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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双创”教育作为高

职教育热点、难点之一，需要策应新时代要求，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双创”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新定位，推

进“双创”教育立德树人新要求，深化“双创”教育成果导向新改革，探索“双创”教育产教融合新模式，构建

“双创”教育协同推进新体系，深化“双创”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实践，以此提升“双创”教育质量，服务创新型

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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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得到了迅

猛发展，阶段性地完成了高校“双创”改革与发展

的任务，其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从高等教育层面策应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国家战略；二是从人才培养层面强化了学生创新

创业素养培养，助推了全民族“双创”素养提升；

三是从专业教学改革层面推进了专业教育与社会、

产业的融合，优化了教学内容，提高了专业教学质

量。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之一的

“双创”教育需要在这一重大变革时期，围绕时代

主题，深刻认识新时代对“双创”教育的新变化，

深刻分析“双创”教育发展以来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双创”教育服务国家战

略新定位，推进“双创”教育立德树人新要求，深

化“双创”教育成果导向新改革，探索“双创”教

育产教融合新模式，构建“双创”教育协同推进新

体系，深化“双创”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实践，实现

“双创”教育凤凰涅槃，塑造中国高职教育质量  

品牌。 

二、新时代高职“双创”教育面临的新任务、

新使命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

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

显著成就，系统总结了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

“九个坚持”，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思想深刻，内涵丰

富，是我们党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对教育工作的新要求[1]。我们需

要对照“九个坚持”要求，思考“双创”教育定位、

目标、体系、创新等问题，不断提升对“双创”教

育的新认识，深刻领会“双创”教育新使命。 

(一) “双创”教育需要更高定位，服务国家    

战略 

2015 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已经明确提出：深

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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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

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但是“双创”教育实施多

年来，定位不清、目标含混、运动式推进、项目化

实施等现象普遍存在，影响了“双创”教育的质量

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通过实施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创新驱动、军

民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七大战略，推动实现“两个

阶段”的伟大目标。实现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和根本出路，其中包括教育

供给侧改革。教育供给侧改革必须着眼为推进国家

战略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努力实现教育体现

国家的意志、国家的价值，因此，“双创”教育需

要更高站位，从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

度，提升定位，创新培养模式与机制，引领教育教

学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双创”教育需要聚焦育人，实践立德    

树人 

2014 年 9 月 9 日，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

谈时指出：“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的，党和人民需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

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立足中国大地，必须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回答好“为谁培

养？”“怎么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问题，

坚持培养拥有共产主义远大抱负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以德为先、德技双馨、能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双创”教育作为各类教育

的共性教育要求，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课程思政”要求，用

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坚持正确的育人方向，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与

此同时，作为基于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的“双创”教

育，更需要在“双创”教育和实践中，关注学生的

成人、成长教育，围绕世界观形成、劳动观念培养、

创新思维训练、职业道德教育、职业规范养成等方

面，强化课程思政要求，深化“双创”教育与素质

教育、劳动教育、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挖掘“双

创”教育的思政点，素能共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在“双创”教育中“帮助青少年学

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三)“双创”教育需要关注学生，完善培养    

体系 

教育质量的提高，要体现两个梦的结合，就是

中国梦和个人梦相结合。因此所有教育都要强化以

人为本、人人成才、人尽其才的观念。作为新时代

的“双创”教育是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

家战略的基础工程，要从教育的本源出发，围绕高

职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和能力培养，解决好普适提

升和专业发展的问题。一方面针对所有学生，开展

好“双创”广谱教育，让所有学生都有收益和提高，

通过“双创”教育促进学生“双创”能力培养，从

而普及提高全民族“双创”素质；另一方面，需在

大学生命期和终生学习范畴角度，力戒“双创”教

育的项目化推进、阶段性任务等短期思维和推进策

略，加强顶层设计，开展全程化的以生为本的“双

创”教育，统筹“双创”的“广谱性”教育和“精

英式”培养设计，从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师资队

伍、平台建设、文化建设和管理体系建设等六个方

面对“双创”教育进行系统设计，形成与专业教育

同向同行的分类培养体系、三级递进(即从“双创”

通识教育到“双创”专项能力训练，再到“双创”

综合项目实践的三级递进)的课程体系、专创融合

(专业教育、“双创”教育互相融合)的平台体系、专

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协同创新的管理体系和“育创

合一”的文化体系，促进学生“双创”潜能的充分

挖掘，实现学生“双创”能力的充分训练，保障学

生“双创”成果的充分展示，最大化实现“因材施

教”的教育本能。 

(四)“双创”教育需要创新守正，实现与时    

俱进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各项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1%，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2]。“新经济”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热词”，

预示着节能与环保、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各项技术服务与研发、金融服务

与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从而深刻影响人

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架构。“双创”教育作为人

才培养体系中体现社会性最为深刻的一类教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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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新技术革命，迫切需要围绕着学生“双

