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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资源分散、个性化教学

困难与灌输式教学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广泛关注的

问题。研究发现，智能服务系统具有连接性、感知性与主动性等特性，有利于实现校企政多方资源的

协同整合、教师与系统的动态反馈以及大学生学习方式的迭代匹配。高校应用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创建

生态式资源协同互动模式、智慧型精准育人教学模式以及数据驱动的智慧学习生态系统，从而提升教

师教学能力与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实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塑造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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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各个行业的创新应用，各行各业的“智能服务系统”应运而生。智能服务

系统能够将收集的环境数据处理成智能数据，在智能服务系统内借助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系统和平

台，提供与情景相关的和面向需求的个性化解决方案[1]。智能服务系统能够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和商

业模式自主、高效地满足用户的显性和隐性需求，真正实现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的价值共创[2]，因而得

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深化智能服务系统的应用场景、创新智能服务系统的应用模式

已然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 

    作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和途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塑造的

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在课程体

系设置、导师队伍建设、创业氛围营造、创业实践基地搭建等方面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切实提高了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但是当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仍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与社会融合度不够，阻碍了政府、企业等资源的融入，因此，校内外资源没有形成合力[3−4]。

目前创新创业教育校内外主体间缺乏沟通协作和资源共享，一方面阻碍了学生了解创业信息和开发创

业渠道，另一方面也使得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难以有效构建。二是由于教师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每一位

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水平，因此不能因材施教开展个性化教学[5−6]。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教学目标

的设置、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过程的开展较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忽视学生差异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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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模式不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创业积极性，也不能提供精准的创业指导。三是在当前的创新创业教

育过程中被动的灌输式学习模式是主流，智慧学习模式尚未形成[7−8]。智慧学习是指学习者可以借助

大数据技术、根据个体需求快速获取学习资源并开展个性化学习的过程[9]，智慧学习已经成为人工智

能时代学习者有效获取知识的新型学习模式。创新创业教育中现行的灌输式学习模式忽视了学生的自

我发展、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最终不能有效提升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挖掘大学生的创业潜力。

如何有效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实施精准育人的教学模式、探索学生的智慧学习新模式已成为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智能服务系统因其具有一系列特征，所以能够为用户提供与情境相关的智能化服务[10]。智能服务

系统的特征如何影响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其作用机制和作用路径是什么，这些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

题。首先，智能服务系统具有连接性，它可以通过物联网以数字化形式连接其他的信息系统，从而实

现不同信息系统及不同参与主体间知识、技能、资源、活动等的融合和共享。从生态观和系统观的视

角出发，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学校的共同参与和建设，智能服务系统的连接性可

以通过多元协同机制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既为教师的精准教学提供保障，又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

供资源支撑。其次，智能服务系统具有感知性，通过嵌入在智能服务系统中的传感器，可以感知、捕

获和记录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多模态的课堂行为数据，通过数据集成处理子系统和分析服务子系统

的分析、处理形成可视化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报告，实时动态反馈给教师。此外，智能服务系统还

会从海量的校内外教学资源中筛选并推送符合学情的教学课件、教学设计、实习实训项目等教学资源，

教师可以据此精确设立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通过智能服务系

统的动态反馈机制实现了数据驱动的因材施教。最后，智能服务系统具有主动性，分析服务子系统可

对多模态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深度挖掘，构建学生创业学习的精准画像，进而基于学生的学习需求动态

推送与学生认知结构相匹配的创业政策、创业咨询、创业指导、校内外资源以及学习路径，通过智能

服务系统的迭代匹配机制实现了学习内容的精准定制。在有了精准、丰富的学习资料的基础上，学生

可以开启自我探索、自我完善等多元自主学习模式以及智慧学习模式。极大的学习自主权有利于对知

识的系统学习和对问题的深入探究，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激发了其创新潜力，有效契合了新

时代高校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 

    综上所述，智能服务系统的连接性可以通过多元协同机制积极吸取社会优质资源并融入创新创业

教育，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和深度融合，为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的变革提供资源支撑。

此外，智能服务系统的感知性和主动性可以通过动态反馈机制和迭代匹配机制为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

带来深刻变革和突破性发展。因此，本研究拟以智能服务系统的特征为逻辑起点，探究智能服务系统

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以期为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智慧教育新生态的构建

提供理论和应用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 智能服务系统的相关研究 

    关于智能服务系统的内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智能服务系统进行了界定。Kakousis[11]

从智能服务系统的过程出发，认为智能服务系统就是通过捕获、处理和传输数据(“感知”)，对数据

进行连接、解释，得出结论(“推理”)并执行控制行为的系统(“行动”)；Carstena[12]从功能角度对智

能服务系统进行阐释，认为智能服务系统是通过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系统和平台对数据进行采集和

