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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域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

齐荣光 ， 贾 丽 丽 ， 吕 岱瑶 ， 陈艳春

（石 家庄铁道大 学 管理 学 院 ， 河北 石 家庄０ ５ ０ ０４３ ）

摘 要 ： 创 新创 业教育 是 我 国 高 等 学校人 才 培养 的 重 要 内 容 ， 立德树人 成 果是检验 高 校各

项 工作 开展 情 况 的 根本准 则 。 不 断探 索 课程 思 政视域 下 创 新创 业教育 的 方 法和 路径 是 当 今 高

等教 育 面 临 的 重 要 问 题 。 应 以 专 业课程 为 载 体 ， 实 现课 程 思 政 教 育 与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的 有 机 融

合 ； 以 学 科 竞 赛 为 契 机 ， 从作 品 选题 、 团 队 组 建 到 商 业 计 划 书 撰 写 ， 全过程 加 强 学 生 的 品 德 修

为 ， 培养 学 生 的 创 新 能 力 ； 以 科研项 目 孵 化 基地 为 平 台 ， 实 现理论指 导 与 创 新 实 践 的 有机统 一 ；

以 打造创 新创 业体 系 为 依托 ， 多 角 度 多 思 维 开 拓 思 政 育 人 新 前 景 ， 实 现教 学 相 长 ， 形 成 思 政课

程 学 习 统 一体 ， 培养全 面 发展 的 创 新 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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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必须要通过教育完成 。

近年来习 总书记多次强调 ： 各类学校和教育部 门

都要肩 负起为 中 国共产党 、 为社会主义 国家培养

优秀人才的重大任务 。 高校教师要作为思政教育

的主力军 ，让课堂建设成为思政教育建设 的主渠

道 ，使理论课堂和社会实践课程成为课程思政建

设的主战场 ［ １ ］

。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模

式 ， 源 自 于西方创业教育 ，此后各 国教育主管部 门

逐渐强化创业理论 ，并将学生专业技能教育 、创新

素质教育作为教育考核的重要标准
［
２

］

。 我 国根据

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 、 经济发展规律及教育发展

规律 ，在西方创业教育 的基本上又丰富 了其基本

内涵 ，加强 了创新能力教育工作 ， 即将创业教育发

展为创新创业教育 ，

一方面激励学习者创新活力 ，

另一方面传授创业技术 ， 培育综合型人才 。 教育

部在相关工作意见 中指 出 ：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

高校学习 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 服务于创新型 国家

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 ；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的重要途径 。

［ ３ ］

在

如今 日 趋复杂 的 国 际大环境下 ， 社会 的 多元化思

潮和部分西方媒体的反华言论对大学生思想和行

为造成 了很大 的 冲击 。 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 向 、培

养家 国情怀 、 以 民族复兴为 己任 、用思政教育为创

新创业教育保驾护航对应对 日 益复杂的 国 际政治

经济形势 ， 实现伟大 中 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 ，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从传统的单一模式过渡

到集课堂教学 、学科竞赛 、科研项 目孵化基地等为

一体的综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一

、文献综述及本文 的研究价值

近年来 ，各界学者对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政教

育的研究显著增加 ，截至 ２ ０２ １ 年 １ ２ 月 ， 中 国知 网

平 台上有关
“

课程思政
”

的相关 内容 ２４６ ７３ 条 ，研

究时 间集 中 在 ２ ０ １ ９ ２ ０２ １ 年 ， 尤 以 ２０２ １ 年成果

最为丰 富 ， 占 总研究成果 的 ４０ ％ 以 上 。 同样 ， 截

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１ ２ 月 ，

“

创新创业教育
”

相关学术论文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２ ２ ０ ３ １ ０

基金项 目 ： 河 北 省 高 等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项 目
“

《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 课 程 思 政 育 人 体 系 建 设 研 究 与 实 践
”

（ ２ ０ ２ ０ＧＪＪＧ５ ７４ ） ；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
“

管理类专业课程
”

项 目 式教学
“

设计与实践研究
”

