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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梳理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的历史、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课程属性的

研究，提出了创新创业实践的课程观点和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概念，探讨了创新创业实践这一特殊

课程的学分属性和成绩属性以及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的内涵。以某民办高校为例，探讨了创新创业

实践项目的分类分级、构成范围，以及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折算认定规则与流程、激励措施、学分

替代和系统管理。最后，对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折算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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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概述 

    (一)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由来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也叫“创新创业学

分”“奖励学分”“课外素质学分”“创新学

分”等，是指高等学校全日制学生在校期间，根

据专业特点、个人特长和爱好，在教师的指导下

参加科学研究、学科竞赛、行业证书考试、资格

考试、社会实践等取得一定成绩，并通过申请和

认定所获得的相应学分[1−2]。20 世纪末，我国一

些高校就开展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的初步

探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具有互认、转换和累加

的性质，这一思想起源于美国试行的学分银行。

学分银行借鉴和模拟了银行的管理理念，将学分

当作可以存储、兑换、信贷的工具，通过学分

认定、积累和转化，打破了原本存在于学历教

育之间、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壁垒[3]。

1982 年，学者关世雄发表文章《美国成人教育

一览》，首次将学分银行的概念引入中国[3]。 

    2012 年 8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普通

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自此

我国高校开始将创新创业教育课的学分纳入总

学分体系，并将创新创业教育课列为通识教育必

修课，一些高校制订了适合本校特色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实施办法”，并开始了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及认定工作[1−2, 4]。国务院

办公厅于 2015 年 5 月颁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对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2017 年 2 月，教

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5]，明

确了高等学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

的范围。至此，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管理工作

开始在我国高等学校全面开展。 

    (二)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的意义、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 

    把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修读要求写入人才培

养方案，并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和毕业要求中，是

科学有效解决目前创新创业教育中学生覆盖面

不大、落实不到位、学生主动参与意识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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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备不足、教学时间不充足等问题的重要举

措。高等学校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折算认定，较

好地依照了“全过程渗透、模块化推进、联动式

建设、全方位教育”原则，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创新创业实践的有机融合，是培

养应用型、创新型、创业型人才的有效形式[6]。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进行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

算认定改革，在推行弹性学分制，构建创新创业

实践体系和学分标准，研究并制定创新创业实践

学分转换标准，实施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与认

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创新创业实践

学分折算及认定管理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高校在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方面都

还不成熟，缺乏统一、可行、科学严谨的衡量标

准。高校对学生毕业需要达到的实践学分要求没

有统一标准，都是按照自身情况各自制定认定规

则；对于创新创业活动的认定标准也各不相同，

导致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机制难以真正

有效运行[7]。 

    第二，由于对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内涵与性

质理解不清，有的高校把创新创业实践简单地视

为一门课程，对课程的“量的属性”和“质的属

性”不了解，简单地把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看作学

分或学时。有的高校对“创新创业实践”只用学

分来度量，也就是该课程只有学分，没有成绩，

只有及格与不及格两级制，没有对创新创业实践

项目分数的累加性、此“课程”的无补考性等进

行说明。 

    第三，一些高校的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分类

不科学、不合理。如：有的分成专业实践类、社

会实践类、创新创业课程类，有的按科研学分、

技能学分、实践学分等进行分类，有的高校则按

考试类、竞赛类、创新创业类、其他类等进行分

类，分类的衡量标准不明确、不统一，项目分类

重叠。 

    第四，由于目前国内各种学科竞赛的主办单

位差异较大，项目和论文等的含金量也不一样，

高校对学科竞赛、项目、论文等的分级分类难度

较大，在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时规范性有所

欠缺[8]。 

    第五，由于对学分认定范围不明确，项目标

准未细化，高校对创新创业实践过程的监督和管

理经验不足，在认定实践项目学分时，工作人员

对项目的判断简单，也有学生功利心较重，可能

会出现虚报实践成果的现象[8]。 

    (三)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改革思路 

    针对当前国内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

认定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分析创新创业实践学

分折算的内涵，将创新创业实践视为一门特殊课

程，引进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的概念，使得创

新创业实践这一特殊课程既有量的属性又有质

的属性。 

    我们以某民办高校为例，探讨大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项目的分类和构成范围，提出民办高校创