分析，最终实现客户和供应商价值共创的数字化服务；陈岩等[1]认为，智能服务系统是一种拥有智能

意识如感知、连接和驱动等的智能产品(智能设备)，它们主动收集环境数据并将其转化为智能数据，

通过数字平台提供与环境以及个性化需求相关的智能解决方案，从而为供应商和客户提供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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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智能服务系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但是结论普遍支持智能服务

系统包含三个子系统，分别是用户接口子系统(用于捕获和记录用户及其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和数据)、

数据集成处理子系统(用于进行数据的导入和预处理)、分析服务子系统(用于数据的分析、深入挖掘和

个性化方案的推荐)。 

    已有研究也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智能服务系统的特征。Beverungen 等[13]从宏观视角出发，认为智能

服务系统通过嵌入在智能产品中的技术使服务提供者和客户数据得以持续交互，进而实现价值共创，

即技术中介性、连续性以及程序交互性是智能服务系统的重要特征；Dreyer 等[14]则提出感知性与连接

性是智能服务系统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动态化、数字化的高质量服务解决方案的核心特征，智能服务

系统可以凭借感知性和连接性实现物理产品和数字增值服务；Henkens 等[10]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智能服

务系统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智能服务系统在无须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对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

处理、分析和决策，并依据智能服务系统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互动，动态调整和提供适应性的服务，因

此，Henkens 等[10]认为，智能服务系统除了具有感知性和连接性的特征外，还具有驱动性和动态性。 

    智能服务的应用已成为研究热点。王欣等[15]对高校读者的小数据通过智能服务系统进行智能化

采集，同时基于收集的数据对读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分析与预测，进而实现个性化智能推送；冯秋

燕等[16]以智能服务的数据收集、数据处理与加工、数据组织与存储、数据应用等四个阶段为基础，提

出了文博机构智能服务系统的构建路径；张炜等[17]在探究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智能服务系统的构建时，

分析了用户接口子系统、数据集成处理子系统和分析服务子系统的服务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性

化主动智能服务模式的构建思路。相比于智能服务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智能服务系统在

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则相对匮乏。 

    (二) 智能服务系统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关系的相关研究 

    目前智能服务系统的应用主要聚焦于金融、医疗、商务和图书情报等领域，尚未有关于智能服务

系统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应用的文献。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工智能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部分学者就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借助大数据技术

对创新创业教育校内外资源进行融合展开了探讨，门志国等[4]在分析了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

校内校外协同困境的基础上，基于协同理论提出了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模式的构建思路，并特别强调高

校要充分凝聚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打造创新创业教育新生态；鲍明旭[18]主张在数字经

济背景下，通过政府、高校、产业三方协力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江涛涛等[19]认为，建

设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国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对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

提出要将社会资源和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中。此外，已有学者探究了人工智

能技术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引领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的举措，例如黎勇[20]提出在大数据时代，

高校要树立大数据思维，通过整合产业、行业或企业等社会主体的数据建立区域性跨部门创业教育智

库，根据学生的个性及特点借助大数据技术助推人才培养的精准化；伊剑[21]指出，可以借助大数据技

术对教育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在此基础上精准提供适合学生个人发展需求的资源。也有学

者就人工智能时代学习模式创新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李树涛等[22]认为，在互联网变革时代，研究生

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由“传统模式”向“学习模式”转变，进而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吴彬瑛等[23]提出，“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开放性与交互性，主动获取创业

知识、拓展创业思维，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形成自主学习模式。通过梳理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借助人

工智能技术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源、教学模式以及学习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已成为学者们关

注的焦点，也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 

    上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为本研究提供初步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但是就智能服务系统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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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持机制的研究而言，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面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智能服务系统的理论尚不够明确清晰。已有研究虽探究了图书情

报领域的智能服务系统的构建思路，但是面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智能服务系统的相关理论尚未得到

学者们的关注。因此，有必要从智能服务系统的内涵出发，对面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智能服务系统

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内涵外延、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精确提炼面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

智能服务系统的特征。 

    第二，亟待分析和探讨智能服务系统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智能服务系统具有连接性、

感知性和主动性等特征，可以为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带来深刻变革和突破

性发展，但对其作用机制仍缺乏有效的理论分析。因此，有必要从智能服务系统的特征入手，探究智

能服务系统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 

    第三，有待构建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服务系统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已有研究探究了

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但是如何借助智能服务系统进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

