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3 期                                                       Vol.14 No.3 
2023 年 6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Jun. 2023 

 

 

高职院校“三阶四进两循环”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 

 
刘巧芝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0) 

 

[摘要]  运用教育生态学的思维和方法，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入手，在遵循思想

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设计课程结构，构建“三阶四进两循环”创

新创业教育模式。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专创”融合型人才培养衔接问题，“双创”实践与产

教融合脱节问题及“双创”育人管理工作“碎片化”问题，将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融入区域经济

发展的大格局中，推动构建高职院校创新教育新生态，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实

践参考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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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文件指

出：“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健全课堂教

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

融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

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1]这

为当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随着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向纵深发展，许多高职院

校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但

普遍存在“专创”融合度不高，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与产教融合脱节，“双创”育人管理工作“碎

片化”等问题。因此，文章结合高职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的实际，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入手，尝试构

建“三阶四进两循环”创新创业教育模式，为高

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

考和遵循。 

    一、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专创”融合型人才培养衔接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存在

不足，缺少对创新创业课程的整体规划。国内大

多院校将该课程作为公共基础课中选修或者必

修课，以专题讲座或者主题活动的形式完成实践

训练任务。从实践来看，“双创”教育理念滞后

是阻碍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更为突出的问

题是：在课程设计中无法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

与专业课融合度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使

得学校教学、科研、实践在“双创”教育这一具

体环节的契合度不够，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新能力未能充分激发。 

    (二) “双创”实践与产教融合脱节问题 

    产教融合是发展职业教育重要的方法、载体

和手段。将“双创”实践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联

系起来，无疑将有助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的落

地。由于多数高职院校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上片面

地模仿普通本科院校，在课程设置、内容组织、

学分转换等方面失去了职业教育的特点或院校

的区域特色，导致出现“从众效应”。主要表现

为：“双创”教育与地方产业结构的吻合度不高，

产教融合的深度不够；“双创”导师、教材、教

学方法的时代性与动态性不足；在育人目标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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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求方面存在“隐性壁垒”。 

    (三) “双创”育人管理工作“碎片化”问题 

    “双创”育人工作在高职院校属于实践育人

工作，但由于部分高职院实践育人的顶层设计不

完善，导致“双创”工作协同育人合力尚未形成，

典型表现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各种政策、机制碎

片化，教育模式碎片化和课程体系碎片化三种形

态，加上校内外“双创”教育要素与资源离散，

使得政策制定与执行出现偏差。  

    二、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生态系统理论为本研究构建“两循环”工作

系统提供了理论遵循。 

    (一) 教育生态学逻辑 

    教育生态学是一门以生态系统、生态平衡为

基础的研究教育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发展演化

规律的新学科。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主要包

括教育的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在教

育系统内部，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由人、教育和

环境三者构成的统一体。因此，在学校生态系统

理论中，一个学校就相当于一个自组织系统，其

内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构及其衍生的功能、形

态；其外部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环境、网络环境等要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学校生态系统的稳定是相对的，是平衡—

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发展演化过程。 

    (二)“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理论 

    2010 年，我国学者林嵩在麻省理工学院“创

业生态系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创业教育生

态系统”的概念，指出其是由课程、学生、教

师、环境等要素组成的一个自组织的、动态的、

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2]。此后，我国学者黄兆信、

王占仁等在总结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

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际，提出了推进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的一系列思路，并将其逐渐融入

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

承中[3−4]。由此，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家和地

方的大力支持及诸多学者的推动下获得了飞速

发展。在该理论中，创业教育被定义成是一种涉

及自然、社会与人的动态关系的复杂社会现象，

是“社会群落结构与运行体系中，政策、金融、

教育、文化、市场、人力资本、支撑系统等要

素交互作用，形成寻求良性发展的创业生态系

统”[5]，因此，创业生态系统实质上是一种生态

思维，由于其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系统的结构、

功能及发展变化非常复杂。结合前人对创业教育

生态系统的理解和定位，可以将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系统理解为教育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其

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与其他子系统是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是一个由“创业性

