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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既是落实国务院、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文件精神的具体措施，又是

高等学校建设一流本科课程及推进创新创业教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与

创业意识、拓展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依据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文件精神、内涵与理念、具体要求，

对标“金课”的“两性一度”标准，以教学平台、智慧教学为技术支撑，以“学生中心”为基本原则，

以线上教学、混合式教学等为主要教学形式，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资源、教学内容及组织、成绩

评定、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等方面构建创新创业类“金课”的建设内容，从国内外同类课程、教师梯

队、教改成果、教材、校外导师等方面提出创新创业类“金课”的建设途径，并从教师队伍的长期建

设、智慧教学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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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是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的重要基石，是大学生拓展创新创业知识、提

升创新创业意识、增强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

径。做好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既是高校提

高创新创业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大学

毕业生在创新创业领域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托；既

是教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具体要求，也

是践行“以本为本”“学生中心”等教育理念的

具体途径；既是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双万计划”的明确意见，又

是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训”“推动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1−2]等重要指示的具体措施。

因此，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无论对于大学

生，还是对于高等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乃至国

家实施的“双创”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及实践价值。 

    一、文献回顾 

    (一) 创新创业教育 

    1. 政府部门的相关文件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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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提出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需改革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以及强

化创新创业实践等内容。2018 年，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

范高校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着力建设创

新创业教育优质课程”；2019 年，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2019 年度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打造创新

创业线上‘金课’”，这是“金课”一词在教育部

有关创新创业教育的文件中首次出现。2020 年 9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阶段性总结工作的通知》，其

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依照《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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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示范校建设成效自评表》完成《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校建设总结报告》，在自评表中对

教学过程中的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创

新、实践训练等方面都给出了明确的评价指标，

为创新创业“金课”建设指明了方向。 

    2. 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与理念 

    孙文琦等指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是指

大学生紧跟市场发展，与专业教育紧密融合的专

业知识技能、通识知识、创新素质和创业素质的

综合[3]。石丽等认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以创

新能力培养为基础，融入创业教育，并以创新与

创业行为为教育的目标导向，培养大学生的创新

创业意识、创新能力的一种新教育理念[4]。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

高校 2019 年度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把创

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入推进创新

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体育、美

育、劳动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五育平台”。百

森商学院强调，学生不仅要关注创业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还要关注与创业相关的经济问题、社会

问题以及其他创业影响因素[5−6]。斯坦福大学强

调，学生不仅要拥有超强的技术优势，还要拥有

创造力、文化意识和创业技能[7]。麻省理工学院

的创新创业课程强调做中学[8]。上述创新创业教

育的内涵与理念为创新创业类“金课”课程目标

的设定、课程内容的设置、教学方法的改革、成

绩评定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指导原则与思路。 

    3. 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建设要求 

    教学内容方面，教育部在 2019 年、2020 年

下达的相关通知中均明确提出重点建设“专创融

合”示范课程。赵亮认为，应盘活理、工、文、

经、管、法、艺等学科专业的优质课程资源，进

一步完善知识结构，在专题选修课程体系中专门

开设适应产业、行业和职业发展需求的认证培训

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9]。

教学方法方面，国务院、教育部的相关文件都强

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丰富教学资源。周步昆

等提出探索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

等特征为一体的定制教育范式，打造适应学生自

主学习、自主管理、应用广泛、服务及时的高等

教育云系统[10]。实践环节方面，2019 年教育部印

发《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

提出以学生为中心，遵循“兴趣驱动、自主实践、

重在过程”原则，旨在通过资助大学生参加项目

式训练，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徐永其等

提出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融通、教学与实践资

源融通等加强实践环节的具体途径[11]。考核方式

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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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革创新创业课程

考试考核的内容和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非标准答案考试，

破除高分低能积弊。周步昆等认为应强调过程考

核，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权重，通过调研报告、

分组研讨、平时测验、大作业等形式考核学生的

学习效果[10]。相关文件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实践环节、考核方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创

新创业领域有关学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为

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 “金课” 

    2018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狠抓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

知》，首次提出了“金课”的概念，“金课”具有

“两性一度”的特征，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

度。高阶性是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重在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创新性体现在 3 个方面：课程内容具有前沿性和

时代性，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

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挑战度是指课程要有一

定难度，课程设计增加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

内容，增强学生经过刻苦学习收获能力和素质提

高的成就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

课程是教育最微观、最普通的问题，也是培养人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短板、瓶

颈、软肋；是体现“学生中心”理念的“最后一

公里”[12]。因此，“金课”是实现一流本科教育

目标、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保障。2019 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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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

