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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创新创业、推动中国制造的重要基础。在职业教育中构建创新创业文

化体系，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特色与优势，在潜移默化中普及创新创业理念，能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能力进行创新创业行为，最终提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本文在诠释创

新创业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建设现状，搭建了该体系的金字塔结构、要素框

架和功能架构，最后给出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四位一体”的建设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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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创新创业、
推动中国制造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能持续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也功不可没［1］。随着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供求

关系和人才需要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经济建设对劳

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就业

的人，还要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适应市场需求的

人。因此，在职业教育中构建创新创业文化体系，能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创新创业教育，能更好地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思维和创新创

业能力，引导创新创业行为，从而更好地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1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国学界还进一步

将其划分为精神文化( 核心) 、制度文化( 中层) 、行

为文化( 浅层) 和物质文化 ( 表层) 4 个层次［2］。文

化的最小单元被称为文化特质，相关的文化特质集

合构成文化复合体，这些相对独立的文化特质和文

化复合体互相作用、互相依赖，构成的整合系统即为

文化体系。本质上，文化体系是文化各要素相互连

接的整合系统［3］。
创新创业文化是人们在创新创业实践中所形成

的相关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的总和，包括思想理

念、价值体系、心理意识和氛围，以及相关的行为准

则、管理创新、制度规范、物质文化环境等，具有激

励、引导、凝聚和协调创新创业行为的作用。此外，

创新创业文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是指职业教育过程中，

与创新创业相关的教育和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一切

信念、思想、价值、物质等成果的总和。它是一种激

发创新意识、崇尚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活动、促进创

新发展的文化生态［4］，其具有创新性、渗透性、导向

性、传承性等特性。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力量，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能潜移默化地传达创新创业

的思想理念，使创新创业思维对学生的学习、生活、
成长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在创新创业教育中

发挥重要作用［5］。
2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建设现状

在职业教育中构建创新创业文化体系，既是

响应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

是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创新创业文化的蓬勃发

展，可以追溯到 2015 年，当时社会上兴起了一股

创新创业的浪潮，这与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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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密不可分。随着社

会的进步，职业院校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职业教

育中，构 建 创 新 创 业 文 化 也 越 来 越 受 到 重 视。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指出:“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院校应当根

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建设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探索创新创业实践模式，主动与企业在人才

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等方面开展合作。”［6］职

业院校中创新创业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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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文化建设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个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比如文化引领度不

高、文化特色不突出、保障支撑体系不完善等。这

也导致在职业院校中创新创业氛围不浓厚，校园

内没有形成对创新创业行为的思想引领与指导，

国家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创新创业政策、规

定的普及度不够，创新创业行为在制度和资金支

持等方面缺乏扶持。
此外，职业院校在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过

程中，还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与转型，《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指出:“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把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作为

培养核心，使创新创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相融合。”［7］

职业教育要从“以就业为导向的价值取向”，转为
“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培养创新创

业 型 人 才 的 新 教 育 思 想 和 教 育 理 念 的 价 值 取

向”［8］。因此，需要在职业教育中构建创新创业文

化体系，从精神引领、特色导向、制度保障、物质支撑
4 个方面，全方位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

创新创业能力进行创新创业，进而最终提升职业教

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3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结构与框架
3． 1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结构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

念，它是指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各要素相互连接

的整合系统，也是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特质和与

它相关的文化复合体的组合。结合文化的相关定

义，可以将它划分为 4 个层次: 创新创业精神文化、
创新创业特色文化、创新创业制度文化、创新创业物

质文化。它们的关系是金字塔结构，具体来说，创新

创业精神文化位于金字塔结构的最顶层，是整个职

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核心，突出先导性和引

领性; 创新创业特色文化衍生于校园文化，位于金字

塔结构的第 2 层，学生的行为与之密切联系且直接

相关，它是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导向，具体

而直接地影响学生的行为，主张方向性和发展性; 创

新创业制度文化位于金字塔结构的第 3 层，作为职

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保障，注重管理性和扶

持性; 最底层则是创新创业物质文化，是整个体系的

基础，支撑起整个金字塔结构，强调基础性和浸润

性。如图 1 所示。

图 1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金字塔结构

3． 2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要素框架

结合以上分析，再将金字塔结构的每一层细化

到各个要素，进一步得出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

系的整体要素框架。其中，金字塔结构第 1 层中，创

新创业精神文化可细分为社会文化、区域文化、行业

文化、企业文化 4 个要素; 第 2 层的特色文化则从构

建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入手，从人才培养方案纳入、师
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贯入、校园风气营造、专业文

