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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高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张进 

 

(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生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  随着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农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面临诸多困境，与专业融合程度不深尤为突

出。华中农业大学在实践中探索出“专业+课程”“专业+赛事”“专业+实践”的“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有效破解了农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实现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目标

融合、知识融合、模式融合，对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意义深远。 

[关键词]  农林高校；专业+课程；专业+赛事；专业+实践；创新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0)02−0098−05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党和国家

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农业农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

础，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裕、没有农

民安居乐业，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农林高校作为高素质、创新型

农业人才的培养主体，应适时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努力培

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使其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的时代热潮中，

扎根农村，立足农业，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

大力量。 

一、农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近年来，农林高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在

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方面予以倾斜，发展势头强

劲，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在全国创新创业教育典型

经验高校评选中，4 年共有 15 所农林高校入围，其

中部属高校 3 所、省属本科院校 10 所、高职高专

院校 2 所。 

(一) 农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成效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农林高校全面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上升为人

才培养理念，采取改革学分制度、打造分层次课程

体系、搭建多位一体农科实训平台、聘请校内外“双

导师”、融合“互联网+”等措施，探索出了各具特

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1]。东北农业大学打造“基

础课程—核心课程—实践课程”相衔接的课程体

系，明确“四提一优”工作目标，构建“教育、实

训、服务”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形

成了龙江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东农现象”[2]；

华南农业大学科学谋划，从组织机构、课程设计、

师资保障、政策支持、内外协同等方面着手，搭建

“立体式、链条式、递升式”的工作模式[3]，全方

位保障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山东农业大学以专

业、项目、平台、机制为四大驱动方式，促使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发展、实践实训和实习

就业有机结合，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能

力，形成“双创四驱”的教育模式，全面提升了创

新创业教育水平[4]；四川农业大学依据优势农科资

源形成“核心学科+关联学科”的学科群、“课程团

队+导师团队”的教学团队、“实验室+田间+双创基

地”的实验教学中心，三者互相融合，实现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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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协同、一二课堂协同、本科研究生协同的教学运

行机制，打造出了以创新创业能力为导向的农学本

科实践教学模式，显著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5]。 

(二)农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困境 

总体来看，农林高校通过探索实践，凝练出具

有学科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农

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创新创业

人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创业进入深水区，

农林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困境逐渐显现出

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育人理念更新不快。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是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更新育

人观念和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拔尖型创新创业人

才。目前，部分农林高校尚未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

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只定位于服务部分学生

的教育教学活动。②学校内部协同不足。现阶段，

农林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教务、学工、团委

等单位，教务负责创新创业教学，学工负责创新创

业实践，团委负责创新创业赛事，只有少数高校成

立了创业学院，统筹协调创新创业教育，尚未形成

合力。③专业融合程度不深。目前，大多数农林高

校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课、选修课，做了“普

及教育”，但很少按照与专业深度融合的要求，开

发具有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存在创新创

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④创新创业平台不强。据调查，

农林高校大多在校内建设了规模不等的创新创业

孵化器，但市场化程度较低，对接政府、社会资源

的能力有限，学生创业服务对象囿于校内师生，未

能给学生带来全面锻炼，创业成果脆弱、寿命短。

⑤帮扶激励措施不够。目前，农林高校对学生创新

创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教育培训、实践训练、立项

扶持、场地支持等方面，激励帮助的力度有限，特

别是在学生寻找创业项目、对接社会资源等方面给

予的支持少之又少，致使学生成功创业难上加难。 

本文重点就上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融合程

度不深的问题进行探究，结合华中农业大学的探索

与实践，总结分析农林高校如何构建“专业+”创

新创业教育的新模式，以此带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的理念更新、机制融合、资源整合，形成全员、全

程、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大批“专创

融合”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华中农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长期以来，学校立足创新驱动发展、乡村

振兴等国家战略需求，坚持“手脑并用，知行合一”

的办学传统，践行“育人为本，崇尚学术”的办学

理念，立足农业高校学科专业特色和学生特点，将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融合，构建了“专业

+课程”“专业+赛事”“专业+实践”的创新创业教

育新模式。 

(一)“专业+课程”，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紧扣“课程”，依靠“课堂”

等教育教学的核心环节来开展，要依据优势学科，

发掘创新创业与专业知识的结合点，立项支持导师

团队开发具有学科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建成

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课程，面向有创业意向学生的

基础课程，面向有创业目标学生的实践课程，形成

“普及—激发、基础—意向、实践—目标”三个层

次衔接递进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逐步筛选具有创

新创业潜力的人才，培养创新创业英才。 

华中农业大学以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自主学

习能力、实践创新力、全球胜任力为重点，实施“一

流人才培育行动计划”，着力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①开设创新创业基础课。以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为重点，结合学科专业特点，面向全体新生开设“大

学生成长与发展基础 —— 创新创业”必修课，“创

业规划”“创业管理”“大学生创业基础”等选修

课；立项建设“创业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等具有

学科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引进“创业企业战

略与机会选择”等多门慕课。②开讲“双百案例”

特色课程。面向具有创业意向的学生，以各学科专

业原创性优秀科研项目、科学研究成果和优秀校友

创业经历为素材，开设专业特色鲜明的“百门科研

案例课”和“百门创业案例课”。专家、学者结合

自身科研经历，围绕科技创新进行讲授，启迪学生

科研思维、提升创新能力；校友企业家围绕自身创

业经历讲述创业感悟，帮助学生拓展创业思路、提

升创业能力。③开办学生创客训练营。面向具有创

业目标的学生，结合专业特色和学生创业项目的行

业分布特点，分专题、请专人、抓重点进行专项培

训。举办以“精益创业”“互联网+农业”等为主题

的大学生创业训练营；与“海大”“扬翔”“万绿”

