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 卷第 4 期                                                       Vol.15 No.4 
2024 年 8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Aug. 2024 

 

 

协同学视域下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机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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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阵地，也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

要引擎。基于协同学视角深度剖析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各子系统的协同框架和作用机理，

针对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存在的控制参量战略定位不清、序参量支

配功能不足和系统内部协同平台资源配置不畅的现实困境，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顶层

设计保障数字生态全面覆盖、技术渗透打造全方位数字化育人平台、多方合力共建数字型创新创业人

才展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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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

展，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模式发生根本性

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

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将“教育数字化”

首次写入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之中，赋予了教育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新的使命，明

确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行动纲领，标志着推

进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目标。 

    随着互联网进入 Web3.0 时代，数字型新兴

企业异军突起，传统产业迫切需要进行数字赋

能、产业创新并实现弯道超车。传统形式的初始

创业模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高校

亟须培养适应经济变化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

“数字中国战略”提出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数字

化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2]，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中

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理应成为高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阵地。数字化转型不仅是

创新创业教育应对数字化时代发展与挑战的必

然选择，更是创新创业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互联网、物联

网为载体，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使数字技术

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变

革和创新发展的过程。当前，一些学者和研究团

队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概

念，对前沿技术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应用进行

了深入研究。如张明丽和丁月华提出在创新创业

教育中应用大数据画像[3]、基于用户个体全面特

征的小数据分析[4]等技术手段，实现高校教育资

源的精准供给，对学生进行需求预测和个性化的

创新创业教育。王鹏提出利用元宇宙赋能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教学，改变学习场景、学习过程、学

习资源和学习评价，激发学习者多感官联动，引

发学习者认知冲突，推动学习者创新创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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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并不是数字技术

的简单应用，而是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全周

期、全过程、全方位的数字化升级再造。创新创

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一直是学术界重要的研

究领域。我国针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

建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早，核心观点有“解决就业

论”[6]“个体成长论”[7]和“培育精神论”[8]。针

对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分类和运行模式，严莹和

闫涛提出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四元协同”模

式的三种类型：科研类协同模式、合作类协同模

式以及链条式协同模式[9]；姚婷和张清基于系统

论理论，提出通过多方主体的协同，重塑系统内

部要素和结构秩序，实现创新创业教育平衡和可

持续发展[10]。 

    近年来，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研究开始受到关注，面对数字经济形势，各利

益相关者亟须协力打造一个由数字基础设施治

理、数字教育、数字用户公民、数字创业、数字

市场组成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11]。一些学者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数字赋能全周期创业

教育“三整合”模式、“五创+”模式[12]、面向人

工智能的“一轴二动力三螺旋”动态的数字化双

创人才培养模型[13]等。吕莉媛和杨泽雪基于数

字生态链发展演化的过程阐述了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系统的形成机理和运行

机制[14]。 

    上述研究为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方向指

引。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协同学

理论探讨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机制，进行本

土化创新创业教育理论建设尝试，并为创新创业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探索新路径、为高校复合型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新思路。 

    二、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 

    (一) 协同学理论与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契合 

    协同学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

(Hermann Haken)创建的一种系统自组织理论，也

是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的重要学派之一，最初应用

于物理学科领域[15]。协同学是在普遍规律支配下

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研究对象是

系统从无序转化为有序的过程和规律，其核心原

理包括协同效应、支配原理、自组织原理等[16]。 

    协同效应指各子系统在外界物质、能量、信

息的作用下产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对系统产生的

整体效应，社会诸多复杂系统内广泛存在的这种

协同效应推动系统由无序到有序、从混沌到稳

定。支配原理是指系统内“快变量伺服慢变量、

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系统内的快变量是

不稳定的，而慢变量在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中始终

存在，系统内快变量和慢变量的变化会带来系统

的涨落。自组织原理指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

协同作用自发捕捉信息流和物质流，形成新的有

序结构；在系统渐进演化的过程中，通过非线性

作用的协同实现系统的“相变”，形成整体大于

部分之和的积极作用[17]。近年来，随着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不断交叉与融合，协同学的理念从自

然科学逐渐延伸到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

他学科领域中，从而被赋予了社会学的意义。 

    协同学理论厘清了复杂开放的生态系统中

的协同规律，而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所处的

系统正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就复杂性而言，

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转变学生的思

维、认知和理念，促使学生具备创新能力或实施

创业行为，而学生个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且数字

化赋能的创新创业教育系统是由高校、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孵化器等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

系统，这些子系统相互影响、不断变化，但其影

响变化又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难以运用常规逻

辑对变化结果进行预测。就开放性而言，创新创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子系统之间并不是封闭孤

立的，而是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信息的

交换。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协同系统远离平衡状

态，各子系统间合作关联性较弱，尚未形成协同有

序、共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局面[18]。

综上可知，协同学原理与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故引入协同学理论，通过

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数字资源，构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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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创新机制。 