与教育性相融合”[3]的，以新时代大学生为主体

的，其他因素共同参与的具有自我调整、可持续

发展的育人系统。 

    三、高职院校“三阶四进两循环”创新创业

教育模式构建措施 

    基于分阶的教育策略，在具体的教学与实践

过程中需彰显学生的个性特征。以项目式实践任

务为载体，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不断将理论知识升华为自身的创新意识和

创造思维。以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系统

化课程设计为着力点，“三阶递进”课程遵循“创

新创业通识教育+实践能力培养+创业实践与孵

化”的层级培养，“四进能力”遵循“生涯发展

能力+职场通用能力+‘专创’融合实践能力+创

办企业能力”的递进规律，“两循环”工作机制

将构建“内循环生态+外循环生态”相结合的实

践育人工作机制，将校内外资源整合优化，聚

焦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实干家精神和“双创”

竞争力。 

    (一) 重构课程体系，有效解决“专创”融合

型人才培养衔接问题 

    第一，遵循学生认知规律，以系统化设计的

三阶递进课程建设为着力点，将课程思政融入创

新创业教育全过程。第一阶段是通识课程教学与

活动环节。应注重启智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

采用“课堂教学+文化活动”的教育教学方式，

对学生进行创新意识和创业思维的培育。此阶段

建设可参照《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教程》《大学

生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等基础课程与活动课程

的内涵，充分利用志愿者下乡实践、“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实践等活动，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将

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奋勇拼搏的精神根植于学

生心中。第二阶段是“专创”融合教学与实践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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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此阶段要实现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教学的交

叉融合，将能力训练放在首位，依照创新、创意、

创业三类聚焦的交叉程度和覆盖面积，选拔和培

育有创业潜质的学生，注重其专业技能与创新创

业能力的培养。此阶段应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借助各类职业技能竞

赛、创新创业大赛等实践环节挖掘和培育创业团

队，实现跟踪式立体化培养。第三阶段是创业精

英模块实践环节。学校应对接产业需求，依托实

体孵化平台和虚拟孵化平台，并将线上线下平台

有机融合，根据创业项目的类型、特点，有针对

性地提供导师、资金、技术、场地等扶持，注重

孵化过程中的分阶、分层、分类，提高创业项目

的落地成功率。 

    第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升创新创

业能力。将“生涯发展能力、职场通用能力、‘专

创’融合实践能力、创办企业能力”融入“三阶

式”系统化课程，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首先，

将“生涯发展能力、职场通用能力”融入第一阶

段的课程设计中，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推

进通识课程的信息化改革，广泛地应用讨论式、

启发式、探究式等多元学习策略，引导学生积极

强化对创新创业理论知识的内化，形成以创新创

业知识为基础、道德素养和企业家精神为支撑的

创新创业基础能力。其次，将“‘专创’融合实

践能力”融入第二阶段的人才培养中，依托大学

生创业园、众创空间、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平台，

完善“课堂+创业项目+企业+平台服务”的教育

教学模式，构建创业设计、产品生产、产品营销、

金融投资、电子商务等相配套的体系化创业链

条，实现专业教学和创业创新教育的有机渗透融

合，形成以专业教育为背景的创新创业实践训练

体系。最后，将“创办企业能力”融入第三阶段

的训练实战中，针对能力突出的创业精英开展创

业实战导师课程，帮助他们熟悉创业人力资源管

理、项目运营管理、金融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策

划、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知识，为创业项目成功孵

化打好基础。 

    (二) 持续拓宽实践平台，有效解决“双创”

实践与产教融合脱节问题 

    结合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及人才培养的目标

和定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应“通过创

建企业经营模拟式、经典案例研讨式、校企互动

实训式等多样化的选修课程教学形式，促进创新

创业教学从‘学’的简单认知转变为‘做’的复

杂行动”[6]。强化学校教师与学生的科研成果转

化，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建设，如举办创新创业大

讲堂、创新分享会，成立创新创业梦想社团等灵

活多样的创新创业实践育人形式，增强学生干事

创业的热情和信心。同时，依托校内外丰富的实

验实训基地(中心)、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等，促

进实践教育的共建共享；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新产

品、新工艺的研发与设计，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成

果的转化与落地，促进成果的推广与使用；通过

线上平台建立创新创业生态联盟，建立资源共享

的在线精品课程、微课、慕课等，整合不同领域

的优质教育资源，使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

实现资源共享、联机学习，共同提升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采用角色扮演、项目

运营、孵化器、商业模拟和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或

方法，不断克服障碍促进创业思维发展，以此提

升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7]；以“产学研用创”为

抓手，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将“双创”工作纳

入企业行业的合作内容，将企业的技术难点、创

意、研发移入校园，校企协同攻克技术难题；通

过创办订单班、赋能班等形式实现重点专业全覆

盖，将“双创”教育融入专业和产业中，实现双

创实践资源的共管、共享，有效实现“双创”人

才共育。 

    (三) 结合学校发展与地方特色，构建“内外

双循环”工作系统 

    总体而言，应当打造“双创”教育新生态，

有效解决“双创”育人管理工作“碎片化”问题

(见图 1)。 

 