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以及实施“双万计

划”，在基本原则中再次强调提升高阶性、突出

创新性、增加挑战度的“两性一度”要求。 

    (三) 教学平台 

    目前我国的教学平台主要包括云平台、教室

端、管理端和移动端，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手段使

它们相互关联、数据共享，最终达成教学立体化

目标，并以投屏、选人、词云等技术破解传统课

堂活跃性差、互动性疲乏等问题。何克抗、肖安

宝等认为探究式教学结合教学平台智慧教学的

方法与手段，既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

能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突出体现学

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

有利于促进教学活动由传统的“经验驱动”向“数

据驱动”转型，便于教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

学习状态[13−14]。赵秀红指出以智慧教学为辅助

的探究式教学，既有助于实现价值塑造、能力

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功能，又有

助于专业知识探索以及对价值观引领、学生学习

效果的检测 [15]。此外，教学平台还是创新创业类

“金课”线上教学的重要载体，是其发挥更大功

效的重要途径。 

    国务院、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文件、“金课”

的具体要求、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实践经验，以及

专家学者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为创新

创业类“金课”建设提供了指南。创新创业类“金

课”建设应以“学生中心”为基本原则，以“两

性一度”的属性为主要特征，以创新创业课程为

主要内容，以线上教学、混合式教学等为主要教

学形式，以教学平台、智慧教学为技术支撑，进

行更具示范价值、应用场景、深度和广度的探索

与研究。 

    二、创新创业类“金课”的建设内容 

    (一) 课程目标的合理设定 

    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精神、培养合

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基本遵循，以“学

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高等教育发展

理念为指南，以“两性一度”的“金课”属性为

总体要求，结合高校自身的定位与特色、本科生

的培养目标与要求、创新创业类课程的特点，设

定创新创业类“金课”的课程目标。具体包括素

质、知识、能力 3 个方面，进而实现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目标，

保证教学目标的高阶性，详见表 1。 

 
表 1  创新创业类“金课”的课程目标设定 

课 

程 

目 

标 

素质 
具有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创新精神与创业意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素

养、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诚信品质与法制意识，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商业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 

知识 

掌握创新创业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创新原理、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主要内容，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与方

法，熟悉大创项目、创新创业大赛等实践实训项目的基本流程、关键环节及主要工作技巧、市场分析的主

要理论与方法，熟悉相关专业、行业领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等 

能力 

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具有思辨能力、全球化视角、信息检索能力及数字化信息素养，跟踪学科前沿、国

内外社会热点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及跨学科整合能力，具备利用相关专业知识解决经济、社

会问题的实践能力等 

 

    (二) 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 

    以课程目标为约束条件，以创新创业知识体

系与专业知识体系的融通为导向，以大创项目、

创新创业大赛等实践实训项目为抓手，进行课程

内容规划设计与资源建设，详见表 2。 

    通过“一单六库”建设，为实现教学内容

的前沿性和时代性、课程目标的高阶性提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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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创新创业类“金课”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 建设目标 

1 教学文件库建设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的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课件、教学周

历等 

重点强调基于课程目标的知识、能力、素

质之间的映射关系，并根据教学反馈持续

改进、优化 

2 
大创项目、创新创业大

赛资料库建设 

国家级与省级重点赛事清单、团队项目的结

构化指导意见清单、个人总结的结构化指导

意见清单等 

通过指导清单，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实践 

3 主题讨论案例库建设

根据教学大纲所列课程的重要知识点，结合

大创项目、创新创业大赛等具体实践、经济

社会热点等设定讨论主题 

力争以时代发展引起学生共鸣，以基础理

论激发学生深入思考，并定期更新主题讨

论案例库 

4 单元测验题库建设 
强调基础理论与方法和经济社会热点问题

解决方案的内在联系，不断丰富、优化题库

强化学生通过逆向思维将现实问题凝练

为科学问题的意识，突出基础理论与创新

创业实践的结合 

5 项目总结报告库建设

依据项目总结报告的结构化指导意见清单，

完成实践实训项目总结报告，遴选优秀项目

总结报告，建设项目总结报告库 

通过不同批次的学生优秀项目总结报告

持续入库，丰富报告库 

6 
参考书目与文献清单

建设 

及时更新参考书目、参考文献、研究方法与

工具清单等 
不断跟踪学科前沿、社会热点、新兴技术

7 教学资料库建设 
将上述教学资源按照课程计划要求上传至

教学平台资料库 

学生可根据需要以及教学进度进行自主

查询，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 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 