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折算认定规则、工作流程

等。建立“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管理系统”，对创

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进行管理。 

    二、对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内涵的新认识 

    (一) 课程属性的认识 

    传统的学分是由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

会提出的，用于衡量学生的学习量，主要代表学

生所修习的课时量[9]。在我国，各高等学校都按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和专业介绍》《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制定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包

含有不同类别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每门普通课

程都有学分、成绩和绩点的属性。学分是对学生

学习量的度量(学习“量的属性”)，它反映了学

生学习的课时量，是衡量学生能否毕业的依据之

一；课程成绩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衡量，是课程

学习“质的属性”，课程成绩的记法有百分制，

还有二级制、四级制、五级制等；绩点是评估学

生学习量与质的综合指标，绩点不是独立变量，

它依赖于学分与课程成绩，由所有课程绩点的权

和平均值来定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它是学位授

予的重要依据之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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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创新创业实践的课程观点与项目分数

概念 

    为解决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折算认定

问题，我们将创新创业实践视为一门特殊课程，

称为“创新创业实践”课，给它设定学分(比如 4

学分、5 学分等)，它反映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

求修读的总学分(比如要求修读 165 学分、170 学

分、175 学分等)的权重，它是要求学生完成学习

的课时量。为解决“创新创业实践”课“质的属

性”，我们给出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的概念，

从而得到“创新创业实践”课成绩。 

    我们将学生参加各类科学研究、学科竞赛、

行业证书考试、资格考试、社会实践等项目称之

为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学生完成创新创业实践项

目取得一定成绩，按项目的类别、级别、性质等

赋予一个数值(此数值是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函

数)，此数值称之为该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分数，

如：科学研究门类的科研实践项目类型“省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赋值为 40 分，学

科竞赛门类的“省级 B 类学科竞赛二等奖项目”

赋值为 30 分，等等。再按规则将分值分配给项

目组各成员。若一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累计创新

创业实践项目分数之和达到 60 分，则“创新创

业实践”课程及格，获得相应学分(比如 4 学分、

5 学分等)，而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之和称为

“创新创业实践”课成绩。此成绩不设上限(允许

超过 100 分)，也不存在补考，但需要“补学”，

即若某学生项目分数之和不到 60 分，则该学生

需要通过完成项目获得相应项目分数，从而达到

“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合格要求。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以类型、等级进行划分。

每个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相当于“创新创业实践”

课“试卷”的一个题目，完成一个项目也相当于

完成一个“试卷”题目，从而获得项目分数，各

项目分数相加就是“创新创业实践”课的成绩。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具有累加性、可补学性、

内容广泛性、分数无上限等特性，所以对“创新

创业实践”这样一门特殊的课程要突破 100 分的

限制，并采用分段函数来定义其学分绩点。 

    三、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构成范围 

    根据 2017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

41 号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章“学

籍管理”的第二节“考核与成绩记载”中的第十

七条“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

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业学习、学业要

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

业成绩”[5]，并通过对国内一些地方高校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的调查分析，以广东

省某民办高校为例，我们认为：某民办高校创新

创业实践项目构成范围为四个项目门类，即：科

学研究、学科竞赛与文体竞赛、考试与证书、社

会实践与公益活动[11]，四个项目门类的具体构成

范围是：① 科学研究门类包括科研实践项目、

学术论文、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等项目类型。② 

学科竞赛与文体竞赛门类包括学校认定的不同

类别学科竞赛和各种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等项目

类型。③ 考试与证书门类包括国家职业资格技

能鉴定考试、全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级考试

(含大学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专业技能考试、

研究生入学考试等项目类型。④ 学术活动与实

践活动门类包括学术讲座、文化科技活动、社团

活动、创业实践(如注册公司、工作室、事务所等)、

创新创业先锋班培训，以及省教育厅有参与要求

的学科竞赛(如“互联网+”大赛、职规赛等)的网

上申报、社会实践与公益活动(如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活动等)、通讯报道

或网络推文的撰写等。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设立是根据高

校办学特色、专业特点及培养定位来确定的，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管理办法制订要因

不同高校办学定位的不同而不同，不宜一刀切。

以上分级分类划分可能只适合于某民办高校。 

    四、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的认定规则、激

励措施与认定流程 

    针对某民办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我

们给出如下某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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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规则、激励措施、学分替代和认定流程。 