（ ２ ０ ２ ０ＧＪＪＧ１ ７ ５ ） ；河北省人事厅项 目
“

数字经济转型对我省就业 的影 响及对策
”

（ ＪＲＳ ２ ０ ２ ２ １ ０４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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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０１ ２ ８ 篇 ，其主要集 中 在 ２０ １ ６ ２０２ ０ 年 ， 占 总成

果的近 ８ ０％ 。 由此可见 ， 随着 国家近年来对相关

研究的重视 ，学者们对思政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

的研究力度也不断增 加 。 然而 ， 大多数学者仅仅

是
“

思政教育
”

和
“

创新创业教育
”

二者取其一 ，将两

种教育模式结合起来 、融会贯通 的研究却相对匮

乏 ， 同样检索 中 国 知 网数据库 ， 同 时查找
“

思政教

育
” “

创新创业教育
”

（简称
“

双创
”

教育 ） 、

“

融合
”

三

个关键词 ，仅能检索出学术文献 １ ６３ 篇 。 目前各领

域学者的相关研究可 以分为思政教育对
“

双创
”

教

育 的推动作用和以双创教育丰富思政教育两方面 。

（
一

） 思政教 育 对
“

双 创
”

教 育 的 引 领 作

用 ： 以 思政教 育 推 动
“

双创
”

教 育 开展

吴修娟 阐述 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
“

双创
”

教

育的必要性
［ ４ ］

。 方丽娟认为思政教育是引领创新

创业教育的重要导航 ［ ５ ］

。 刁 惠婷挖掘 了思想政治

教育在高校
“

双创
”

教育 中 的贡献力 ［ ６ ］

。 刘森通过

案例分析剖析了二者之 间 的关系 ， 提 出应坚持立

德树人 ，推动
“

双创
”

教育 的发展
［ ７ ］

。

（ 二 ） 完 善 教 育 体 系 ：

“

双 创
”

教 育 融 入

思 政教 育 协 同 发展

陈怡指 出要着力采取一系列举措提高大学生

的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 ８ ］

。 董树军 、胡港云指 出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融人
“

双创
”

教育有利于思想

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 ９ ］

。 王茜就
“

双创
”

教育融

入高校思政教学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提供了针对性

方案 ［ １ ° ］

。 代砚春 、孙美玲提 出 了新时代将创新创

业教育贯通思政课教学体系 的必要性
［
１ １

］

。 陈春

琳 、薛勇对两者 内在关系进行 了深层次 的思考 ，并

积极探索二者相融合的保障机制 ［
１ ２

］

。

虽然上述学者对课程思政和创新创业教育相

结合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充分阐释 ，然而在二者的融

合机制和融合方法上仍存在理论研究深度不足 、实

践环节不成体系 的问题 。 基于此 ，笔者将从理论上

进一步探究二者相融合的可行性 ，并从 日 常教学设

计 、学科竞赛参与 、科研项 目孵化基地平台搭建 、创

新创业综合体系建设等方面探究二者的融合路径 。

二 、课程 思 政教育 与
＂

双创
”

教育 相 融

合的可行性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 的本质是一种价值观教育 ， 贯

穿于高等教育 的各个环节 ， 对受教育者 的意识形

态具有较强 的 引 导作用
［ １ ３ ］

。 创新创业教育实质

上是一种综合型教育 ， 主要强调对学生创新素质

及创业能力 的训练 ，
二者在多个方面具有很高 的

一致性和互补性 。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具有相 同 的培养 目

标 ，二者都是为 了 培育我 国 当前发展所急需 的高

素质综合性人才 。 创新创业教育通过挖掘并释放

大学生的创造性来使其适应 当今激烈 的市场竞争

环境 ，

“

双创
”

教育不仅要注重培养受教育者善于

思考 、 勇 于探索 的创新精神 ， 还要培育其不惧 困

境 ，迎难而上 、永不放弃的坚韧品质 。 思政教育 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 目标 ， 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

引 导其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 培养其家 国情怀

及 回报社会 、服务人 民 的责任感 。 思政教育与
“

双

创
”

教育均能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 ， 提升其综

合素质及核心竞争能力 。

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在教学体系和

教学 内容上互相促进 。

“

双创
”

