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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胡小娱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  当前，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存在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重个人价值、轻社会价值，

重短期指导、轻长期跟踪，重指标评价、轻实际成效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分析价值教育

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从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价值体系、构建创新创业教育师

生共同体和构建科学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将价值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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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

祝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

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1]这一重要

论断深刻阐明了创新在国家、民族进步和国际竞

争中的特殊重要性。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实施意见》指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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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

措”。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创新创业教育开展的前沿阵地和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战略高地，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高校人才

培养理念和培养模式的新探索，是高等教育主动

适应、积极回应时代呼唤的创新、发展和升华。 

创新创业教育兼具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创新

创业体现人的生产能力，具有生产力属性，有先

进与落后之分；创新创业也体现文化的本质属 

性—— 人化，它是人的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具有

意识形态属性，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具有一

定的方向，这就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方向感，必

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2]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载体，对大学生思想引领、价值塑造、精神

涵养、人格健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价值教育引导工作效果不佳的当下，

牢固树立涵养创新精神、激发创业意识、培育创

新创业能力的价值理念，使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超

越单纯追求荣誉获取和财富创造的物质层面，上

升到增进他人福祉、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的价值高度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价值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一) 价值教育的内涵 

    价值即有用性，是价值客体满足价值主体某

种需要的属性。价值观则是价值主体对于价值客

体的有用性的总体观念与根本看法，是价值主体

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价值客体是否有用

和有用程度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总称，具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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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稳定性、发展性和实践性等特征。价值观

包括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 

    价值教育是指教育者按一定社会或阶级的

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把一定的社会

思想、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规范，即社会所倡导的

价值取向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价

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过程。本文所讲的价值教育

是以价值观的澄清、塑造、完善和发展为核心内

容的教育。 

    (二) 价值教育的特征 

    价值教育具有内省性、渗透性、实践性和渐

进性等四大特点。 

    一是内省性。价值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受教

育者由他律转为自律，即由“教”来实现“不教”。

价值教育不仅仅限于将价值规范和价值观念传

授给学生，更在于学生将学到的价值内容与自身

的价值观念进行对照、思考、反省，从而调整和

完善自身的价值观。因此，仅仅只靠外在的价值

引导是远远不能达成价值教育目的的，必须由学

生将教育内容内化成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

范，才能真正提升价值教育的实效性。 

    二是渗透性。价值观的内隐性决定了价值教

育除了要运用显性的知识传授途径外，更多地依

靠隐性教育方式使受教育者耳濡目染。这里隐性

的教育方法主要是榜样示范和环境熏陶。榜样示

范指教师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使自己的言行成

为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的最好体现，让学生在

教师的言行感染中不自觉地受到教育和引导。环

境的熏陶主要是指通过外在环境的营造使学生

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从而在“日用而不知”“日

感而不觉”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是实践性。价值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

将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内化为信

念的同时外化为行为习惯，因此，价值实践是价

值教育的终极目标和最终归宿。同时，价值观是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检验和发展的，因而

价值教育必须以一定的实践活动为载体，在一定

的实践场景中进行。这些都决定了价值教育的实

践特性。 

    四是渐进性。价值教育是改变人们认识世界

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因而必须遵守人们的认识

规律。人类的认识规律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由

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规律，人们形成思想

认识、进而形成价值观念的过程遵循着“由浅入

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规律；二是思

想认识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的发展也具有反复

性，其接收的教育内容要在内心进行不断地吸收

和舍弃，才能实现价值观念的完善和发展，这个

过程不是每时每刻都是向前的，中间会有倒退和

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向前的[3]。 

    二、当前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 

    当前，高校普遍开设了包括“创业基础”和

“就业创业指导”在内的创业教育通识课程，但

课程建设还存在着数量较少、系统化不够、前沿

性不强、质量不高、与专业教育相割裂等问题。

此外，现有的创新创业课程更多的是注重创新创

业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少有涉及对学生创新

创业价值取向的塑造和引导。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前院长钱颖一教授曾谈到，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