    (一)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的认定规则 

    根据学科竞赛、项目、论文等的含金量和性

质，按类型、等级等，列出每一个创新创业实践

项目的分数一览表，作为认定分数的基本规则。

同时对科研实践项目分数规定立项后计 40%的

分数，结项后计 60%的分数；若优秀结项，则以

该项分数 1.2 倍计算分数。 

    集体项目、合作论文等成果分数分配比例

为：两人合作 7:3，三人合作 5:3:2，四人合作

5:3:1:1，五人合作 5:2:1:1:1，六人合作 5:2:1:1: 

0.5:0.5。其他情况、特殊情况由项目组及指导教

师根据实际情况讨论决定项目分数分配方案。 

    国际级学科竞赛按国家级学科竞赛分数的

1.2 倍计分，市级学科竞赛按校级学科竞赛分数

的 1.2 倍计分，院系级学科竞赛按校级学科竞赛

分数的 0.6 倍计分。对于未列入的创新创业实践

项目，由学校相关部门参照学校创新创业实践学

分折算认定管理办法、学校教师教学科研工作量

计算与奖励办法等给予项目分数。 

    同一个项目获不同级别的奖项或不同级别

的资助立项等，以最高级别计分，但不重复计算

项目分数。 

    建立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管理系统”，将创

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工作纳入计算机系统

管理。 

    (二) 创新创业实践分数认定的激励措施 

    凡创新创业实践成绩累计达到 75 分者，经

学生本人申请，经所在二级学院审查，教务处复

审确认后，每 15 项目分值可替代通识选修课程

模块 1 个学分。本科学生替代学分一般不得超过

4 个学分，专科学生一般不得超过 3 个学分。 

    凡本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成绩达到 90 分者

(专科学生达到 67.5 分者)，学校将授予其“创新

创业实践优秀学生”称号。对弄虚作假获得创新

创业实践项目分数者，则取消其相应的创新创业

实践课分数，并且“创新创业实践”课程按考核

作弊处理。 

    (三)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的认定流程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的认定采用学校项

目负责单位确认、网络申报、系统审核的流程。 

    (1) 每年设两个认定时间，学生根据创新创

业实践学分折算及管理办法，填写《创新创业实

践学分认定单》，持认定单及相关证明材料(立项

文件、结项证明、获奖证书、发表的论文、成果

鉴定书、专利证书、技能培训证书等)到项目负责

单位(相关部门或二级学院)认定(签字、盖章)，所

持材料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复印件由负责单位

留存，原件用于核验，学生本人保存。学校职能

部门、二级学院组织的项目由负责单位统一开出

认定单或统一上传系统。 

    (2) 学生登录教务管理系统进行创新创业实

践项目分数申报，申报内容为创新创业实践项目

信息，并上传认定单及相关证明材料的扫描件。

同时，交一份纸质材料给二级学院存档。 

    (3) 二级学院指定的负责老师根据创新创业

实践学分折算及管理办法，登录教务管理系统进

行审核并认定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相关职能

部门登录系统抽查、审查。 

    (4)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经二级学院审核

后，在二级学院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经二级学

院领导审批，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将学生获得的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和成绩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各二级学院辅导员是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课程修读的导师，指导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创新创

业实践学分的修读、申报和认定工作。各二级学

院指定专人负责创新创业实践项目分数的审核

认定工作。 

    五、结语 

    笔者是以某民办高校为例讨论了创新创业

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的相关问题，对于有专科生的

本科高校，可采取“乘以 4/3”的方式来确定专

科生的学分和项目分数。如：若本科生设定 4 学

分，则专科生设定为 3 学分；同时及格标准、优

秀标准均采用乘以 4/3 后的结果。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管理还须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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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开展的工作是：①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项目

分类、分级和分值方面的研究；② 设计并建立

一个科学、规范、合理、易操作的创新创业实践

项目分数申报与认定计算机管理系统。 

    通过对某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

的研究与实践，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弹性学分制改

革，促使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的构成范围符合教育

发展规律和学校实际、适应市场需要和社会需

求。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折算认定管理有

助于应用型、创新型、创业型人才培养，有利于

学生潜能发挥及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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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s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credit commutation 

recogni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and problems, puts forward the curriculum view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project score 

through the study of course attributes, and explor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s a special 

course' s connotation of credit attributes, achievement properties and credit commutation. Taking one privat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projects, 

the scope of composition, as well as the rules and process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project score conversion recognition, incentives, credit substitution and system management are discussed. 

Finally, further research issues are proposed for the recognition of credit convers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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