教育是为我 国社会

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的重要途径 ，

是现阶段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 为高校思政教育
“

培养什么样 的人
”

增加

了新的 内涵 。 思政教育把控着大学生三观教育的

总 阀 门 ，发挥价值引 领作用 。

“

双创
”

教育在对大

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培育过程 中必须以 马列主义作

指导 ，树立正确 的理想信念 。 即思想政治教育能

保障创新创业教育始终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 向 ， 创

新创业教育是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政教育的重要补

充 ，
二者既互为依托又相互促进 ， 只有坚持二者共

同发展 、共同发力 ， 才能推进我 国现代教育 目标的

实现 。

三 、课程思政视域下创 新创 业教 育 实

践探讨

（
一

） 以 专 业 课 程 为 载 体 ， 实 现 课 程 思

政教 育 与
“

双 创
”

教 育 的 贯通 融 合

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是进行思政教育 的重要

渠道 ， 同 时二者又肩负着培育学生创新精神 、提高

学生实践能力 的重要任务
［
１ ４

］

。 高校教师要努力

寻求专业课程讲授与
“

双创
”

教育及思政教育的有

机融合点 ， 以便于学生在收获学科知识 的过程 中

于无形 间得到思政教育 的洗礼 ， 增强创新精神 与

实践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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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剖析课程知识体系 ，深人挖掘思政资源 ，通

过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战能力

教学过程 中 ， 任课教师要结合所授课程各知

识模块 的特点 ， 融人相应 的 思政元素进行讲解 。

当前可挖掘 的思政元素有很多 ， 如生态文 明理论 、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塞罕坝精神 、人

类命运共 同体 、爱 国 主义 、 全球经济一体化 、 乡 村

振兴 、 四个 自 信 、 中 国 梦 、 精准扶贫 、 大 国 工匠精

神 、创新创业教育等 。 以笔者所讲授的 《财务报表

分析 》课程为例 ， 可 以 通过讲解 中 国 古代财务思

想 、 近现代财务分析理论与实践创新培养学生 的

文化 自 信 ； 可 以 用上市公 司违法违规及舞弊案例

为教育突破 口 ， 加强学生诚信道德教育和职业伦

理道德培养 ； 可 以 以企业生存及成长环境为背景 ，

通过分析华为 、 中兴等公司财务报表 ，让学生立足

于 国 际大环境分析 当前 国 际形势 ， 培育学生 的爱

国情操 ， 学 习这些爱 国企业敢于争先 的优秀 品质

及开放包容的气质 ， 同 时通过案例教学培育学生

创新精神 ，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

２ ． 重构教学设计 ，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 ，

将课程思政教育与
“

双创
”

教育贯通教学过程

（ １ ）线上与线下学 习 联动 。 高校教师要 紧扣

信息技术脉搏 ， 不断引人线上教学资源 ， 引 导学生

充分利用上市公 司 、行业龙头企业及各专业 网 站

等数据信息平台进行资料学 习 ， 教师于线上提前

布置教学任务 ， 学生利用在线教学资源提前预习 。

课堂上老师讲解夯实重难点 内容 ， 课下形成作业

成果 、线上提交作业 。 线上线下相结合 ，创新课程

教学方法和手段 ， 形成多渠道立体化教学模式与

互动空 间 ， 网络互动与教学育人有效融合 。

（ ２ ）综合运用探究式 、 混合式 、情景表演模拟

等各式各样的教学形式 ，通过进一步研究问题 ，增

加学生学识 ，充分展现师生真情实感 ， 锻炼学生的

专业能力 ， 培养责任意识和使命精神 ， 实现学生的

目标 。 组建学习交流互助小组 ， 开辟第二课堂 ，定

期开展案例讨论 ， 提交学 习报告 ， 强化学 习 氛 围 ，

锻炼学生 的洞察能力 与决策能力 ， 形成 团 队竞争

学习 的激励机制 ， 增强学习 能力 。 通过有效沟通

与 团 队合作培养学生沟通交流 、 组织协调等各项

创新创业素质 。

（ 二 ） 以 学 科 竞 赛 为 契 机 ， 实 现价 值 塑

造 与 能 力 培养 的 双 重境界

现阶段 ，

“

挑战杯
” “

互联 网 ＋
”

