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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实施策略 

 
张瑞 

 

（太原理工大学教务处，山西太原，030024） 

 

[摘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高校全面启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是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

重要举措。对 2015 年教育部公布的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涉及的经费投入、师资

队伍、项目所属学科门类、立项数量进行数据分析，提出做好顶层设计、加大经费投入、加强过程管理、优化师

资队伍建设等具体建议，并提出通过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等措

施，进一步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关键词]  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7)01−0086−04 

 

创新创业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

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1]。“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是教育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

“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与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中“大

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实施“本

科教学工程”的延续和深化，也是教育部“十三五”

期间继续实施的一项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一、2015 年全国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立项情况 

为推进“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的实施，教育部高教司要求各省（区、

市）教育厅（教委）根据支持经费的可能和有关高

校的工作基础，从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中认真遴选不超过 1/3 的优秀项目参加国家级

计划。地方财政对推荐为国家级计划项目的资助额

度为平均 1 万元/项[2]。教育部公布的 2015 年地方

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显

示，全国共立项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 17 869 项，参与学生 76 197 人，涉及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706 所地方本科院校。 

（一）经费投入情况 

统计显示，全国 31 个省（区、市）对地方高

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投入经费为

279 586 635 元，其中投入最高的为山东省 25 534 

000 元，投入最少的为青海省 40 000 元；地方财政

拨款比学校拨款多的省（区、市）有 17 个，学校

拨款比地方财政拨款多的省（区、市）有 8 个，剩

余 6 个省（区、市）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地方财政和学校给予了 1:1 的经费资助。而

对于单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来说，

财政投入最高的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创新训练项目

《山水实景演出发展现状及线上推广发展研究—

—以 部分“印象系列”演出为例》资助 6 万元，

总经费投入最高、也是学校投入最高的为四川工业

科技学院的创业训练项目《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电商

中心》资助 31 万元[3]。 

通过数据统计得出，对地方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的资助存在投入不平衡的地域 

特点，投入经费多的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而投  

入相对少的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二）师资队伍情况 

对所有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指导教师统计显示，项目指导教师中副高级、中

级职称的教师占有较高的比例。其中有 7791 名副

高级职称教师参与指导，占教师总数的 36.64%；有

7239 名中级职称教师参与指导，占教师总数的

34.04%；而只有 139 名企业人员参与了指导，仅占

教师总数的 0.65%，具体见表 1。 

（三）所属学科情况 

统计显示，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所属学科涵盖了教育部提供的所有 6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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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统计表中未列一级学科：力学）。其中

所属学科为管理学的项目最多有 1 667 项，天文学

和宗教学的最少均为 2 项。按照学科门类划分来看，

工程与技术科学类的项目最多有 8 466 项，占被统

计项目的 47.5%，其次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有    

4 360 项，占被统计项目的 24.5%。但因每个学科门

类涵盖的一级学科数量不同，工程与技术科学类和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所包含的一级学科最多，分别有

24 个和 19 个，若按每一学科门类的平均数计算，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的项目偏少。具体见表 2。 

 
图 1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投入情况 

 

表 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指导教师职称情况 

序号 职称 数量 百分比 

1 正高 4 407 20.72 

2 副高 7 791 36.64 

3 中级 7 239 34.04 

4 初级 1 076 5.06 

5 企业 139 0.65 

6 其他 614 2.89 

（四）立项数量情况 

统计显示，各省（区、市）立项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数量与投入经费情况基本相符，

超过 500 项的省（区、市）有 14 个，100 项—500

项之间的有 12 个，100 项以下的有 5 个，其中山东

省最多 2498 项，青海省最少 2 项。具体见图 2。因

教育部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立项名额

下放至地方教育厅（教委），因此各省（区、市）

资助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高校覆盖面也

有所不同，其中广东资助高校最多 54 所，内蒙古

资助高校最少 1 所，所有项目均来自内蒙古大学。

具体见图 3。 

表 2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所属学科门类情况 

序号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数） 数量 平均数 

1 自然科学类（8） 2 586 323 

2 农业科学类（4） 559 140 

3 医药科学类（6） 1 849 308 

4 工程与技术科学类（24） 8 466 353 

5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19） 4 360 229 

6 不详 49  

 

图 2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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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地方高校数量情况 

 

二、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具体

建议 

（一）做好顶层设计 

教育部公布的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全国各省（区、市）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实施情况。“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作为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重要途径，业已得到师生的广泛认可。地方

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进一步加强项目的宏观调

控，并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第一，在国家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要积极争取校企合作

单位、社会各界的支持，鼓励学生开展创业类项目

的申报（2015 年教育部公布的地方高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

仅占总项目的 17.7%）；第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增加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的覆盖面,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充分发挥实践环节

在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学中的应用，引导学生在实践

中深化理论知识。 

（二）加大经费投入 

地方政府和高校要在现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专项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多方面筹措经费，

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为创新创业的持续开展提供

足够的经费保障。地方政府应增加“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高校覆盖面，充分调动高校参

与的积极性；地方高校应增加项目的受益面，使得

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训练，同时

要加大对交叉学科项目、创业项目及重大项目等资

助额度，促进项目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三）加强过程管理 

要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切实践行“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

在过程”的理念，就需要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高

校可通过搭建项目交流平台，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建立项目检查和反馈制度，完善师生互动与激励机

制等，使项目真正落到实处，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效果。 

（四）优化师资队伍建设 

要广泛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一方面支持教师进行实践锻

炼，解决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师工程素养与高等工程

教育要求不相适应的现状，同时提高教师指导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的水平；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创业成功

者、风险投资人等各行各业优秀人才参与创新创业

项目的指导，逐渐建立和充实一支专兼结合的创新

创业师资队伍。 

三、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实施策略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是一项复杂艰巨

的系统工程教育，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

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必须贯穿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高校应以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为契机，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形成以学

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创新能力训练体系，不断

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4]。 

（一）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中提

出：“不同层次、类型、区域高校要结合办学定位、

服务面向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制订专业教学

质量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5]。高校应树立先

进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将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纳

入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创业实践可包含科技创新活

动、科研项目、社区工作、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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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各类竞赛等。学生参加上述实践活动给

予一定的学分，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

分。同时，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构建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本

科人才培养体系。 

（二）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不断加强以创新创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

改革，注重创新创业精神的教育和指导。在宏观层

面上，可以为全校学生开设创业教育、领导学、创

新思维训练等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在微观层面

上，各专业可结合实际，整合课程内容，将创新创

业教育理念、专业领域内前沿新知识、新技术等融

入到日常课堂教学的讲授中，注重工程知识、工程

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最终实现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的高度结合。在此基础上，鼓励

教师开展案例教学，向学生生动、直观地展示概念、

规律的形成过程及创业融资、流程等，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启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6]。 

（三）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包括实习、工程训练、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等，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重要

途径，也是对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重要检查过程。各高校可引导学生将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与课程设计、科技竞赛、毕业设计等有效

结合，切实提高学生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

力。同时，加强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鼓励学生

依托实习基地进行校外毕业设计，因设计题目来自

企业的项目，这对学生实践能力锻炼会很大，毕业

设计水平也会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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