创”素质与能力养成，解决好学生要学会什么？有

什么样的内容和体系保障学生学习？以培养学生

参与未来市场、社会竞争所获得的基本素质和专业

能力去系统谋划培养体系与课程体系，推进“新经

济+双创教育”“互联网+双创教育”等教育创新，

创新培养模式，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新经济、

新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创业新变化、新要求，

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培养人才，塑造“双创”教育的

“创新”灵魂，与时俱进提升“双创”教育质量[3]。 

三、顺应新时代要求的“双创”教育新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

家成为中国强大的必由之路，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

成为高校的重要任务和重要使命。新时代既为“双

创”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对“双创”教

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通过超前识变、积

极应变、主动求变等来谋划“双创”教育，深化“双

创”教育改革，提升“双创”教育质量。 

(一) 强化“双创”教育的“教改突破口”定位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强调了“双创”教育“面

向全体、分类施教、结合专业、强化实践”的基本

原则，确立了“普及创新创业教育”的总体目标。

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就是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教

学主渠道，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着眼于创新创业

教育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使之惠及每一名学生。目

前，高职“双创”教育工程化、项目化是普遍情况，

对“双创”教育存在诸多误区：以为开设几门课、

组织几个竞赛、参加一些“双创”实践或项目、开

设一些创业公司，或建立创新创业学院，开设创新

创业专业等等，就是“双创”教育。从实际效果看，

带来的结果是“双创”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的相互

割裂，突出表现在：一是“双创”教育游离于专业

教学计划之外；二是“双创”教育理论与实践分离，

课堂谈创新、纸上谈创业；三是“双创”教育的“产

教融合”特色不够，校门内的“双创”教育比比皆

是；四是“双创”教育的内容与专业教学严重脱节，

认为做营销、开网店就是“双创”的情况占大多数；

五是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缺少合力。出现这些

问题的原因在于对“双创”教育思想认识不到位，

按照工程化、项目化思维简单推进“双创”教育，

没有把“双创”教育提升到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

和“引擎”去把握，因此，作为新时代“双创”教

育质量提升的基础就是必须克服这些短视行为，提

升“双创”教育定位，其一是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求，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建构

“双创”教育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的“双创”精神、意识和能力，凸显“双

创”教育的引擎作用，以“双创”教育的推进拉动

高职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其二是按照国务院《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

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创新引领创业”

要求，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实现以创新引领创业，

强化“创新”教育的首位要求。 

(二) 构建“双创”教育“四位一体”协同推进

体系 

“双创”教育包含了从观念改变、制度变革、

体系构建、资源整合等诸多内容(见图 1)，是一项系

统工程。因此，要围绕“双创”教育的培养要求，

构建起课程体系、管理体系、平台体系和文化体系

等四位一体、相互支撑的协同推进体系，构建好涉

及“双创”人才培养的精神、能力、条件、平台等

体系及协同机制，着力解决好“双创”培养体系不

通畅、“双创”课程体系不健全、“双创”平台不融

合、“双创”管理体系不协调、“双创”文化体系不

完善等方面的问题，使得“双创”教育在育人实践

中生根开花结果。 

(三) 探索“双创”教育“136”培养模式 

“双创”教育兼具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功能，

一方面，“双创”教育承载着学生创新、创业基本

素质的教育与养成，是一种“普惠式”素质教育；

另一方面，“双创”教育又是一种挖掘、发现、培

养学生创新、创业潜能，实现学生创新、创业人生

之路的“专门化”或“精英式”教育。因此，“双

创”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分类施教、结合专业、

强化实践”的整体原则，通过“136”宝塔式“双

创”教育新模式的探索，实现因材施教、专创融合

的“双创”教育改革目标。宝塔的“塔基”面向 100%

的学生，实施基本的创新创业通识教育和创新创业

精神培养；“塔中”面向 30%左右具备较高创新潜

质和较强创业意愿的学生，实施系统的创新创业能

力提升、素质养成教育；“塔顶”面向 6%左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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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学生个性化成长的高职“双创”教育体系构建图 

 

能力突出、创业诉求强烈的学生，实施个性化、定

制式的创新创业成果培育。通过“136”宝塔式“双

创”育人模式，既实现了“双创”素质的教育普及，

又实现了以生为本、分型培养的教育宗旨，使每个

学生都能“出彩”。 

(四) 促进“双创”教育与各类教育的融合发展 

“双创”教育是围绕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的一类教育，是育人体系中的一部分，承载着育人

和习艺的重要使命。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的世

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也是人的存在方

式。”由此可见，劳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非

常重要。但从实际情况看，轻视劳动、鄙视劳动的

现象在职业学校学生中占有较大比例，也是“双创”