等创业竞赛和

专业技能大赛越来越多 ， 这些颇具影 响力 的赛事

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 比赛 ， 而是成为展示 当代大

学生创新创业成果 的 主要会场 ， 成为推动大学教

学改革的加速剂 。 如何通过学科竞赛 ， 塑造学生

价值观念与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就成为一个非常有

意义的研究课题 。

作为教师 ，在 日 常授课 、实 习 安排 、 毕业论文

指导 、课程大作业等诸多环节和过程 中就要有意

识地开拓学生 的视野 ， 引 导学生把握科技发展 的

脉搏 ，关注 国家大事 ，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人文

关怀 。

１ ． 作品选题 ： 立足学校特色 ，尽显人文关怀

以 笔者所在 的 石 家庄铁道 大学 为 例 ， 学 校

是一所有铁道兵建校历史 、 行业特色非 常 明 显

的学校 ， 多 年来石 家庄铁道大学一 直肩 负 着 为

我 国大型交通设施建设及 区域经济建设不断培

养高质量人才 的使命 。 在大赛选题 中 如何结合

时代所需和行业优势特色 ， 践行艰苦创业精 神 、

大 国工匠精神 与科技创新精 神 ， 坚守军魂永驻 、

校企结合 的 办学特色 ， 就成为 历 届 铁大人双创

比赛选题 的 一个关键 突 破 口 。 近年来 ， 学校先

后关注 了 隧道裂缝修复 问 题 、 中 小跨径桥梁智

能检测 问题 、流动式架桥机 问题等 ， 依托学校特

色和老师 同 学 的专利 成果 ， 学校各项 学科竞赛

均取得 了骄人 的成绩 。

关心百姓疾苦 、 心 系芸芸众生是 当代大学生

应该有的责任与担 当 ， 所 以选题时如何做到从生

活 中来到生活 中去 ， 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解决

现实矛盾 ，也是努力 的方 向 ， 近年来学生创新创业

项 目 取得的很多成果均与此相关 ： 从智 能盲人手

仗 、智慧垃圾桶到 ３Ｄ 打 印人骨 、绿色环保可伸缩

井盖无不凝聚着铁大人的责任 、爱心与担当 。

２ ． 参赛团 队组建 ： 培养 团结协作精神 与领导

决策能力

一个优秀 的作 品在创意选题 、 文案撰写 、 ｐ ｐ ｔ

组材 、路演展示等各方面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 而这

需要多方面 的能力支撑 。 所 以 ， 组建一个各有所

长 、优势互补 的 团 队尤为重要 。 组 队时要尽可能

从土木 、 机械 、 信息 、 经管 、 文法等学 院 吸纳懂技

术 、懂管理 、懂营销 、 懂财务 、善演讲的优秀人才强

强联手 ，优势互补 。 实践证 明优秀 团 队 的组建是

作品成功 的保障 。 当然 ， 强强联手要想产生协 同

效应 ， 不仅需要一个组织协调能力 、领导决策能

力强大的 老师 与 队 长 ， 更需要 同 学们 的 齐心 协



９０ 石 家庄铁道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 学版 ） 第 １ ６ 卷

力 ， 乐于 沟 通 。 单靠个人英雄 主义是不会成 功

的 ， 竞赛 团 队 的成 功 是对集体精 神 与 精诚合作

做好 的诠 释 ， 是课程思 政育人成果最淋漓尽致

的体现 。

３ ． 商业计划 书撰写 ： 培养敬业 团 结 、 迎难 而

上 、永不放弃的精神