化构建等方面全域打造创新创业校园特色文化，充

分发挥学校和专业的特色与优势，突出专业应用背

景，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

精神、创新创业能力，直接引导学生的创新创业行

为; 第 3 层的制度文化则可以由顶层制度文化、个性

化扶持制度文化和评价制度文化 3 个要素来导入;

最底层的物质文化则分为环境文化和文化传播载体
2 个层面。全要素导入创新创业文化元素，最终形

成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要素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要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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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功能架构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有精神引领作用、特色

导向作用、制度保障作用和物质支撑作用，与这些作

用相关的集合分别形成相对独立的精神文化复合

体、特色文化复合体、制度文化复合体、物质文化复

合体，这些文化复合体相对独立、相互依存、互相作

用，从而形成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如图 3
所示。

图 3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功能架构

以创新创业精神文化为核心，与社会文化、区域

文化、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 4 个要素相关的文化特

质，共同集合构成精神文化复合体，其具有先导性的

引领作用。社会文化对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发展具

有很大影响，引入、构建一个开放宽容的创新创业环

境和文化氛围尤为重要，社会对创新创业的重视程

度能影响整个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发展［9］。职业

教育还需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加深与所在区

域行业、企业的融合，让区域文化、行业文化和企业

文化中的创新创业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败观，形成

与创新创业相适应的行为准则。
以创新创业特色文化为导向，以构建有特色的

校园文化为目标，分别与人才培养机制、师资队伍、
课程体系、专业文化、榜样文化等相关的文化特质相

结合，再共同集合构成特色文化复合体，突出方向性

和发展性。营造善于创新、敢于创业的校园文化氛

围，结合职业教育自身特色和专业优势，将创新创业

理念融入人才培养机制、师资队伍、课程体系、专业

文化和榜样文化中，培养学生主动创造、合作协作、
勇于探索等方面的职业素养和相关专业技能，提升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建设的特色凝聚度、彰
显度。

以创新创业制度文化为保障，分别与顶层制度

文化、个性化扶持制度文化、评价制度文化相关的文

化特质相结合，再共同集合构成制度文化复合体，具

有管理性和扶持性。顶层制度文化往往和政府层

面、社会层面、市场层面等相关。在职业教育中构建

创新创业文化体系，需要学校建立好与政府、行业、
企业的创新合作机制，从政策、制度、资源等方面推

进创新创业相关工作，充分利用多方资源对学生进

行创新创业方面的扶持，并完善相对应的评价和管

理制度，鼓励创新创业思想，保障创新创业环境，激

励创新创业行为。
以创新创业物质文化为支撑，从创新创业的环

境氛围、文化传播载体两个方面入手，将与其相关的

文化特质构成物质文化复合体，强调基础性和浸润

性。学校要尽可能地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完善的硬

件条件和充足的物质支持，在搭建不同种类、不同特

色的学生创业园、孵化基地或创客空间等场所设施

时，充分考虑区域环境、学校定位、学生特点和专业

特色。还可以结合校园不同区域功能定位，科学规

划文化景观和文化设施，充分利用各种文化传播载

体，让校园传递奋斗、创新的力量。
4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建设的方法和举措

根据以上探究的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要

素框架和功能架构，可分别从创新创业精神文化的

导入塑造创新创业价值追求、创新创业特色文化的

导入引领创新创业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创新创业

制度文化的导入赋予创新创业制度保障、创新创业

物质文化的导入给予创新创业物质支持四个方面，

全方位渗透创新创业思想理念，引导创新创业行为，

构建一个完善、全面的“四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创新

创业文化体系。如图 4 所示。
4． 1 精神文化导入

创新创业文化的培育需要根植于社会文化和

区域文化的土壤之上，而职业教育本身就需要结

合行业和企业的需求，故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

体系的构建，可以从社会文化、区域文化、行业文

化和企业文化的全方位渗透开始。学校可以挖掘

社会文化和区域文化中有利于促进创新创业精神

的因素，带动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形成，激发学生

们为国家、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的热情与动力，最

终促成对学生群体创新创业教育的成功。以武汉

为例，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展示了

武汉这座城市独有的精神气质，可以挖掘武汉精

神中勇于创新、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借着武汉大力

发展创新创业的东风，化区域力量为己用。还可

以借鉴和吸纳好的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将其与

校风建设、育人目标相结合，校企共同制订人才培

养方案，进一步实现校内实践教学体系与企业生

产一线的无缝对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收到行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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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发展趋势等相关信息，更好地把握创新创

