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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引领下的高校实践能力

培养体系重构

张其亮

（江苏科技大学 计算机学院，江苏 张家港　２１５６００）

摘　要：以创新创业为引领，基于学校、政府、企业三维度构建了 基 础 能 力 培 养 层、创 新 能 力 培 养 层 及 创 业 能

力培育层３层次递进式的实践能力 培 养 体 系。基 础 能 力 培 养 层，主 要 围 绕 课 程 相 关 实 践 培 养 学 生 的 实 践 意

识，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层，主要以竞赛项目和毕业设计为引领，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 能

力；创业能力培育层，主要以“众创空间”为依托，对优秀项目进行培育孵化，引导学生进行创业。实践 结 果 表

明，新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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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当前教育改革

的重点 之 一，也 是 高 校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的 关 键 所 在。

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创新创业的浪潮。创

新、创业的关键是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 的 人 才［１－２］，

而创新创 业 人 才 的 培 养 离 不 开 高 校 教 育 环 境。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３］，要求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体系［４］。

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障，对于提高人才综合素质、锻炼实践能力与培养创

新精神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５－６］。因此，构建完

善有效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应是高校工作

者积极探索的课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实践

能力培养体系现存的有关问题，并根据我校人才培养

定位，以创新创业为引领，对信息类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体系进行了重构，旨在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１　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 开 展 基 础 课 程 实 践、第 二 课 堂、实 习 基 地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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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各类学科竞赛、教学方法改革等活动，不断对实践

内容和形式进行创新。客观上讲，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７］。在体系结构上各模

块间要相互衔接、连贯，具有系统性；在组织管理上需

要学校内部，学校与企业、政府间相互合作与协调。系

统性不足、工程实践项目缺乏、创新活动“一刀切”等成

为制约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１）实践能 力 培 养 体 系 系 统 性 不 足。现 阶 段，实

践能力培养体系还是以课程实践为主，以第二课堂、各
类学科竞赛为辅。各实践环节的开展主要围绕独立课

程进行，体系不能前后衔接，也没有系统连贯性，呈现

“碎片化”。虽然也开展第二课堂、各种学科竞赛，但参

与的人数相对较少，辐射面太窄，致使绝大部分学生在

校期间不能得到系统的实践训练。
（２）培养体系缺少企业的参与。在现有的实践能

力培养体系中，教师是主要的指导者，但很多教师缺乏

创新创业历练和企业家精神，不愿意也没有条件深入

企业进行调研、锻炼和编写案例［８］，致使实践活动项目

与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许多学

校非常重视校企合作，但是相当一部分校企合作受到

资金、利益、安全性、人员安排等因素影响得不到很好

的开展，仅是达成合作意向，签署合作协议，并没有深

度合作机制，也难以进行实质性的推进。在这种境况

下，学校很难将企业的工程师或企业项目引入到实践

能力培养体系中。没有企业的参与，培养创新创业实

践能力将成为一句空话。
（３）创新实践活动“一刀切”模式。学生的知识水

平及学习能力参差不齐，而兴趣爱好、个性特长以及学

习的目标却是千差万别［９］，因此教育模式不应千篇一

律。而现有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在内容、组

织、评价等方面基本采用“一刀切”的单一化模式，缺少

层次化、能力递进式的体系结构，难以满足学生的差异

化、个性化发展。

２　重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为了解决传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碎片化、不具备

系统连贯性、缺乏工程实践项目、创新实践活动“一刀

切”等问题，本研究基于学校、政府、企业３个维度，建

立了基础能力培养层、创新能力培养层及创业能力培

育层３层次递 进 式 的 能 力 培 养 体 系，体 系 结 构 如 图１
所示。

由图１可以看出，重构后的培养体系从基础能力

培养到创新能力培养，再至创业能力培育，层层递进，
并 且 体 系 得 到 了 政 府 的 支 持，得 到 了 企 业 的 全 方 位

参与。

图１　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２．１　基础能力培养层

一直以来，很多应届毕业生被诟病为“有学历、缺

能力”的窘境［１０］，原因是其实践能力较弱，掌握了较多

的理论知识，却缺乏实践训练，难以胜任岗位要求。为

此，基础能力培养层主要利用课内实验及相关的课程

实习、课程设计环节训练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并利用

一些诸如综合实训环节及一些科技社团的活动对基础

实践能力进行强化，使学生具备较好的实践基础。

２．１．１　改革实践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方法

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除了加强课程实

践教学学时外，对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做了较大

调整。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及学生的创新性，教学内

容尽量减少 验 证 性 的 重 复，加 强 综 合 性、设 计 性 的 实

践，所设置的实践内容普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所有

实践教学包含基本内容与扩展内容２个部分，基本内

容是所有学生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属于“及格分”，是
由教师根据实践内容设定的；扩展内容要求学生在基

本内容基础上自行设计，大胆创新，属于“附加分”。这

样既能满足低层次学生的需求，又能使高层次学生得

到锻炼。

在实践教学 方 法 上，充 分 借 鉴“翻 转 课 堂”思 想。

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实践，在课内完成实践内化，克

服了传统实践方式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基于

“翻转课堂”的实践教学过程如图２所示。

２．１．２　引入企业参与校内实践教学

为了使学生了解专业的应用背景及先进工具，并

提早接触企业实际工程项目，教学实践过程中，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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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翻转课堂的实践教学过程