创业大赛 中最基础最繁琐 的工作就是计划书

的撰写 ， 这里面涉及项 目 描述 、产 品分析 、市场调

研 、发展战略 、 营销方案 、 财务计划等诸多 内容 ， 每

一部分都要精雕细琢 。 其 中项 目计划书是项 目取

得成效的基石 ， 也是项 目 进人决赛 的前提 。 计划

书 的撰写不仅是项 目 成果 、项 目 方案最全面 的展

示 ， 而且是检验一个 团 队是否踏实 、 精细 的试金

石 。 细节决定成败 ：

一时疏忽 ，

一个糟糕 的排版 ，

几个错别字 ，几张不匹配 的财务报表就可能把一

个优秀的作 品断送 。 所 以 ， 商业计划 书不断修改

与打磨的过程就是对教师 和学生心 智磨合 的过

程 ，是培养敬业精神 的过程也是迎难而上 ， 永不放

弃精神 的充分实践过程 。

（ 三 ） 以 科研 项 目 孵 化 基 地 为 平 台 ， 实

现理论指 导 与 创 新 实践 的 有机统 一

创新创业教育意在培养具有优秀综合素质的

双创人才 ， 在培养过程 中 ， 应将重点从大学资源 、

声誉等外部 因素转移到学生主体上 ， 并关注学生

发展 。 实践教学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 、进

行学生思政培训 的重要途径 ， 高校应充分利用各

种资源 ， 为学生提高 良好实践平台 ， 同时加强对学

生 的思政引领 ， 加强学生创业观念教育 ，有效地在

创新创业教育 中推动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
［ １ ５

］

。

面对
“

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的时代呼声 ，许多

高校都建立 了项 目孵化园 、青创板等实践平 台 ，对

学生创业实践 的资源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增加 。

以石家庄铁道大学为例 ， 学校 曾 多次组织学生进

行创业培训 ，参观河北省 中 国青年创新创业 区域

中心 ， 引 导学生深人 了解创业故事 ， 进行实践展

示 。 高校可 以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 借助政府和依

托政策支撑 ， 为学生打造项 目孵化基地 ，完善学生

创新创业新体系 。

（ 四 ） 以 打 造 创 新 创 业 体 系 为 依 托 ， 多

角 度 多 思 维 开拓 思 政 育人新前景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不是靠单一

方面的改革或完善就能实现 的 ， 需要多维度 和 多

方面的综合努力才能完成 。

１ ． 完善多学科交叉研究 ， 持续激发创新教育

活力

创新创业培训是 旨在提高创新创业培训质量

和深度的专业培训 ， 只有培训与专业相结合 ，创新

创业培训才能真正有效 、持续激活 。 近年来 ，学者

研究视角主要集 中在单一学科创新研究方面 ， 学

科交叉打造多方面创新创业体系较薄弱 ， 在创新

创业教育专业化培训领域研究相对较少 。 高校可

以通过建设多专业师生交流平 台 、 组建多学科研

究小组等方式引 导参与者进行学科交叉研究 ， 对

于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当根据具体专业开展相

关培训 ，进行细致的实践研究 ，提高创新创业培训

的质量和深度 。

２ ． 加强教职工能力培训 ，打造精 良教育 团 队

在
“

双创
”