(二)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效应 

    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孵化器等子

系统共同构成了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在数字

化时代，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面向更加复杂的学

习环境的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式创新，其数字化转

型最终指向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的重塑。参考协同

机制的研究基础，基于协同学理论要点与创新创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对比分析，将创新创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子系统间的协同动因、协同过程

及协同结果纳入协同学框架，通过学理化阐述后

形成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机制框架。 

    1. 控制参量 

    控制参量是系统演化发生质变的外部决定

因素。控制参量作用于系统能够直接使系统内部

出现涨落现象，引发系统相变，并最终导致系统

产生自组织演化。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系统中，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连续不断地向创新创

业教育生态系统输送控制变量，对系统内部产生

积极或消极影响[19]。在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政策引导、市场调节和区域创业文化三

种控制变量起到了关键作用。2015 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在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高潮，顶

层政策供给导致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动荡和

重构；市场需求直接影响着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目标和培养方向；区域创业文化和氛围会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政府、地方、高校等子系统对创新创

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当数字经济席卷而来时，

这些控制参量达到临界值，旧的创新创业教育生

态系统将转型发展为数字化渗透和驱动的创新

创业教育生态体系，实现为高校学生提供高质量

的创新创业教育的整体目标。 

    2. 序参量 

    序参量是系统演化发生质变的内部关键要

素。序参量是系统在外部控制参量的作用下，各

子系统在快变量、慢变量的竞合中自主做出的共

同选择，是整个系统共同遵循的宏观规则[19]。在

创新创业教育系统中，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和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是各子系统所达成

的共识，该共识即该系统的序参量。序参量的作

用越强，各子系统协同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

越强。除序参量外，根据变量在临界点附近所遇

阻力的大小，可将变量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政

府与高校之间存在着更多较稳定的慢变量，在系

统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中，慢变量持续对整个系

统产生影响，而企业、科研机构和孵化器与高校

之间存在着更多不稳定的快变量。 

    3. 协同框架构建 

    从协同学理论视角来看，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各子系统协同行动所要达到的协同效应是在数

字技术全方位渗透的基础上各子系统协同合力

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实

现新时代创新创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创新创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协同体系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 协同主体，主要指高校、政府、企业、科研

机构、孵化器等相关机构，它们也是影响创新创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各子系统；(2) 协同动因，

指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各种内外部

因素；(3) 协同运动，指各子系统合理分工、合

力育人的过程与方法；(4) 协同制度，即用于规

范数字化协同工作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府顶层

设计、高校规章制度、企业管理制度，等等[20]。

在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各子系统

分别发挥着重要作用。综合以上分析，创新创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协同框架如图 1 所示。 

    高校是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与研究的组织载

体，创新创业学院作为高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

主体，统筹和集聚校内外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创

新创业学院建设在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兼具教育手段和目的的双重属性。把创新创

业学院建设作为提升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人

力资本、增强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

力的手段，与把创新创业学院建设作为目的，通

过组织领导、师资建设、课程设计、以赛促创、

项目孵化等方式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数字化转

型，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促进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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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协同框架 

 

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国外“内生型”发

展模式不同，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很大

程度上依靠宏观调控和外部资源推动，在这一过

程中政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企业、科研

机构、孵化器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保驾护航。 

    三、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我国自 21 世纪初期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但随着创新创业教育

研究与实践的纵深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创

新、扩张与再生的原动力不足，出现管理制度

趋同、运作程序固化、方法技术单一等问题。

在全面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作

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

现实困境。 

    (一) 控制参量战略定位不清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需要系统的

控制参量从外部对系统产生影响。虽然近年来数

字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有关数字经济、教育数

字化等相关政策文件也陆续出台，但是针对创新

创业教育领域数字化变革的具体政策仍不够完

善，市场调节力度有待加强，数字化创业环境的

营造也乏善可陈。当前各高校普遍利用“中国大

学 MOOC”“学习通”等 APP 进行创新创业教育

理论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但这仅改

变了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物理空间，只做到了狭

义的“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而创新创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优势是基于以数字平台

为载体的虚拟教育空间，经过“算法”加工，通

过自动捕获数据和清洗分析数据，做出对教育

内容的多维预判和精准投送[21]。种种现象表明，

实现广义的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之路任重

道远。 

    (二) 序参量支配功能不足 

    系统内部的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决定

系统整体演化的结果。现阶段各子系统共同的教

育目标和数字化资源共享的共识还未形成。数字

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重构，使市场对人才的综

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但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未适时调整，使高校育人和企业用人之间出现了

鸿沟。虽然政府、学校、企业等部门均构建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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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数据系统，但这些系统之间缺乏共享机制