是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人类核心知识获取。在

通识教育中，价值塑造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其次

才是能力培养和知识获取，可见价值教育在通识

教育中的引领作用和核心地位。然而，当前我国

高校的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忽视了对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社会责任感、

人类关怀等价值观念的教育，对经受挫折、刻苦

钻研、艰苦奋斗等意志品质的培养，以及对诚实

守信等道德品质的涵育，从而导致创新创业通识

教育的实用性倾向。 

    (二) 重短期指导，轻长期跟踪 

    创新创业成果产出是当前判断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成效的关键。高校对创新创业成果的重视

往往表现在对“重点项目”参赛前的大力指导或

者前期的资金支持等方面；更多地关注项目成功

后带来的短期宣传效应或高校相关指标排名的

提升，对于项目后期进展的跟踪和关注较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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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项目是否能投入生产以及创业项目投

入运营的后续发展状况缺乏后期的指导，一些项

目因后续困难而被迫中止。 

    (三) 重个人价值，轻社会价值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于个人价值的强调远

胜于对于社会价值的关注，突出表现在一些学生

开展创新性研究或进行创业实践的目标功利化、

短视化倾向较为严重。在保送研究生、获得奖学

金、赚钱等利益的激励和驱动下，一部分学生只

是把创新创业当作获得个人利益的一种渠道，而

不去考虑开展的创新项目和创业实践对集体、社

会、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发展的意义。这种重个人

价值、轻社会价值的不良价值取向使得一些学生

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少数人甚至存在诚

信缺失等道德品质问题。 

    (四) 重指标评价，轻实际成效 

    受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指挥棒的影响，当

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非常看重学生创新成果的

产出率、创业计划的实践率、创新创业项目的获

奖率、创新创业实践场所(创新训练中心、创业孵

化器等)的建成率等短期成效的显性指标。因此，

各大高校都加大对科研创新项目和创业实践类

项目的前期重点指导和培育，加速对各类创新创

业实践场所的建设和装修，以期在各类指标评比

中获得满意的成绩和排名。这种以各类量化指标

为依据的评价方法虽然能高效、直观地反映出高

校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情况，但也由于其本身的

局限性而使得评价结果只能部分反映出高校开

展创新创业工作的实际情况，而那些难以量化或

者短期难以显现的指标无法体现出来，因而也就

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对学生在创新创业教

育中收获了哪些成长、得到了哪些精神品质方面

的提升、对创新创业的认知、态度改善等，而这

些内容往往才是创新创业教育实效性的根本  

体现。 

    三、价值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

依据 

    (一) 价值取向与社会活动的相依性 

    “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都是由一定的

价值观支配并有一定的价值附着其上的。因为社

会历史过程是主体自为的、合目的的选择过程，

是规律性与价值性的统一。”[2]任何社会活动都是

与一定的价值观念相连的，不存在没有价值取向

的社会活动，价值观念也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活动

体现出来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割裂。因此，

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也必然

有一定的价值观念附着其上，这个价值观念回答

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为什么而开展的问题，即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因此，价值教育

将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解决其终极目标问题。 

    (二) 价值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融性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道德教育流派之

一—— 价值澄清学派的相关理论认为，知识教育

与价值教育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价值澄清学派

代表人物路易斯·拉思斯等人曾指出，“同样注

意‘学科’问题和‘价值’问题是怎样穿插在一

起的。教师负有讲授这两种问题的责任，而且这

两种学习相辅相成……没有转换成价值观的知

识只不过是记忆中短暂的令人不满的生活方式

而已。”[4]可见，知识传授一定包含着价值引导，

不存在只有单纯知识讲授而没有价值引导的教

育，同样，只有空洞的价值引导，而没有一定的

学科作为支撑的价值教育也注定会沦为空中楼

阁。将价值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将促进价值塑

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

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而进一步提升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三) 人才培养的价值定位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回答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人才