仍属于研究的空白。因此，有必要对智能服务系统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展开探讨。 

    三、智能服务系统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 

    基于文献分析与智能服务系统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本文对智能服务系统的内在作用机

制进行探讨。 

    (一) 多元协同机制 

    大学生创新创业起始于选择合适的创新创业方向，正确的方向选择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成功率，但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创新创业方向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处于创新创业起点的大学生。通

过对以往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观察可知，信息对于成功的方向选择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是创新创业的相关信息不能局限于学校教授的理论知识，还需要来自企业的商业资讯以及来自政府的

法律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如何有效连接学校、企业以及政府等多方资源，促进多方资源有效

整合，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对于社会经验较少的大学生而言，如何办理

与创新创业相关的手续，也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的难点所在，但是大学生很难直接从学校的课堂教

学中获得相关的实践知识，而是需要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知识，因此，大学生也面临着如何有效转

化理论知识的难题。综上所述，大学生在创新创业的起始阶段要面临方向选择、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

的转化两方面的难题。因此，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也就随之面临着如何实现多方资源整合以

及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合理融合的问题。 

    面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智能服务系统的出现为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问题解决方案。一方面，

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凭借其连通性，实现学校、企业与政府之间资源的有效联通与整合，解决高校的资

源整合难题。智能服务系统是基于大数据、物联网等多种数智技术从而实现服务的系统，通过大数据

与物联网等技术的有效应用，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对分别蕴藏于学校、企业与政府之中的理论知识、商

业资讯以及法律规范等信息进行有效的挖掘，并通过智能服务系统的智能化数据收集，快速打通信息

渠道，帮助想要进行创新创业的大学生获得所需信息，从而帮助大学生成功选择合适的创新创业方向；

另一方面，智能服务系统的落脚点在于服务，即通过提供情景化的服务，帮助大学生解决在创新创业

过程中遇到的实践问题，进而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有效融合。大学生通过应用智能服

务系统可以实现相关手续的咨询与线上办理，简化操作流程；智能服务系统帮助社会经验较少的大学

生在创新创业的起始阶段，实现创业手续的快速办理，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减轻负担，实现从理论知识

到实践知识甚至到创业实践的跨越。 

    以在渝快办平台上线的由西部(重庆)科学城政务服务部门牵头推出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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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为例，其实现了大学生创新创业一件事的“五个一”，即政策资讯“一网通享”、资金筹措“一网

通融”、企业孵化“一网申请”、专业辅导“一网获取”、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以企业孵化的“一网

申请”为例，“大学生创新创业一件事”可以将原来需要去人力社保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医保

局、公积金中心等多个单位办理的创业工位申请、企业设立登记、税务登记、社保登记、医保登记、

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设立、创业补贴申领等 7 个事项，集中一次性办理，实现一张表、一张网全办理，

提供一站式服务。因此，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一件事”智能服务系统，有效实现了信息的流通、整

合以及服务的简单易行。该服务系统通过其收集大数据的能力，将原先分散在不同行业的创新创业资

源进行智能整合，为大学生提供充足的与创新创业相关的信息；同时，大学生通过运用该系统，也可

以简化创新创业相关手续的办理流程。该系统成功地解决了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方向选

择、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转化两方面的难题。 

    因此，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实现学校、企业与政府等多元主体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应用。即智能服务

系统通过将学校、企业与政府等多元主体原本分散的信息进行整合，促使其形成一个以信息为关联的

系统，并且通过该系统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与服务。智能服务系统通过让原本彼此间相互独立

的信息联通并且活跃起来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良好生态系统，从而让信息等资源不再只是静态的参考

资料。一方面，智能服务系统可以让大学生通过对多种信息的应用，选择合适的创新创业方向，以提

升创新创业的成功率；另一方面，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实现多种业务的线上办理，降低业务办理等实践

活动的复杂度与难度。智能服务系统让信息等资源真正活起来，为需要帮助的大学生提供帮助。因此，

通过智能服务系统的应用，可以实现学校、企业与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

知识的有效融合，从而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效率与成功率。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智能服务系统可

以通过连接学校、企业与政府等多方信息来源，实现生态式资源协同互动模式。 

    (二) 动态反馈机制 

    教师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的支持者、领路人，更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真正实施者，因此，高

校想要实现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是关键。创新创业教育重点之一便是“新”，为了实现这一

重点，往往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但是个性化教学一直以来不仅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目

标，同时也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的个性化教学是指教师为学生的创新创业过

程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指导，实现强有力的教育支持。但是对于教师而言，个性化与差异化指导的

背后是大量时间、精力的付出。以往为了实现个性化教学，教师需要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面谈指导，

