能力和主观创造性的培养，在授课形式上可

以与传统教学有较大区别，增加学术讲座、小组讨

论、在线学习等形式，并打破传统常规上课时间的

限制，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开放式学习和实

践。在学分获取上，建立和完善“双创”学分置换

制度，将学生学科竞赛获奖、发表论文、获得专利、

参与项目申报和研发、自主创业等纳入学分置换范

畴。另外，将学生自主研发的项目与毕业设计打通，

鼓励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的原创性。 

第四，加强对“双创”教学过程的监督，充分

发挥系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教学的监督

和指导作用。对“双创”课程教案、实践课程项目

内容、学科竞赛指导方案和学生“双创”项目进行

全方位的审查和监控，确保“双创”教育落到实处。 

(四) 加强质量评估和政策扶持，为“双创”教

育提供保障 

第一，加强对“双创”教育效果的评价。坚持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机制，一方面注重

“双创”教育的可量化评价，如学生自主创业数、

学科竞赛获奖数、学生参加“双创”项目人数等。

另一方面注重“双创”教育带来的效果和影响，如

受教育学生对“双创”教育的评价和用人单位对

毕业生评价等。 

第二，加大对优秀“双创”导师的政策扶持。

首先在“双创”课时津贴上给予肯定，其次对导师

指导下完成的相关“双创”成果给予业绩认定，最

后，在评优评先和职称晋升上给予优秀“双创”教

师优先权。 

三、“双创”教育的实施效果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开展“双创”教育

实践三年多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学生“双创”

意识得到显著增强，在“双创”课程体系建设、创

新工作室运行和教学过程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成

效。学院“双创”教育工作多次受到省市领导表

彰，江西理工大学也被教育部授予“2017 年度全国

“双创”典型经验高校”。表 2 列出了部分具有代

表性的“双创”教学成果。 

 
表 2  “双创”部分教学成果 

成果类别 数量 说明 

自主创业 2 
赣州凯思家具有限公司、赣州吾往矣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学科竞赛 16 国家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8 项 

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基于区块链的个人健康 

数据保护机制研究 

大创项目 2 
2018 年校园网吧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2019 

年区块链学籍管理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 

 

    信息工程系通信工程 2016 级学生刘金林、杨

洋、陈新三位同学成立赣州凯思家具有限公司，利

用互联网+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结合赣州市南康

区在家具生产和销售的品牌效应，开展网上家具销

售业务；计算机 171 班丁煜鑫同学成立赣州吾往矣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解决校园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通过智能化的信息技术和移动终端服务

快递、信息共享、交友娱乐等生活。2016 年至今，

我系学生在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得国家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和三等奖 8 项的好成绩。在教师科

研项目和学生“双创”项目上也成果显著，依托区

块链和云计算创新工作室，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国家级大学生“双创”训练项目 2 项。 

四、结语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给高等教育的人才培

养增加了新的内容，培养具有专业学术背景和创新

意识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重要的任务。信息技术新

工科面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新经济的发展

需求，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助力信息产业的超越式

发展。围绕新工科背景下如何高质量开展信息类大

学生“双创”教育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结合教育

实践，提出了“通识+专业+实训+实践”的“双创”

人才培养模式，将“双创”教育有机融合到人才培

养方案中；创建了以校企深度融合为基础的创新工

作室，为“双创”教育开展提供有力条件；推行

“课堂+竞赛+科研+项目”四位一体的“双创”导

师制，加强“双创”教育的过程管理。研究成果可

在其他新工科专业中推广，并为其他高校开展“双

创”教育提供有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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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information economy of the new engineering represented by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block chain is currently at a high-speed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poses to universities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information.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to integra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the new engine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irst, an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mode of “general study + profession + training + practice” is put forward so that the “dual-creation” educ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Second, some innovation studios based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set up, which can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Third, a “four in one” tutorial scheme as “classroom + competition + scientific research + project”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process management of “dual-creation”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in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maj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novation studio; 

dual-creation tutor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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