等知名企业共建创新创业实践班；组织创业学子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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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创业孵化器参观走访，培

养学生创业实践能力和对专业知识灵活运用的  

能力。 

(二)“专业+赛事”，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竞赛是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锻炼平台。参加创新创业竞

赛有利于学生关注产业发展动态、了解行业发展痛

点、找到创新创业机遇，有利于学生理清创新创业

思路、学习创新创业知识、积累创新创业经验，有

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协调、实践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素质，全面培养提升创新创业核心竞   

争力。 

华中农业大学立足专业、面向行业，打造学科

门类齐全、参与广泛、锻炼全面的创新创业竞赛体

系。①建设“一个专业一个赛事”，夯实学生创新

创业基础。以“符合学生需求、结合专业教学、体

现激励导向、展示学生能力”作为学科竞赛开展的

出发点，围绕专业核心技能，打造“一个专业一个

赛事”工作品牌，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训，

持续推进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学科专业竞赛。学

生在学科竞赛的激励与引导下，形成了良好的学

风、赛风，并逐步形成学生个人与竞赛团队相互促

进、相互发展的良好态势。②完善“四级竞赛体 

系”，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以“挑战杯”“创青

春”“互联网+”等赛事为重点，完善“国家—省级

—学校—学院”四级创新创业竞赛体系，强化对参

赛学生的专业培训、竞赛辅导，定期组织团队交流，

鼓励学生在赛事中加强朋辈合作、形成阶梯团队、

磨练学生品行、巩固专业学科知识，为创新创业竞

赛提供储备人才。③搭建“国际挑战平台”，展示

学生创新创业风采。以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大

赛、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世界大学生超级计

算机竞赛、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赛事为重点，支

持学生走出校门、跨出国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和与国际顶尖学府学子同台竞技的能力。 

(三)“专业+实践”，增强学生创新创业实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创新

创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需要融入专业教育

各环节、实践育人各阶段，形成理论与实践同步、

课内与课外协同、校内与校外联动的创新创业育人

平台，形成崇尚创新创业、敢于创新创业、善于创

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华中农业大学统筹校内科研、教学资源，注重

协同育人，构建创新创业实训实践活动体系。①打

造“三田三早”实践育人平台。对原专业劳动、课

程实习周、“三田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内容整合

优化，要求学生完成一个生产周期的全程实践活动

和科研训练，形成“认知田、实验田、试验田”“早

进实验室、早进课题、早进团队”的“三田三早”

模式，引导学生在教学实习和生产实践环节力耕

“三田”，鼓励学生通过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和创业

实践训练实现“三早”[6]。②开展“悦创狮山”创

业实践活动。将创新创业教育与第二课堂建设相结

合，积极开展“三创文化节”“创意创新创业成果

展”“悦创讲坛”“创业华农人”等“悦创狮山”

系列活动。鼓励专家科研团队与学生创新创业团队

合作，探索师生同创模式，努力形成教师指导学生

创新创业、师生共同创新创业、本硕博共同创新创

业的良好局面。③搭建“创业英才”实践实训平台。

依托“国家、省级、学校、学院”四级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体系，支持学生开展“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大学生创新基金”“大学生创业基

金”“本科生科技创新专项”等项目训练，鼓励有

创意、有项目、有基础的学生结合所学专业的技术

研发成果、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进行

项目申报，发掘创新创业项目，培育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华中农业大学疏通了“创

意、创新、创造、创业”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链，

培养了一批敢于创新、勇于创业的创新创业人才，

荣获了“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

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等 

称号。 

三、“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是将创新创业教育与

专业教育紧密结合，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

目标和培养方案设计、课程建设和专业教学安排、

实习实训和创新创业实践等人才培养全过程。农林

高校推进“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是充分发挥学科

专业优势，培养“一懂两爱”创新创业人才，助力

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一)“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特点 

“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具有三个显著特

点：①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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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实现目标融合。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创新创

业能力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也是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评价标准，“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实现

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融合。②将

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学科专业学习全过程，实现知识

融合。学科专业知识是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创

业教育要根据学科专业的特色优势，面向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求，按照专业深度融合的要求开发具有本

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引导学生立足专业

创新创业，增强创新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③将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专业实习实训，实现模式融

合。实践性是创新创业教育最鲜明的特征，“专业+”

创新创业教育要求将本专业不同课程、不同环节、

不同要求的实习实训进行整合，形成理论与实践、

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全链条、全时空的创新创

业教育新模式。 

(二)“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意义 

“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之需、

高校内涵发展之要、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之基，农林

高校推进“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意义重大。①是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   

道”。[7]人才引领创新，创新促进创业，创业驱动发

展，发展成就人才，人才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决定性因素。②是农林高校内涵发展需要。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农林

高校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扎根农村、贴近农

业、服务农民，培养一批符合“三农”需求的创新

创业人才，产出一批对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有

重大影响力的成果。③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需要。

创新创业教育经过多年发展，已从单纯的技巧培训

发展为注重培养创新素质的内涵式教育，将创新创

业教育融入专业内核，促进人才培养体系转型，有

助于培养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知识型人才，

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潮流[8]。 

四、结语 

    “专业+”创新创业教育能充分发挥高校学科

专业优势，点燃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激情火焰，厚植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文化土壤，是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服务

“三农”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积极探索。农林高

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探索为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提供了范式，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

型国家建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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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is facing many dilemmas, of which the most conspicuous is that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with the major is not deep.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s explored a new mode of “Major +”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Major + Course”, “Major + Competition” and “Major + Practice” in 

practice, which has effectively solved the dilemma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The mode of "Major +"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alizes the goal integration,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mod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the talent training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Key Words: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ies; Major + Course; Major + Competition; Major +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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