但是这种方法的作用却并不理想。首先，在面谈过程中难以保证学生会将所有问题如实相告；其次，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高校教师的工作内容却是复杂多样的，工作内容的多样化与精力的有限性也使

得个性化教学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最后，由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也使得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个性化教学的实现变得更加复杂。 

    创新创业教育引入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凭借智能服务系统的感知性，有效地减轻教师负担，提升

个性化教学实现的可能性。智能服务系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作为提供智能服务的重要基

础，因此，具有一定的感知能力。不同于以往纯粹的数据收集工具，智能服务系统是对数据进行翔实

的分析运用。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对学生数据进行收集存储与分析，学生也难以进行数据篡改，这一机

制使得教师可以在任何时间，根据个人的教学需要，灵活查看学生的真实数据内容。这不仅缓解了学

生有问题却难开口或者不开口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教师通过对比不同学生之间的数据以及同一学生

在不同时间点的数据，获知学生需要帮助的领域与程度，从而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快速成长。不仅如

此，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对学生的状态进行长期追踪，贯穿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全过程，从而有效降低

了创新创业长期性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带来的复杂性。因此，相比于以往与学生进行一对一面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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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这种以智能服务系统为基础的智慧教学方式，更有利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个性化教育的

实现。 

    当智能服务系统融入教育生态圈后，教师不仅是个性化教学的真正实施者，还会成为智能服务系

统的应用者，因此，教师与智能服务系统之间的互动质量也会对高校的智能服务系统部署成功与否起

到决定性作用。为了实现教师与智能服务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高校应根据自身情况，对教师进行相

应的培训，从而提升教师与智能服务系统之间的配合度。比如，东北财经大学邀请新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研发总监和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大连区总经理对教师进行多轮次培训，在培训过程中，重点

讲解平台的设计原理、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软件操作流程。不仅如此，该校还通过提供建课、备

课和上课的一对一的辅导，使得教师们掌握了实训课程建设的精髓，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实

训课程资源。在此过程中，教师们还能够编写学生日常学习操作指南与线上教学的说明等文档，并能

够录制与上传课程资源，从而有效提升了教师的智能服务系统应用水平，真正达到了高校部署智能服

务系统以提升教师能力、提升课堂质量的目的。 

    综上所述，一方面，智能服务系统有助于高校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个性化教学。通过智能

服务系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减轻时间与精力方面的负担，同时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过

程进行长期追踪，进而提高了个性化教学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只有实现教师与智能服务系统的

有效融合，才能真正用好智能服务系统以达成个性化教学的目标。为此，教师需要与技术开发人员沟

通交流，实时反馈自身遇到的问题，有效提升自身应用智能服务系统的效果，从而针对学生痛点进行

智慧型精准教学，进而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率。综上所述，智能服务系统凭借感知性以及教师

与系统之间的良好互动，成功构建了智慧型精准化教学模式。 

    (三) 迭代匹配机制 

    大学生的自身能力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涉及多类知识

以及多种能力的应用，但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在专业知识与核心技能方面各有长短，很难寻觅一位

对各领域知识均有深入了解的全方位人才，因此，大学生创业往往遇到这样的问题：对自己专业之外

的知识不太了解，跨学科的交流难以进行。但对于创业而言，仅仅像科学家一样去攻克某一方面的技

术难关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利用各种专业知识、能力来推进项目，实现成功。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单

一个体的知识存量往往难以独立应对创新创业需要跨学科异质知识融合的挑战。因此，成功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或者是因为大学生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或者是因为创新创业团队是由跨学科的成

员组成的。故而，为了确保创新创业活动的成功，一方面，大学生需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知识能力水平，

具备尽可能完善的创新创业知识结构，从而不断地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目标；另一方面，

如果大学生可以获得一个拥有全面知识的创新创业助手，也会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概率。 

    智能服务系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帮助，一方面，智能服务系统不同于以往

的数据收集器，智能服务系统具有主动性，故而可以帮助大学生实现智慧学习。智能服务系统的主动

性是指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基于其对大数据的应用与分析能力，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知自身的不足，提

升自身能力。智能服务系统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对大学生的行为数据进行记录，并且通过大学

生的行为数据记录形成完整的学生画像，帮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长处与不足。同时，智能服务

系统可以根据大学生能力与知识方面的欠缺，有选择性地为大学生推荐课程，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实现

智慧学习与自主学习，帮助大学生在创新创业领域成为跨学科人才，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成功的可能

性。另一方面，智能服务系统与人不同，不会受到记忆能力的限制，对于已拥有的数据，可以长久地

存储于系统之中，很少产生遗失等现象，因此，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随时随地对于自己需要的知