    充分利用教学平台，积极采用线上教学、线

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等形式。线上教

学主要包括基础性知识授课、参与大创项目及创

新创业大赛的赛事信息与基本流程的讲解。同时，

在教学平台上传所有课程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

使用。通过“雨课堂”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

辅助教学平台实施智慧教学手段(头脑风暴、词

云、弹幕、问卷调查、随堂测验、卡点监测、成

绩统计等)，激发学生潜能，提升课堂代入感，增

强互动效果，突现教学方法的先进性和互动性，

强化教师与学生的“主导−主体”教学结构。积

极利用教学平台统计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的

数据，对学生进行“画像”，促进教学活动由传

统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便于教

师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与效果，锁定

重点关注群体，并实施精准辅导、个性化教学，

践行“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 

    线下教学进行翻转，以“融入式”创新创业

教育理念为引领，突出基础性知识与实践性问题

相结合，积极利用国创平台，以大创项目、创新

创业大赛等实践实训项目为重要抓手，以学生自

主解决实践实训项目的具体问题为重点，以团队

项目的结构化指导意见清单、个人总结的结构化

指导意见清单、团队项目总结的结构化指导意见

清单为教师端引导，强调学生端的探究式与项目

式学习，提升学生将具体问题凝练为科学问题的

意识，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学生

通过完成更具挑战性、彰显个性化的项目，促成

其职业行为自觉与专业习惯养成，为实现教学形

式的先进性与互动性、教学设计的挑战度、教学

目标的高阶性提供保障。 

    (四) 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课程成绩评定既要有过程评价，又要有创新

创业成果评价，还要有学习效果评价，具体内容

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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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创新创业“金课”课程成绩评定 

评定方式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过程性评价 
评价学生学习过程的习惯养成，兼顾知识的掌握

程度与实践实训项目的参与度 

单元测验，参与项目时学生组内、组间互评，

教师评价等 

创新创业成果评价 
创新创业项目参赛名次或评奖等级以及项目落

地等情况 
创新创业最终成果的水平 

学习效果评价 重在评价学生素质、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水平 
过程性评价成绩、创新创业成果评价成绩以

及期末考试成绩加权平均 

 

    通过对学习过程、创新创业成果、学习效果

的多维度考察，对学生学习的研究性、创新性、

综合性水平进行评价，增强学生通过刻苦学习

提高能力和素质的成就感，为考察学生完成课

程的“挑战度”、实现教学目标的“高阶性”提

供依据。 

    (五) 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 

    以课程目标中的知识、能力、素质为重点，

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学生反馈了解学生的成就

感；根据教学督导意见和建议，明确教学中的主

要特色与相关问题；依据学生完成创新创业项目

的水平、项目落地情况以及各阶段成绩，分析学

生取得的成绩与课程学习间的主要对应关系；对

标一流本科课程，分析课程建设情况，总结典型

经验与模式；以典型教学经验与模式的推广范

围、应用水平评价课程改革成效的示范效应。通

过对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的改革成效进行多

视角、全方位的评估，探究课程建设的优势与不

足，并为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的持续改进提

供有效指引。 

    三、创新创业类“金课”的建设途径 

    (一) 国内外同类课程的定期比较与有效

借鉴 

    通过国内外多种教学平台、慕课平台等渠

道，全面了解国内外同类创新创业课程的课程目

标、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成绩评定、改革成效

评估等方面的内容，基于不同的授课对象进行全

方位的比较；积极利用国内外学术会议、双边及

多边的学术交流等机会，了解创新创业教育的最

新理念，拓展课程内容与资源，学习先进的教学

方法与模式，借鉴成绩评定的有效手段，完善课

程改革成效的评估体系；定期检索国内外学术文

献，分析不同创新创业类课程对创新创业课程体

系的不同支撑作用，调整与优化创新创业类“金

课”的建设思路等。 

    (二) 授课教师的全方位持续提升与梯队建设 

    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主讲教师是第一

负责人，他们只有全方位提升自己，才能完成“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光荣任务与历史使命，

才能践行“以本为本”“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才能落实国家对创新创

业教育的最新要求，才能与同行形成良性竞争、

相互促进，才能对学生言传身教，成为学生的良

师益友，才能真正成为“主导−主体相结合”教

学结构中的主导者。主讲教师全方位持续提升应

包括对创新创业教育内涵理解的持续深化、对创

新创业知识的持续拓展、对教学内容的持续更

新、对教学方法的持续改进、对教学组织的持续

优化、对考试评价多元化精准化的持续完善等。

主讲教师全方位提升的具体途径包括自身学习，

与学生、教学督导、同行进行有效沟通，积极参

加创新创业教学培训班、研修班、工作坊，积极

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等。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创