和统一的接入标准，导致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技术壁垒，形成“数

据孤岛”[22]。 

    (三) 系统内部协同平台资源配置不畅 

    当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协同顺畅时，系统

的整体性功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当前，

数字技术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的应用逐渐增

多，但各子系统之间联系不够密切，缺乏数据的

深度整合与信息的有效集成，不同主体所制定的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行动计划和配套

措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甚至有时互相矛盾、互

相掣肘，导致创新创业教育尚未形成整体协调、

各主体功能耦合的生态体系[23]。 

    四、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优化 

    基于协同学理论，只有保持各子系统的开放

性，使系统内部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不断

交流，才能实现系统由无序转为有序的自组织过

程。“多元共治”是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实现

自组织的重要路径，也是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共治”强调系统内部

各个子系统各尽其职又彼此促进，全方位进行元

宇宙、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技术、数字

孪生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渗透，发挥各子系统

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整个创新创业教

育系统的内生活力。 

    (一) 顶层设计保障数字生态全面覆盖 

    政府在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承

担着完善顶层战略布局的重要使命。首先，政府

需要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技术投入，发

挥数字金融优势，为数字创业青年提供创业担保

贷款等创业金融支持，撬动高校、企业等各方资

源助力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打造技术形式

多样、数字全面覆盖的创新创业教育系统。其次，

政府应积极推动数字化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标

准的制定，提高监管能力和数字教育治理能力，

并在推动政策落地的同时防范数字技术带来的

伦理和隐私安全风险。同时，政府要牵头建立信

息服务平台，运用数字工具发展新经济模式，依

托数字生态建立创新创业试验区，加强对各省各

地创新创业帮扶政策和数字化产业激励政策等

信息资源的整合，汇集全国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资

源，以信息化为媒介助推学生实施创业行为，打

破高校科研成果迈向市场的壁垒。 

    (二) 技术渗透打造全方位数字化育人平台 

    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

着主导作用，信息素养、计算思维、人机协作能

力是新时代复合型人才须具备的核心能力，各高

校应瞄定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加快新兴学

科布局，加强数字前沿技术等相关学科建设，建

设跨领域、跨学科的强大的师资队伍，在课程体

系中增设数字素养与技能相关课程，在创业大赛

评分标准中增设数字技术权重，完善数字型人才

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是推动创新创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数字技术是实施创新

创业教育教学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其角色定位在

服务师生、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学生在创业

实践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锤炼自主创新力[24]。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求高校多部门协同

搭建基于大数据的学生个性化创新创业教育系

统，通过全过程、多模态的数据采集了解学生的

个体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理论课程和实践课

程的精准匹配，对学生的创新创业行为数据进行

动态监控，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动力。同时，高校

需借助数字技术开展基于创新创业过程中真实

情境和问题的启发式、探究式、互动式教学，使

学生在沉浸式创业体验中锻炼自己的创新思维

和创业能力。如，通过智能监测数据库中学生的

历史学习痕迹分析学生的创业特质和创业能力，

对教育对象精准“画像”；通过 Python、Matlab

等语言工具建立数据模型，生成可视化的创业学

习报告[25]；通过智能语音技术、机器视觉技术等

实时捕捉和追踪学生的创业动态，采集学生行为

数据，及时开展与调整创业实践指导；通过元宇

宙、虚拟现实技术(VR)生成与真实创业环境高度

相似的创业场景，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知

创业过程，在交互中获得真实创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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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多方合力共建数字型创新创业人才展

示舞台 

    创新创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切要求以数字

经济产业集群为抓手，逐步完善数字资源产业

链，逐步提升数字产业的数量和质量。政府、

高校、企业之间需要建立一整套兼具兼容性、

协调性、规范性的协同体系，以实现数字资源

的创生和共用，打通高校育人与企业用人之间的

数据隔阂[26]。积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激发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的

积极性，开展数字化背景下更深层次的“产教融

合”。实时了解并反馈市场需求，将数字化市场

导向的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专业人才培养、植入课

程教学、融入研训实践、纳入学生评价，延伸至

产业前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催生数据生产力，

全面提升面向产业的应用型人才“双创”能力。 

    五、结论 

    数字化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创

新创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从系统的整体性

和联动性出发，高处谋局、实处落子，加强高校、

政府、企业多方的互动与交流，以高校为主阵地，

汇聚优质服务和特色资源，大幅度提高创新创业

教育质量，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多样化创新创

业学习需求，形成协同共生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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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battle ground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ism, the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and mechanism of each sub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deeply analyzed. In view of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uch as unclear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ontrol parameters, insufficient function of order parameters and poo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system's 

internal collaborative platfor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proposed: The top-level design guarantees th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digital ecology, creates a 

comprehensive digital education platform through technology penetration, and builds a digit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display stage through multi-party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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