教育 中 ， 师生 双方都 是不 可 或缺

的 主体 ， 学 生 是 知 识 接 收 者 ， 教 师则 在 学 生 学

习 和 成 长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引 导 和 解 惑 的 作 用 。

然而 目 前许 多 高 校 的 相关教 师都 是 由 不 同 专

业 的任课教师兼任 的 ， 相对于相关学科 的 专业

素养来说 ， 对 于创 新创 业 的 研究 较 浅 ， 对 学 生

创新创业方面 的指 导成效相对较低 ， 不 利 于 学

生优 秀项 目 的 打磨 ， 进一 步 阻碍创新创业教育

的发展 。 学 校 应 加 大对 创 新创 业 专 业 教 师 的

培养力 度 ， 聘请相关领 域 专 家 学 者 进 行 培 训 ，

打造优秀创新创业教师指 导 团 队 ， 加 强 高 校教

师和管理者创新思 维训 练 ， 从教师层 面 实 现对

创新基本理论 和 方法 的 正 确认 知 培养 ［
１ ６ ］

。 同

时应加强 思政课教师 的 创新思 维 引 导 ， 提高教

师 的综合能力 。

四 、结语

综上所述 ， 高校要加大对学生创新创业和综

合素养教育的投人 ，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将两者

贯通融合 ，统一教育理念 。 高校培养德才兼备 的

创新创业人才应坚持 以 专业课程为载体 ， 改革教

学方式 与 教 学 方 法 ， 产 教 融 合 、 理论 与 实 践 融

合 ［
１ ６

］

； 以各大创新创业大赛为契机 ， 通过学科竞

赛践行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 ； 要 以科研项 目 孵化

基地为平 台 ， 实现理论指导与创新实践 的有机统

一

；要 以打造创新创业体系为依托 ， 多角度多思维

开拓思政育人新前景 。



第 ４ 期 齐 荣 光 等 ：

“

课程 思 政
”

视域 下 高 校创 新创 业教 育 实践探 索 ９ １

参考文献 ：

［ １ ］ 习 近平 ． 在全 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立德树

人实现全程育人 ［Ｎ］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６ １ ２ ０ ９ （ ０ １ ） ．

［ ２ ］理 阳 阳 ．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协 同

育人机制 的研究 ［ Ｊ ］ ．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 院学报 ， ２ ０２ ０ ，

３ ９ （ ０ ８ ） ：
４ ９ ５ １ ．

［ ３ ］教育部 ． 髙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 纲要 ［ ＥＢ／ＯＬ ］ ．

（ ２０ ２ ０
－

０ ６
－

０ ５）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 ｅ ．ｇｏｖ ．ｃｎ／ ｓ ｒｃｓ ｉ ｔｅ／

Ａ０ ８ ／ ｓ７ ０ ５ ６ ／２ ０ ２ ００ ６ ／ ｔ２ ０ ２ ０ ０６ ０ ３
＿

４６ ２ ４ ３ ７ ．ｈ ｔｍ ｌ ．

［ ４ ］吴修娟 ．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Ｄ］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 ２ ０ １ ７ ．

［ ５ ］方丽娟 ． 政治教育视 阈下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Ｄ］ ． 合肥 ： 安徽工程大学 ， ２ 〇 １入

［ ６ ］ 刁 惠婷 ． 思想政治教育在我 国髙校创新创业教育 中 的

作用研究 ［Ｄ］ ， 广州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 ， ２ ０ １ ８ ．

［ ７ ］刘森 ． 思想政治教育 引 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研

究 ［Ｄ］ ． 景德镇 ： 景德镇 陶瓷大学 ，
２ ０２ １ ．

［ ８ ］陈怡 ．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人应用技术 型大学思政工作

的思考 ［ Ｊ ］ ． 教育与职业 ，
２ ０ １ ６ （ ２ ０ ）  ：

７ ９ ８ １ ．

［ ９ ］董树军 ， 胡港 云 ． 地方本科 高校转 型背 景下创新创业

教育融人高 校思 政教育 的 路径研究 ［ Ｊ ］ ． 高 教 学 刊 ，

２ ０ １ ７ （ ２ ２ ） ： ５ １ ５ ３ ．

［ １ ０ ］王茜 ．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

［Ｄ ］ ． 温州 ： 温州大学 ，
２ ０ １ ９ ．

［ １ １ ］代砚春 ，孙美玲 ．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髙校 思政课教学

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探究 ［ Ｊ ］ ．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

与实践 ， ２ ０ ２ １ ， ４ （ ２ １ ） ：
１ ３ ．

［ １ ２ ］陈春琳 ，薛勇 ． 把创业教育融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Ｊ ］ ． 中 国成人教育 ，
２ ０ １ １  （ ０４ ） ： 

１ ３ ２ １ ３ ４ ．

［ １ ３ ］张学礼 ，李晓华 ． 髙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的现实 困境及

育人成效提升研究 ［Ｊ ］ ．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 ０ ２ １

，
１ ５ （ ０ ３ ） ：

６ ９ ７ ４ ．

［ １ ４ ］王洪军 ． 论新形 势下加强 和 改进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

课教学 的途径 ［ Ｊ ］ ．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 ２ ０ １ ７ ， １ １ （ ０３ ） ：
１ ０ ８ １ １ ０ ．