新创业“金课”的梯队建设，鼓励有理想、有担

当、有能力、热爱创新创业教育的青年教师加入

“金课”建设的教学团队，并根据青年教师的特

点与优势，在“金课”建设中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三) 以“双创”教改成果的新理论与新实践

为“金课”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不是静态的，而是

动态的。它不仅会随着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而进

步，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创业内

涵与外延的拓展而不断提升。因此，随着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

续推进，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特别是中国创新创

业教育领域也会出现新的实践，催生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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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应该积极迎接这一挑战，主动寻求创新

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突破，积极申报“双创”

教改项目，并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创新创业类

“金课”，进而为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拓展

新的空间提供有效支撑。 

    (四) 依规划进行创新创业类“金课”教材

建设 

    教材是教学开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目前创新

创业教育中的短板。创新创业类“金课”通过教

材建设，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传播内容，才能进

一步汇聚优秀的教改成果，才能有更广泛的受益

群体。因此，编制教材建设规划，适时进行创新

创业类“金课”教材建设，是创新创业类“金课”

建设的重要途径。 

    (五) 校外导师资源的深度开发 

    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校外导师与校内授

课教师在知识结构、能力特长、实践经验等方面

具有显著差异，是创新创业教育中的一种独特而

重要的导师资源，能够与校内教师形成优势互

补。在实践实训环节，特别是在学生创业过程中，

校外导师能够带给学生更实用、更具体的帮助与

辅导。因此，充分开发校外导师资源，对创新创

业类“金课”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学生在接受校

外导师指导后，实践结果均应形成项目总结报

告。授课教师、校外导师可提供项目总结报告模

板，指导学生总结创新创业项目的基本情况与主

要特点、遇到的问题、相关指导意见与实践结果、

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分析及后续工作重点等，进而

建成项目总结报告库，并不断积累报告库的资

源。项目总结报告库的建设不仅能够积累经验，

还能拓展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中具有中国

特色的教学内容。 

    四、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的保障和支撑 

    (一) 教师队伍长期建设的保障 

    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一名教师、一门课程能够实现的，需要一批

教师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形成较为成熟

的、更具借鉴价值的建设模式。与此同时，创新

创业类“金课”建设对主讲教师也有更高的要求，

要求他们既要有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责任担当，又要有对教育事业、对学生无尽的

爱；既要掌握专业理论与方法、持续跟踪学科前

沿，又要熟悉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趋势、了解国家

大政方针、洞悉经济社会热点；既能追踪最新教

育理念，又能熟练运用各种教学工具；既能在教

学改革中突破创新，又能带领团队持续做好课程

建设工作，这样才能保证课程的创新性，并确保

高阶课程目标的实现，进而体现“金课”的特征。

因此，对于创新创业类“金课”主讲教师的培养，

教学单位应该有专门的建设规划，不仅要帮助教

师绘制成长路径，还要在不同成长节点提供培

训、竞赛、教改立项等发展机会，为构筑创新创

业“金课”建设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智慧教学平台建设的支撑 

    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对教学平台的依赖

程度越来越高，而平台的智慧化水平，又将反过

来直接影响创新创业类“金课”建设的质量。智

慧教学平台可以更好地对教学资源进行精细分

类，根据学生需求进行精准推送。通过教师与学

生的互动，帮助教师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均居

于主导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有助于构建

教师与学生间的“主导−主体”的教学结构；能

够更准确地获得和利用学生学习的过程性数据，

既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又能

为教学预警、个性化精准教学奠定基础。因此，

智慧教学平台建设的不断升级，将促进创新创业

类“金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评

价的持续创新，为落实创新创业类“金课”“两

性一度”要求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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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model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a 

 

CHENG Xiao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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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a is not on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s from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uil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sciousness, and expand 

employment channels. Based on the related documents spirit, connotation and ideas, and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ferring to the “two qualities and one degree” 

property of “Golden Course” as the standards, using the teaching platform and smart teaching as technical 

support, with “student-centered” notion a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online teaching and blended teaching as 

the main teaching forms,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s of “Golden Cour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a are form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resources, teaching 

contents and organizing, grade evaluatio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form effectiveness, the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of “Golden Cour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a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imilar courses at home and abroad, teachers and teaching teams, teaching reform 

achievements, textbooks and off-campus tutors, and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rom long-term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building smart teaching platform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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