教育难以普及的因素之一[4]。因此，必须促进“双

创”教育与劳动教育的融合，以劳动教育为基础，

树立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

神，辅之以“双创”教育的技术技能积累，才能培

养学生“双创”精神，造就学生“双创”潜质。与

此同时，要以“双创”教育为抓手，不断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探索 “一中心三融合”的“双创”人

才培养模式。即坚持以专业教育为中心，紧紧围绕

专业教育，开展“双创”教育，推进课程与“双创”

项目的融合、专业教师与“双创”导师的融合、实

习实训基地与“双创”平台的融合，真正将教学实

训与创新创业有机融合起来，让受教育者从单纯的

“学生”转变为“学生+创业者”，通过创业实战，

有效提升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提升教育成

效。在推进“双创”教育与劳动教育、专业教育融

合的同时，要始终坚持“双创”教育的育人属性，

深化“双创”教育与诚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教

育的互融互通，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合力打

造，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勇于担当、工匠精神的新

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 

(五) 深化“双创”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改革 

2017 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产教融合、协同

创新”的职业教育育人方针，这一方面为“产学研

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指向，同时也为

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即实

践“产学研创”一体化多元协同人才培养新路径。

从外部治理结构看，产教融合可以积极推进政府、

企业、行业、高校多元协同育人，共同开展政策、

机制、平台、队伍、基地等建设，促进高职教育加

速形成开放式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格局；从内核

建设角度分析，“产学研创”一体化多元协同人才

培养模式更加强化育人工作的“首位性”，强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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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围绕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企业

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与创新紧密结合，做到“产学

结合”“学研结合”“学创融合”，培养更多更好社

会发展所需的创新创业型技术技能人才[5]。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既是高职教育的办学方向，也是推进

“双创”教育的重要抓手。 

(六) 完善“双创”教育基础条件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加强教师能力建设是

关键，现有师资队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数量、质量

的不足，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现状：“三多”

即“双创”教师来源部门多，包括团委、学生处、

创新创业学院、商学院和其他学院等；“双创”兼

职教师多，缺少专门化训练；“双创”教师培训渠

道多，但缺乏高质量培训。“三少”是指“双创”

教师职称评定机会少，“双创”课程少，教师“双

创”研究成果少。为此，要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重

中之重，予以加强。一是选拔教师参加“双创”教

育培训，提高教师“双创”通识能力和水平；二是

重点培养一批实践能力强的教师试点开展“双创”

实践课程教育；三是强化全体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

培养，通过教师服务社会，设立教师企业工作站组

织教师轮流下企业锻炼，到企业顶岗实践，取得本

专业职业资格证，帮助学生解决创新创业项目中的

技术难题，指导帮助学生解决在公司运营、经营管

理、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问题等，不断强化教师实践

能力，提升教师“双创”素养。平台和体制机制建

设是深化高校“双创”教育改革的支撑点，对于优

化环境、激发学生“双创”热情、营造良好的氛围

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学校需要通过成立一站式服务

中心，搭建学生创新平台，设立创业扶持项目，建

立健全保障和激励、孵化机制等，为“双创”教育

提供优质资源、环境与保障。除此之外，还需要着

力加强几个方面机制的建设，即各类课程、各类教

育活动的“双创”教育渗透机制建设、围绕“双创”

教育的多方联动机制建设、促进“双创”教育的培

育机制建设、保障“双创”教育的资源整合机制建

设，通过系统化的保障机制促进“双创”教育，提

升“双创”育人质量。 

(七) 培育“育创一体”的校园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

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于“双创”教育而言，尤其需

要在文化育人上“补短板”，营造具有职业教育特

色的“双创”校园文化氛围，努力烹制好一份“双

创文化大餐”，让师生在这份大餐中品尝到“创新

创业的味道”，让学生在创新文化氛围的熏陶下，

更好地发芽与成长。要通过举办各种创业活动、构

建参赛体系、培育和宣传创业典型、打造各类平台

等将“双创”实践和理念不断夯实、传承、弘扬，

从而形成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大学生的“双

创”意识和能力。一是经常举办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通过举办创业嘉年华、创业沙龙、创业论坛、企业

家和杰出校友进校园、青年创客联合会等，营造“双

创”教育氛围；二是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各类“双创”

大赛，推进赛教融合，选拔一批优秀选手和项目团

队，提升师生“双创”能力；三是加强学分互认机

制建设，鼓励学生参与二课堂、社会实践、科研项

目等“双创”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双创”实践；

四是重视“双创”典型培育，通过榜样示范，激发

学生“双创”热情，提高学生“双创”参与度与参

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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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uts forward a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for China’s development—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As one of the 

hot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need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age, improving its nat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promoting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morality 

education, deepening the new reform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exploring a new mod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uilding a new system of implementing them in concert with one another and deepening the 

new practice of higher quality development, so a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e better technical talent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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