［ １ ５ ］王华 ，王敏 ，公伟庆 ． 基于 ＯＢＥ 理念 的 高校创新创业

实验室建设 与 管 理 ［ Ｊ ］ ． 实 验技 术 与 管 理 ，
２ ０ ２ １

，
３ ８

（ １ １ ） ：
２ ７ ８ ２ ８ １ ．

［ １ ６ ］刘会娟 ． 新时代 背景下 隐性思 想政治 教育现状及有

效路径探究 ［Ｊ ］ ．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２ １ ， １ ５ （ ０ ２ ） ：
６ ４ ６ ９ ．

Ｅｘｐ ｌｏ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 ｉｐ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ｉｎＣｏ ｌ ｌｅｇｅｓａｎｄ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ｓ

Ｑ ｉＲｏｎｇｇｕａｎｇ ，Ｊ ｉａＬ ｉ ｌ ｉ
，ＬｖＤａ ｉｙａｏ ，ＣｈｅｎＹａｎ ｃｈｕｎ

（ Ｓ ｃｈｏｏ ｌｏ ｆ Ｍ ａｎ ａｇ ｅｍｅｎ ｔ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ｕ ａｎｇ

Ｔ ｉ ｅｄ ａｏ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 ，Ｓｈ ｉ
ｊ

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 ５ ０ ０４ ３

，Ｃ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ｎ ｔｒｅｐ ｒ ｅｎｅｕｒ ｓｈ ｉ
ｐ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ｉ ｓｔｈｅｔｏｐｐ ｒ ｉｏ ｒ ｉ ｔｙ

ｏ ｆｔａ ｌｅｎｔｔ ｒａ ｉｎ ｉｎｇ
ｉｎｃｕ ｒ ｒｅｎｔ

ｃｏ ｌ ｌ ｅｇ ｅ ｓａｎｄｕ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 ｉｅ ｓ ，ａｎｄｔｈ ｅａ ｃｈ ｉ ｅｖｅｍ ｅｎ ｔｏ ｆｍｏ ｒａ ｌ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 ｉ 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 ｅｎｔ ａ ｌｃｒ ｉ ｔｅ ｒ ｉｏｎｔｏｔｅ ｓ ｔ

ｔｈｅｗｏ ｒｋｏ ｆｃｏ ｌ ｌｅｇｅ ｓａｎｄｕｎ ｉ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ｉ ｅ ｓ ．Ｉ ｔ ｉ ｓａｎ ｉｍｐ ｏ ｒ ｔ ａｎｔｐ ｒｏｂ ｌ ｅｍｆｏ ｒｃｏ ｌ ｌｅｇｅ ｓａｎｄｕｎ ｉ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ｉ ｅ ｓｔｏｃｏｎ

ｓ ｔ ａｎｔ ｌｙｅｘｐ ｌ ｏｒ ｅｔｈｅｍ ｅ 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ｐ ａ ｔｈ ｓｏ ｆ 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ｎ ｔ ｒｅｐ ｒｅｎｅｕｒ ｓｈ ｉｐ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 ｅ ｒ ｓ ｐ ｅｃ

ｔ ｉ ｖｅｏ ｆｃｏｕｒ ｓ ｅｏ ｆ ｉｄ ｅ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 ｅ ｒｈｅ ｌ ｄｔｈａ ｔ

ｐ ｒｏ ｆｅ ｓ ｓ ｉｏｎａ ｌｃｏ ｕ ｒ ｓ ｅ ｓｓｈｏｕ ｌｄｂ ｅｔａｋｅｎａ ｓｔｈ ｅ

ｃ ａ ｒ ｒ ｉ ｅ ｒｔｏｒｅａ ｌ ｉ ｚ ｅｔｈｅｏ ｒｇａｎ ｉ ｃ ｉｎ ｔｅｇｒ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ｔｗｏ ．Ｔａｋ ｉｎｇ
ｔｈｅｓｕｂ

