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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曾这样谈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

时代。”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然成为一个国家

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代表，而眼下随着各地高校招生规模

的持续扩张，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日益凸显，就业

形势日趋严峻，这亦迫切需要中国高等教育以引导大学生

的自主、目的、专精为中心，攻下创新创业这块“硬骨头”，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

径。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能有效推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唤

醒当代青年的创新意识，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

身的人生价值，更能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精神，集

聚新时代青年们的力量，聚沙成塔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明确

指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动教育理念与观

念转变，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人才培养。

动力源泉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推动国家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 [1]。孙中山先生曾提到：“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在

当前新形势下，无论是乡村振兴与民族发展，还是富国强

民都离不开创新型人才的有效支撑。时下的大学教育缺乏

创新的灵魂，高校作为人才培养高地，更应注重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增强大学生创新素质、坚韧意志、敏

锐观察力、前瞻性思维、丰富知识、科学实践，大力培养

创新人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

建设，以智力保障为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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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创新创业能力培育可以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自我价值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但也存在创新创业教学模式流于形式、创新创业方面师资力量薄弱及学生思维死板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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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创新创业实践等角度分析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合理举措。

关键词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现存问题；路径机制

【作者简介】宋子玉（1997-），女，中国山东威海人，硕

士，从事企业价值管理研究。



2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01期·2022 年 01月

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创新创业教育并非纸上谈兵，为攻下创新这块“硬骨

头”，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育必不可少。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冲破硬性思维教学模式的牢笼，培养大

学生的自主、目的与专精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

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 [2]。培育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有助于

唤醒当代大学生的创新意识，要求其以知识体系、专业技能

及创新精神武装自身。

时下，当代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日渐凸显，就

业形势日益严峻，若想攻下创新创业这块“硬骨头”，高等

院校对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作用不可或缺，然而在当

前知识经济时代下中国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体系仍存在诸多

缺口与漏洞 [3]。

眼下，创新创业浪潮如火如荼地开展并赢得了教育部

门的高度重视，虽然教育部对各高校的创新创业工作进行了

周密的部署并制定相关制度规制高校创新创业工作的实施，

但事实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工作部署流于形式，常常

与实际脱轨 [4]。不仅如此多数高校并未从教育的本质出发，

真切地探索引导学生增强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的有效路径，反而仅仅从宏观角度简要阐明创新创业教育的

重要性且课程安排未与专业培养计划相结合而是以选修课

或讲座的形式开展，往往难以激起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与唤醒

创新意识。

古人云：“古人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知识的传授与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密不可分，然而

眼下绝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拘泥于传授知识与解决

问题的怪圈之中，而忽视躬行实践，实践求真知的重要性。

目前不少高校创新创业方面师资力量薄弱，多数教师只注重

创新创业的宏观理论指导，而本身缺乏对创新创业没有深入

研究，没有创新创业实践经验，未在课程中植入创新创业理

念。不能有效引导和激励学生“自主、目的与专精”，唤醒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反而会促使学生对创新创业缺

乏信心；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犹豫，害怕失败，这必然会降低

他们的创新和创业动力。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创新型

人才可谓是当前新形势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硬通货”，而

事实上不少高校学生往往存在思维死板，缺乏主观能动性与

内部驱动力等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当前不少高校学

子未能打开思维定式的枷锁，冲破理论知识束缚的牢笼，在

他们眼中，创新创业知识的获取往往拘泥于教师教习与课本

研读，而其自身往往为应对学校学分规定要求而进行相关创

新创业活动却并未真正意识到躬行实践才是破解思维死板

问题、提高自身创新创业能力的金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着力培养

学生创新意识，塑造学生创新精神，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队伍。

因此，要以攻下“创新”这块硬骨头为奋斗方向，通过加强

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以培养创新思维，塑造创

新素质，提升创业技能，挖掘创业潜力，激发创业兴趣，树

立创新创业意识。

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育的助

推器，是引导大学生成功创业的先决条件。高校通过官网等

新媒体平台和校园广播等传统媒体，开展多载体、多层次的

创新创业宣传，提供学术讲座，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开展创

新创业活动，开阔学生视野，拓展学生认知，启发学生思考，

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好老师造就好徒弟，好导师培养出优秀学生。建立导

师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在职称评价、晋升、绩效奖励等方

面对导师和有效导师给予关注和认可。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教师创新创业指导和提升教学质量的培训。通过校内培

训、校外培训、派员到企业学习等方式，加强创新创业教师

培训和实践培训。

参考文献
’

Practice,2017,18(4):903-922.

高晓杰,曹胜利.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新时代事业的开拓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研讨会综述[J].中国高教研

究,2007(7):91-93.

马慧敏.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三位一体培养体系研究[J].教育理

论与实践,2012(36):5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