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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society 
demands higher and higher quality of talent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backbone of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have stronger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main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n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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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的经济趋势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社会对于人才的创新创业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大学生作为
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应当具备更强的创新创业能力，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论文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的主要内容入手，深入分析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策略，以促
进创新创业教育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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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互联网技术等新型科技快

速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急速增长的趋势，社会发展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创新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关键动力，而创新力量作用的有效发挥主要依托于创

新创业。大学生作为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是创

新创业的生力军，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创新创业素质水平，

促进自身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环境，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身

的力量。高校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前沿阵地，应积极发挥先

行者和践行者的示范作用，不断强化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提升创新创业本领，为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

但是，目前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中仍然存在

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高校作为创新创业的孵化器，应充分

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应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贯彻落实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充分发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优势，培养高素质的

人才，使大学生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促进社会的

可持续性发展。

2�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

2.1�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
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指的是大学生自身对于创业行为

感兴趣，有意将创业想法付诸行动并为其做好心理准备的思

想倾向。意识决定思想行为，要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首先应当培养大学生自身的创新创业意识，使其意识到创新

创业能力的重要性，才能进一步引导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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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学习。因此，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工作，是

落实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首要内容。

2.2�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
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指的是大学生在进行创新创业行

为之前，首先应当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强大的身体素质、

良好的道德素质以及积极向上的思想素质，为创新创业活动

的进行提供优良的素质基础，保障大学生能够在创新创业活

动中能勇敢面对困难、积极创新发展，保证创新创业活动符

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并为社会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1]。

因此，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是落实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的必要内容。

2.3�普及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
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范围较为广泛，不但包括系统化、

专业化的基础理论知识，还包括创新创业实践中积累的经

验内容。想要提高的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水平，高校应当普及

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并提供实际的创新创业项目供学生参

考，促进大学生积极学习创新创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帮助大

学生从项目中学习相关经验，这有助于大学生建立自身系统

化的创新创业知识体系，为学生将来的创新创业行为提供理

论基础。因此，普及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是落实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基本内容。

2.4�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体现为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时，能够合理运用创新创业相关知识以及自身的管理、应变、

分析等能力，针对创新创业活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够做出

科学决策，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顺利解决问题。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与自身的性格、学习能力以及大学生在不同实践

活动中不断积累的经验有关。高校对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

识、知识体系以及素质的相关培养，都是以提高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为目的，因此，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落实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最终目标。

3�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问题

3.1�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由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起步时间较晚，加之部分高校

没有意识到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对提高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能

力的重要性，导致当前高校缺乏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使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呈现出边缘化的状态。

首先，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没有明确其重要性，

部分高校将其作为选修课程加入大学生教育课程中，甚至其

作为选修课的学分也是低于其他课程，这就导致大学生对于

这门课程不够重视，学习这门课程也是以获取学分为目的，

这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其次，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并没

有明确相关的教育方式，对于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没有精准

的定位，部分高校选择由辅导员依照课本内容安排完成教学

工作，或是选择让学生自己研究的教学方式，在这些较为刻

板的教学方式下，难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提高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最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缺乏明确的教育内容，

部分高校尚未建成完整的教育体系，缺乏系统化的教学内

容，导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内容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不利

于学生掌握创新创业知识体系，无法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坚

实的理论基础 [2]。

3.2�高校创新创业教学师资队伍能力不高
现阶段，大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由学

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或是辅导员完成课程教育教学工作，

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教学培训，并且，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内容涉及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个专业的基础理

论知识，需要指导教师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

对指导教师的专业水平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就导致高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指导教师普遍存在教学能力不高

的问题，不利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3]。

首先，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指导教师缺乏相

关的创新创业经历，自身的创新创业意识、能力不足；同时，

大部分教师没有经过专业化、系统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训，

并未获取创业咨询相关证书，教师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有待

提升，创新创业教育内容缺乏先进性，这就直接影响到创

新创业教育的质量，甚至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素质、

能力等的培养。其次，部分高校选择聘请校外专家的方式完

成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然而校外专家授课时间不固

定，授课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利于学生形成系统性

的创新创业理论知识体系，无法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

3.3�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支持力度不足
为培养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具备较强创新创业能

力的大学生，政府为各大高校提供政策、制度以及资金上的

大力支持，但是，高校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实际

执行者，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上的支持力度仍有不足。

首先，高校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上的资金投入

不足。大学生接受创新创业教育指导，但是在实际的创新创

业活动实践过程中，高校投入的创新创业支持资金不足，学

生的很多创新想法无法落地，不利于学生创新创业经验的积

累和能力的提升。其次，高校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上

投入的硬件设施不足。部分高校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指

导仅限于理论层面，没有建设相关的网络教学课堂或者实践

教育基地，大学生缺乏实际的实践机会，不利于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的提升。虽然部分高校设立专门的创新创业资金项

目，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来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为其在创业孵化基地中获取的收益提供免息政策，但是

实际创业孵化基地的运营情况并不理想，部分学生对于创新

创业项目运营积极性不高，创业项目技术性不强，导致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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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基地的建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4�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策略

4.1�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针对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各大高校首先应当积

极完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体系应当设立相关规定，

明确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宣传力度，提

高高校落实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意识，这有助于引起

教师教学过程、学生学习过程中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的重视，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4]。其次，

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体系应当明确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的教学方式。如设置大学生创新创业通识类课程，合理规

定课时学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积极引进实践性教学

方式，创建职业发展相关社团，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创

业的积极性；促进考核方式的多样化，通过实践性的考试方

式能够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有利于

大学生提高自身创新创业能力。最后，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

体系应当建立系统化的教育内容体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内容应当拥有清晰的定位，合理规划教学进度，针对不同专

业的学生提供专业化的理论指导，系统化的教育内容有利于

大学生在接受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整合知识内容，建立逻辑

性较强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更好地运用创新创业基础知识，

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4.2�转变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理念
高校想要扭转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确保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发挥显著作用，其中转变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理念是高校的重要工作内容。传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不受重视，授课教师的专业水平有限，严重影响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进行。

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高校应当意识到传统教学师

资队伍的不足，积极引进创新创业的高素质人才，提高师资

队伍素质水平，接受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为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注入鲜活的教育思想。其次，创新创业指导教师作为教

育工作的执行者，应当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以提高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为目的，不拘泥于传统教学形式，尊重不同

学生的想法，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激励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

最后，高校应当持续推进创新创业教学改革，将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观念贯穿教育工作始终，针对不同专业、不同个性的

学生开展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课程，促进教学内容多样化、

教学方法多元化，从而有效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发挥积极

作用 [5]。

4.3�加大大学生创新创业扶持力度
为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顺利进行，培养高素

质的创新型创业人才，高校应当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的扶持力度。首先，高校应当重视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创

业孵化基地可以促进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感受企业的工作氛

围，学习企业运营管理的相关知识，有效激发学生参与创业

训练、投身创业实践的内生动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

其次，高校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邀请知名企业管理运营

人员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活动解读、政策分析、技术支持等

相关的专题讲座，解决学生在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学生

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学生勇于尝试各种前沿领

域的创新型想法，从而提高创新创业活动的技术水平，促进

学生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能力 [6]。

高校进行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是促进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工作内容，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部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作为促

进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应当意识到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

重要性，积极学习创新创业相关知识，努力在实践过程中积

累创新创业经验，提高自身创新创业能力。高校要紧紧围绕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坚持把创新创业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积极培养大学生创新创

业意识、知识水平、素质和能力，采取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提高大学生教育队伍素质以及加大资金、硬件设施扶持

力度的措施解决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保障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为社会培

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国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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