ｊ
ｅ ｃ ｔｃｏｍｐ 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ａ ｓａｎｏｐｐｏ ｒｔｕｎ ｉ ｔｙ ，

ｉ ｔ ｉ ｓｎ ｅｅｄｅｄｔｏｓ ｔｒｅｎｇ ｔｈｅｎｓ ｔｕｄ ｅｎｔ ｓ
？

ｍｏ ｒａ ｌｃｕ ｌ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ｕ ｌ ｔ ｉｖａ ｔｅｔｈｅ ｉ ｒ ｉｎｎｏ ｖａｔ ｉｖｅａｎｄｅｎｔ ｒ ｅｐ ｒｅｎｅｕ ｒ ｉ ａ ｌ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ｉｎｔｈｅｗｈｏ ｌｅ
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 ｅ ｌ ｅ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ｗｏ ｒｋｓ ？ｔ ｅａｍ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 ｒ ｉ ｔ ｉｎｇｏ ｆｂｕ ｓ ｉｎｅ ｓ ｓ

ｐ ｌａｎ ｓ ．Ｃｏ ｌ ｌ ｅｇ ｅ ｓａｎｄｕ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 ｉ ｅ ｓｓｈｏｕ ｌｄｔ ａｋ ｅｔｈｅ ｉｎｃｕｂａ ｔ ｉｏｎｂａ ｓ ｅｏ ｆｓ ｃ ｉ ｅｎｔ ｉｆ ｉ ｃｒ 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ｐ ｒｏ
ｊ
ｅ ｃｔ ｓａ ｓａ

ｐ ｌａ ｔ ｆｏ ｒｍｔｏｒｅａ ｌ ｉ ｚ ｅｔｈｅｏ ｒｇａｎ ｉ ｃｕｎ ｉ ｔｙ
ｏ ｆｔｈｅｏ ｒ ｅ ｔ ｉ ｃ ａ ｌ

ｇｕ ｉｄａｎ ｃ ｅ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ｖ 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ａｎｄｒ ｅ ｌｙ

ｏｎｃｒｅａ ｔ 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ｄｅｎｔ ｒｅｐ ｒ ｅｎｅｕ ｒ ｉ ａ ｌｓｙｓ ｔｅｍ ，ｉ ｔ ｉ ｓａ ｌ ｓｏｎ ｅ ｃ ｅ ｓ ｓ ａ ｒｙ
ｔｏｏｐ ｅｎｕｐ

ｎｅｗｐ ｒｏ ｓｐ ｅ ｃｔ ｓｆｏ ｒ ｉ ｄｅ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ａｎｄ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ｕ ｌ ｔ ｉｐ ｌ ｅ
ｐｅｒ ｓ ｐ ｅ ｃ ｔ ｉｖｅ ｓａｎｄ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 ，ｒ ｅａ ｌ ｉ ｚｅｔｈｅｍｕ ｔｕａ ｌｂ ｅｎｅ ｆ ｉ ｔｏ ｆｔ ｅａ ｃｈ ｉｎｇ

ａｎｄ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ｓ ｏａ ｓｔｏｆｏ ｒｍａｌ ｅａｒｎ ｉｎｇｕｎ ｉ ｔｙｏ ｆ ｉｄ ｅ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ｃｏｕ ｒ ｓ ｅ ｓ
，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ｌ ｌｙｇｕ ｉｄ ｅ

ｓ ｔｕｄｅｎ ｔ ｓｔｏｓｈａｐ ｅｃｏ ｒ ｒ ｅ ｃｔｖａ ｌｕｅ ｓ ，ａｎｄｃｕ ｌ ｔ ｉｖａ ｔ ｅａ ｌ ｌ

－

ｒｏｕｎｄ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ｏ ｆｔ ａ ｌｅｎ ｔ ｓ ｉｎｔｈｅＮ ｅｗＥｒａ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ｕ ｒ ｓ ｅｏ ｆ ｉｄ ｅｏ ｌｏ ｇｙａｎｄ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 ｒ ｅｐ ｒｅｎｅｕｒ ｓｈ ｉｐ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

ｍ ｏ ｒａ ｌ ｉ ｔｙ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