 

图 1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两循环”工作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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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以“内部整合”构建“内循环”系

统。结合校情和区情，整合学校“内部资源”，

形成“结构要素”“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贯

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做好顶层设

计，从促进“通专”结合和跨学科教育入手，改

革课程体系，设置专门的管理机制，加强跨学科

研究与管理，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打通人才成长发展的“立交桥”，创新管

理机制，将学工、科研、思政、教学、团委等机

构交叉职能融合发展，如通过制定《科研创新团

队建设与管理办法》《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管理

暂行办法》《大学生创新创业与社会实践学分认

证实施办法》等涉及“双创”教育、教学改革、

师资队伍建设的规章制度，不断规范“双创”工

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切实可行的实践训

练计划和实践平台，将学校内部各相关要素“串

联”，逐步建立由点—线—面相统一的整体，从

教育理念、课程结构、人才培养、效果评价等多

个方面贯通各层次、各部门、各功能，逐渐建成

基于“内部整合”的跨层级、跨功能和跨部门的

“内循环”模式。 

    另一方面，以“‘双创’文化”+“产学研用

创”平台的“外部联合”构建“外循环”系统。

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合力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创

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将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

制度等因素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形成独特的“‘双

创’文化精神品牌”；以“产学研用创”为抓手，

充分发挥协同创新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科创

中心、大学生科技园等实践平台优势，使创新型、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有特色、成体系、上规

模，从内源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引导广大青年学子立志

建设美丽家园，把青春梦、创业梦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充分展现当代

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家国情怀。 

    四、推广建议 

    (一) 将思政元素贯穿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区域环境密不可

分，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品牌，同时，创新

创业教育本身就是立德树人、实践育人的工程，

因此，要充分挖掘“双创”元素，并根据课程内

容全程融入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逐步构建思政

元素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哺育—反哺”生态系统，

形成独具特色的“‘双创’文化精神品牌”，为学

生“铸魂固本”，并在课程思政、“专创”融合的

过程中充分展现，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把青春梦、

创业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

在一起，充分展现新时代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中国的家国情怀，开拓课程思政铸魂育

人的新局面。 

    (二) 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 

    通过创新创业课程群建设，逐步完善理论讲

授和实践教学载体，进一步梳理出“文化浸润+

技艺传承+创意创新创业”的基本方法，打通大

学生与服务区域发展、振兴乡村经济的通道，将

“学校+企业”组合、“专业+产业”组合、“科技

园+孵化器”组合有效贯穿“双创”人才培养全

过程。通过精准定位教学导向、精准供给教学内

容、精准选择教学方法，形成“线上-线下、课

内-课外、校内-校外”[8]等更为立体的教育结构，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鼓励引导大批返乡就业创业的大学生扎根基

层、敢闯会创，用智慧和双手建设家乡。 

    (三) 进一步拓宽创新创业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职业院校“双创”教育与服务社会密不可分，

因此，我们更应发挥“双创”教育的人才优势，

将科技、人才、智力、信息等优势聚集，通过技

能培训、专业教育、实践拓展等方式拓宽“双创”

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深化对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技

术服务；通过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转化机

构，加大对创业项目的支持力度，建立“双创”

成果与行业对接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实践平

台建设，充分发挥学校专业特色优势，形成布局

合理、辐射带动的“创新高原”，进一步打通人

才成长发展的“立交桥”。 

    总之，职业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与企业，与

社会服务均不可分割，在创新“双创”教育模式

的基础上，深入推动企业和学校资源的共建共享

是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双创”教育实效

性的关键。因此，联合促进学校“双创”教育发

展的一切外部和内部因素，利用好政府主导下的

产业资源优势，形成人才培养与产教深度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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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模式是促进高职“双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同时，唯有将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才能打造“城校

共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新生态，成为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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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thinking and method of educational ecology,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based on obeying the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 law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and the law of students’ growth, the paper  

designs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stage, Four-step and Two-cycl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ode. This model, to some extent, solves the problem of linking up the training 

of creative talents, the problem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fragment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ch can integra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large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cology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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