培养的根本价值定位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回答清

楚了，才能真正发挥好其在育人过程中的独特作

用。而这个人才培养价值“三问”，是对于人才

培养的价值旨归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

价值教育将有助于解决好创新创业教育的人才

培养价值定位问题，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大方向

性的指引，保证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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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国家的战略需求。把价值教育融入创新创业

教育将进一步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的育人价值体

系、厘清育人目标体系、构建育人策略体系，从

而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性。 

    (四)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三全育人”的大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思想政治教育

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用其思想观念、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价值准则对其成员施加影响，使他们

形成符合一定阶级或社会需要的思想意识、价值

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意识形态

是该阶级、该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

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5]可见，思

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就决定

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载体的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也必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作为我国社会

主义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就必须始终坚持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价值取向，这也就

为价值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根本

依据。 

    四、价值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 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高校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创新创业教

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必然与德智体美劳

这五项核心素养的培育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

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曾经指出，“核心价值

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

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6]可见，排在

德智体美劳五项核心素养第一位的“德”，其核

心与灵魂就是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创新创业教育

是价值教育功能实现的一种有效载体。创新创业

教育既是一种智育，也是一种劳动教育，更是一

种德育，将价值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更

好地帮助创新创业教育实现智育和劳育之外的

德育功能，有利于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智育和劳育

提供价值引导和道德规范，让学生在创新创业实

践中形成正确价值取向、培养道德情操，这将有

效拓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与功能，对于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 是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效性的题

中之意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传授创业知识和

技能的“术”的教育，更需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对

学生进行精神涵养、价值塑造和心态培育，即

“道”的传授。掌握创新创业的“道”才算是掌

握了其灵魂和精髓，若没有“道”的指引，“术”

也只会沦为没有方向和灵魂的纯粹技艺。将价值

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进一步培育学生

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社会责任感。让学生从

内心深处认知、认同、并践行敢于突破、不怕失

败的首创精神，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愈挫愈勇、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诚实守信、爱

岗敬业的职业道德，精益求精、认真忘我的工匠

精神。这些精神的培育有助于帮助学生进一步明

确创新创业的价值取向，坚定创新创业的意志，

进而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三) 是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性的必由之路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

重要渠道和载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起

着独特的作用。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教育问题，

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

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效性不仅指结果的有效性，还包括过程的有

效性和要素的有效性，而要素的有效性和过程的

有效性是结果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要素的有效

性和过程的有效性不仅强调各要素功能的充分

发挥，更要求各要素间相互协调、优势互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需要全员参与、全要素

协同、全方位联动的系统性工程，须统筹多种要

素相互协同、同向共进，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

二”的整体效应，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

性；反之，如果各要素各自为政，互不联通，则

容易造成主目标偏离、内容方法疏离，进而削弱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2021 年第 12 卷第 2 期 

 

28

的大思政格局下，价值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互

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因此，价值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使二者

相互融合、配合、整合，有助于二者形成协同合

作、同向同行的良好格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性。 

    五、价值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现

路径 

    (一) 把握好一元性与多元性的关系，构建创

新创业教育价值体系 

    创新创业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创新创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创新创业价值观

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分支，高

校创新创业价值教育问题其实是“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重大实践命题。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

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的社会

思潮、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繁杂，而

“多样化的进程越推进，越是呼唤主旋律的力

量，这是社会有序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外社会发

展中所共有的规律性。”[7]因此，在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一”与

“多”的辩证法，即明确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旋律，

以主旋律为引领和指导，统筹其他多元价值取

向。同时，还要让主旋律“走进多质多样的社会

大众，需要有丰富多样的展现形态、言说方式。”

“既需要把‘一’说得更加精准透彻，也需要把

‘多’演绎得更加精彩纷呈。”[7] 