业的方向。让学生对企业产生积极的认同意识，

通过让学生向企业家和职场人学习，培养学生开

拓进取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毅力、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和勇往直前的信心，于耳濡目染中受到创新创

业精神的熏陶。

图 4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四位一体”建设实施方案

4． 2 特色文化导入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的建设，既要体现

职业教育特点，又要突出学校和专业优势，因此可以

从构建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入手，做好顶层设计，全面

推进。建立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培养高质

量的创新创业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提高毕业生的

职业成熟度和创新创业持续度。在专业课程中融入

创新创业理念，建设一支学习型“双师”教学团队，

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思维和教学能力的“理实一体”
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嵌入创新创业元素，让课程内

容更有专业针对性，课程师资双管齐下，使创新创业

文化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
发挥学校和专业特色，将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相匹

配，调整专业结构跟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根据培

养创新创业人才要求的专业教学特点，建设满足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的场地; 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

技术型人才，为行业及区域发展贡献力量，实现社会

服务效益和区域辐射效应提升。还可以利用榜样文

化，树立创新创业典型，发挥优秀创新创业人才和杰

出校友的感召作用，培育和弘扬学生的创新创业精

神，激励学生创新创业、成长成才。
4． 3 制度文化导入

制度文化的完善能明确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工作

的基本目标、政策措施、保障办法和奖惩制度，确保

职业教育创新创业文化体系能科学化、规范化地运

作。制度文化的导入可以从 3 个要素来切入。一是

健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渠道，让政府的一系列

创新创业政策惠及学生，比如创业贷款、补贴政策，

让学生得到资金支持，从而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政

策合力，更好地助力创新创业行为。二是个性化扶

持制度建设，包括创新创业的孵化制度、扶持制度、
激励制度等，给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以激励和保障。
三是评价和管理制度建设，从学生评价办法、师资评

价办法、教学评价制度、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等

要素入手，加入创新创业维度，比如将学生的创新创

业活动纳入学分考核中，完善现有的学分制度，构建

创新创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4． 4 物质文化导入

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创新创业的环境氛围

对创新创业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

先，学校可以通过校风校训、校园活动阐明创新创业

理念，在学校中建立课外实践、社会实践、校园活动

等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将创新创业文化融入学生

各项活动中。成立诸如学生创业服务指导中心等组

织，为创新创业提供专门的组织机构，保障学生创新

创业工作的落实; 开设学生创新创业论坛，组建创新

创业社团，建立创新创业 QQ 群或微信群，举办职业

生涯规划比赛、创业计划大赛等赛训活动，都有助于

提高学生创新创业积极性与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创

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热情。其次，可以利用相关

媒体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氛围，比如通过宣传文字与

图片、校园 LED 屏、校园广播、官方网站、微博、微信

等各种媒体来宣传创新创业成功案例等。再次，还

可以将创新创业元素融入校园文化设施中，比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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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院发展特色和专业建设，挖掘其中的创新创业

史，将创新创业元素呈现于文化墙上，使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感知创新创业文化。
5 结语

在职业教育中构建创新创业文化体系，从精神

层面渗透创新创业的价值追求，结合学校和专业特

色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和能力，并从制度和物质

方面对各种创新创业行为给予支持保障，从而充分

发挥职业教育的特色与优势，在潜移默化中普及创

新创业理念，全方位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和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进行创新创业行为，最终极

大地提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出站在时

代前列，且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创新型技术

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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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MEI Jing1，2，LUO Xinghai1，GAO Zhan1

( 1． Hubei Communication Technical College，Wuhan Hubei 430079，P． Ｒ． China;

2．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0，P． Ｒ．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raining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promoting inno-
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and promoting manufacturing in China． Constructing a cultur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vocational educa-
tion，popularize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n imperceptible way，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
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in an all-round way，guide them to make use of their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and a-
bilities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and fin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vo-
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ulture，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vo-
cational education，sets up the pyramid structure，element framework and functional framework of the system，and fi-
nally gives a“four-in-one”scheme of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ur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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