企业工程师及项目的参与。在大一期间引入企业工程

师参与到了“专业认知实习”实践环节的指导，让学生

充分了解专业前景，便于规划自己的学业；在大二和大

三期间，设置了２个３周的校内综合实训环节，对专业

知识进行综合训练。该实训环节由合作企业派工程师

到校内，带企业项目与校内教师一起指导完成。企业

的参与使学生所学的理论与实际得到了有机结合。

２．２　创新能力培养层

学生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实践能力后，积极鼓励与

引导学生进行实践创新。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实践

能力＋创新意识＋团队合作能力”。为此，学科竞赛和

毕业设计成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竞赛项

目和毕业设计项目的来源包括在基础能力培养时遴选

出的优秀项目、企业项目、教师项目及学生自拟项目。
为了使竞赛活动能真正推进创新教育，对赛事组

织管理进行了研究改革。
（１）每个专业设置１～２个 主 要 赛 事，重 点 开 展，

同时考虑学生差异，学科竞赛活动都要设立校内竞赛

或校内选拔赛，尽可能全面覆盖该专业学生。通过校

内竞赛选拔优秀作品参加省级竞赛、国家级竞赛。
（２）成立了创新基地，对竞赛活动进行宣传、组织

和管理。创新实践基地设专职的教师进行管理，并拥

有一定数量的指导教师。创新实践基地通过各专业建

立的协会开展活动。以我校信息类专业为例，所建立

的创新基地组织形式如图３所示。
毕业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活动，包括命

题、选题、开题、中期检查、毕业答辩几个过程。除了严

加管理外，要求要有一定比例的企业项目或企业工程

师参与毕 业 设 计 的 指 导。对 毕 业 设 计 也 进 行 层 层 选

拔，一些优秀的毕业设计推荐为校优秀毕业设计，再选

拔推荐为省级优秀毕业设计。优秀毕业设计与竞赛项

目可以相互转化，好的竞赛项目可以作为毕业设计，好

图３　创新基地组织形式

的毕业设计也可以加以提炼后参加竞赛活动。

２．３　创业能力培育层

为避免一些好的项目流失，鼓励创新创业，学校在

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众创空间”。“众创空间”作为创

客文化和创客运动的载体，为创客提供了互动交流、动
手 实 践 和 创 新 的 公 共 平 台，帮 助 创 客 实 现 创 业 梦

想［１１］。“众创空间”由学校派专人负责，并从各专业聘

请具有一定工程实践经历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
“众创空间”培育、孵化项目采取准入制，由学生提

出申请，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项目给予

经费支持，进入“众创空间”进行孵化；对未达到孵化要

求，但专家反馈具有一定前景和创新性的项目允许进

入“众创空间”进行培育，暂不提供经费支持，待培育合

格后再提出申请进行孵化。“众创空间”可以吸引好的

创意，创意及其实现有成为商业模式的可能的时候，创
新创业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１２］。

３　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实施成效

本研究基于所设计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对信息类专业进行了近２年的实施，取得了比较满意

的成果。

　　（１）校企合作方面。与４家 企 业 签 署 了 合 作 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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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张其亮：创新创业引领下的高校实践能力培养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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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建立了２个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了４个校外实

习基地。从大一到大三期间邀请企业工程师参与指导

的实习、实训环节在校内实训基地完成；在大四期间，
将学生输送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培训、企业项目训练、
顶岗实习，每个专业每年大致８０％的学生参与校外实

习，剩余２０％左 右 的 学 生 大 都 是 考 研 的 学 生，他 们 更

希望在校内完成相应的教学内容。在整个创新创业实

践活动过程中，企业工程师及企业项目能被揉入到实

践教学培养计划中，从而解决了师资及工程项目缺乏

的问题，真正实现了“３＋１”人才培养目标。
（２）政府支持方面。学校在张家港市政府的支持

下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成立了张家港“香樟树众创空间”，
这也是张家港市第一家为大学生提供的全方位创新创

业的创 客 空 间。“香 樟 树 众 创 空 间”营 业 面 积１　６００
ｍ２，签约导师５０多 名，创 客 工 位６０多 个，已 有２４个

项目入驻，获得科技支持资金１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６年９
月，“香樟树众创空间”获评江苏省省级“众创空间”。

（３）学生实 践 方 面。培 养 体 系 实 施２年 来，学 生

在各类竞赛 中 共 取 得 国 家 级 奖 项２０余 项，省 级 奖 项

６０项，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１０人。另外，学生申报

的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获得国家

级立项的项目有２项，获得省级立项的项目有７项，取
得了比较满意的成果。

４　结语

创新创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而大学生是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实践能力培养体

系的建设在培养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

力方面起到关键作用［１１－１２］。因此，各高校应基于学校

定位及专业自身特点，深化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创新实

践能力培养体系，协调好学校、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

关系，促进学校与社会的交流互动，建立系统的，层次

化、递进式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

的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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