    因此，将价值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主旋律为引领，统筹

创新创业领域的多元价值取向，构建具体、多维、

符合的大学生特点的创新创业价值体系。从微观

层面来说，即从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来看，要确立

热爱创新、勇于创造、艰苦奋斗、不惧失败、精

益求精的价值取向；从中观层面来说，即从自己

与他人的关系来看，要确立关心集体、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的价值取向；从宏观层面来说，即从个

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看，要确立具有社会责任感、

家国情怀、人类关怀的价值取向。 

    (二) 把握好主导性和主体性的关系，构建创

新创业教育师生共同体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指出，

“大学的最初含义—— 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 

与它作为所有学科的统一体的含义是同等重要

的。”[8]这一经典论述突出了师生共同体在整个大

学育人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在此视角之下，学生

不再是纯粹的教育客体，而是与教师作为共同体

发挥着主角作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生共同体

是学生和教师在探讨创新创业理论知识、交流创

新创业观点想法的价值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在

这个共同体内部，学生扮演着主体作用，教师扮

演着主导作用。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力和作用，要

求一切教育围绕着人的特性来开展，而主导性则

强调教育的方向性，即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对受

教育者进行引导和塑造。因此，要在尊重学生天

性、关注学生特点和需求的基础上，采取更多贴

近学生的教育引导方式，来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

创新创业价值观。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需要充分

了解学生的特点、关注学生的需求、尊重学生的

个性，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接受习惯来进行有

针对性的创新创业价值取向教育，同时，针对价

值观还未定型的大学生当中存在的多元创新创

业价值取向问题，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引

导学生积极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对歪曲的价值观

进行纠偏，使学生在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

中，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新创业价值 

理念。 

    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构建中，须进一步加强

创新创业课堂内师生交流，运用启发式、讨论式、

参与式教学方式增强课堂互动，变“沉默的大多

数”为“热情参与的共同体”，通过小班研讨、

探究式学习、翻转课堂等多样化教学形式，让学

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成为课堂的主角。同时，

教师要主动设置和价值观有关的议题，如创新创

业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等，引导学生对创新创业中

的价值观问题进行积极关注和思考，在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同时，塑造学生正

确的创新创业价值取向。同时，还要搭建课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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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交流平台。如，开展师生互动主题沙龙，师

生就创新创业热点事件或热点话题进行交流探

讨，实现课堂外教师和学生在思想价值层面的交

流碰撞，让师生在深入的探讨中澄清创新创业中

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实现教师对学生的全方

位引导。 

    (三) 把握好量化评价与思想评价的关系，构

建科学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机制 

    评估是衡量教育效果的有效方式，科学的评

估体系能客观准确地评价教育成效的高低，并能

帮助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后续的纠偏

和改进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

育在评估上的体现就是要将创新创业教育价值

体系的导向体现在各种考核和评价体系中。 

    首先在学生表现的评价方面，需着重引入对

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思想评价。“改变当前只重

视创新创业成果，忽略创新创业者实践过程和成

果对社会的价值和贡献的评价倾向，而应侧重学

生平时参与的表现，努力将公益性、外部性等指

标纳入考核体系进行价值引导，实现过程考核和

结果考核的流畅互通。”[9]其次，在教师表现评价

方面，要建立包含创新创业价值引导工作成效的

评价机制。引导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师积极将创

新创业的精神、品格、道德、行为准则等有关价

值的内容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之中，并作为教师年

终考核、职称评聘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引导其他

各门课程教师，包括专业课教师，积极挖掘课程

中所蕴含的创新创业价值教育元素和资源，使得

各门课程都成为创新创业价值教育的主渠道，所

有老师都成为创新创业价值教育的主导，形成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创新创业价值教育格局。最后

在高校综合评价方面，要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

的价值引导工作开展成效作为评估高校的重要

指标，促进高校拿出实招、硬招，真正重视创新

创业教育中价值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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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such a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knowledge imparting, personal value, short-term 

guidance and index evaluation, while neglecting value guidance, social value, long-term tracking, and actual 

resul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value education in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ntegrating value education in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value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teacher-student community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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