识进行查阅，并对知识进行一系列的组合应用，基于此，智能服务系统可以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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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的助手。 

    以东北财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应用的新道数字教学中心(DTC)云平台为例，该平台具有承载实训

类课程和虚拟仿真项目的功能，遵循全方位、全场景、全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搭建了“开放式教

学空间”+“开放式实验空间(虚拟仿真项目管理平台)”+“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在线智能教室/

实验室”，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为学生们呈现精彩的云上实训课堂。

数字教学云平台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多种教学内容以及学习资源，从而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智

慧学习、自主学习，从而弥补了传统灌输式学习中大学生难以获得自己所需知识、技能的缺憾。 

    一方面，智能服务系统的应用可以实现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智慧学习、自主学习，有助于

大学生完善自身关于创新创业的知识结构，进而实现大学生能力的迭代升级；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

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收获一个全能助手。智能服务系统可以随着大学生能力的提升进行匹配式推

荐，换言之，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可以在智能服务系统的帮助下不断迭代升级。同时，通过多轮次

的智能服务系统应用，智能服务系统与大学生之间的匹配会更加紧密，可以更加精细化、准确地为大

学生提供关于其创新创业的自身画像，并根据画像，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资讯、课程以及相关服务，

从而实现由数据驱动的智慧学习模式，这也是对传统的灌输式学习的替代。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

智能服务系统凭借其主动性实现了与大学生的迭代匹配，进而实现智慧学习模式。 

    图 1 展示了智能服务系统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 

 

 

图 1  智能服务系统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作用机制图 

 

    四、结论与讨论 

    高校作为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主阵地，一直以来都面临着资源难以整

合、个性化教育难以实现以及灌输式教学的难题，而以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智

能服务系统则可以凭借其连接性、感知性与主动性提供解决困难的方法。因此，本文基于对以往文献

的检索分析以及智能服务系统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的应用实例，对智能服务系统在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 

    从智能服务系统的特性而言，首先，智能服务系统可以凭借其连接性，实现学校、企业以及政府

等多方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多元分散主体以信息为纽带，连接成为统一的生态系统，并通过该系统

进一步促进信息的联通互动，以帮助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更好地获得资讯信息，简化创新创业相

关手续的办理流程。其次，智能服务系统凭借其感知性，可以提升个性化教学的可能性。通过智能服

务系统对学生横向以及纵向信息的对比分析，教师可以实现对不同学生的针对性教学，同时，也可以

对同一学生不同时期的需求进行差异化帮助，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与创新创业相关的知识与能

力。最后，智能服务系统凭借其主动性，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智慧学习、自主学习，缓解以往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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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式教学难以针对大学生痛点、难点对症下药的问题。智能服务系统通过对学生与课程进行多轮次的

匹配，助力大学生成长，帮助大学生拥有跨学科知识，同时也可以凭借自身的数据拥有量与数据分析

能力，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得力助手，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率。 

    从智能服务系统的作用机制而言，首先，多元协同机制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现资源融合、协同

发展的保证。多元协同机制为有效消除校内外多元主体间的壁垒，构建校内外资源共享的创新创业教

育新模式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路径，也为后续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供了资源支撑。其次，实行动态

反馈机制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举措。动态反馈机制为高校创新创业教学模式由

“大众教学”向“精准教学”，由“传统教学”向“智慧教学”的转变提供了支持，也为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精准育人模式的实施和落地提供了实践借鉴。最后，迭代匹配机制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现学

生智慧学习、自主学习的基础。通过迭代匹配机制，智能服务系统的分析服务子系统可以有效分析并

识别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精准推送适切的创业政策、创业咨询、校内外学习资源、校内外创业指导，

为学生开展智慧学习和自主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实现智能服务系统引领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智慧

学习新模式的推行提供了指导和参考。 

    综上所述，智能服务系统凭借其特质可以有效服务于教师教学过程、大学生学习过程，同时促进

资源的有效流通与高效整合，进而实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的生态式资源协同互动模式、智慧型

精准育人教学模式以及数据驱动的智慧学习模式，为最终实现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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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I Hao, YU Xin, GUO Chunho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lways faces the dilemma of resource dispersion, difficulties in 

personalized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indoctrination-mode education. How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has become a widely concerned issu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intelligent service systems ha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nnectivity, perception, and initiative, which are conducive to achieving 

collaborativ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resources from school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dynamic 

feedback between teachers and systems, and iterative matching of learning methods for college students. 

Ultimately, they can achieve ecological resource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mode, intelligent precision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and data-driven intelligent learning eco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enhance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and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achiev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shaping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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