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双创”人才？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

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

和重中之重，是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2015

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实施意见》，提出 9项改革任务、30余条重要举措，从国家层面对深

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出了系统设计，强调到 2020 年要建立健

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强，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显著增加。

“十三五”期间，重点是落实以下改革任务。

一是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制定实施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修订实施高职高专专业教学标准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使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成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指标。各高校要结合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

制定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三个“新机制”，即需求导向的

学科专业结构和创业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类型结构调整新机制，校校、

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国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新机制，跨院系、跨学科、

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机制。

三是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各高校要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

创业教育有机融合，调整专业课程设置，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



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开发开设开好研究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

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各地区、各

高校要加快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课程信息化建设，推出一批资源共享的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慕课）、视频公开课等在线开放课程。建立在

线开放课程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组织学科带头人、行业企业优

秀人才，联合编写创新创业教育重点教材。

四是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各高校要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

式、参与式教学，扩大小班化教学覆盖面，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

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学生自主学习

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改革考试考核内容和方式，探索非标

准答案考试。

五是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各高校要促进实验教学平台共享，推动

科技创新资源向全体在校学生开放。各地区、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各种

资源，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和实习实训基地。深入实施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办好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支持举办各类科技创新、创意设计、创业计划

等专题竞赛。支持学生成立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社团，大力

建设校园创新创业文化。

六是改革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各高校要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

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为有意愿有潜质的学生制定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建立创新创业档案和成绩单。优先支持参与

创新创业的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



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设立创新创业奖学

金。

七是加强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各地区、各高校要明

确全体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责任，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

准，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考核评价。配齐配强创新创业教育与创业就

业指导专职教师队伍。聘请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导师，建

好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建立相关专业教师、创新创业

教育专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完善和落实高校科技成果处

置和收益分配机制。

八是改进学生创业指导服务。各地区、各高校要建立健全学生创

业指导服务专门机构。健全持续化信息服务制度。积极落实高校学生

创业培训政策。各地区和具备条件的行业协会要针对区域需求、行业

发展，发布创业项目指南。九是完善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体

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整合发展财政和社会资金，支持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教学和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各高校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多

渠道统筹安排资金。鼓励社会组织、公益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设

立大学生创业风险基金。深入实施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加快

制定完善有利于互联网创业的扶持政策。

如何提升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深入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4 年教

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提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要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细化，深入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的问题”。受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多所高校

近百位专家，经过三年攻关，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于 2016 年 9 月

以课题组名义予以发布，受到教育系统的深入讨论和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后续将加强对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跟踪研究，不断完善，同时加强

对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尽快形成进一步研究成果。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

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

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为方便

实践应用，将六大素养进一步细化为国家认同等十八个基本要点，并

对其主要表现进行了描述。核心素养是一套经过系统设计的育人目标

框架，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需要从整体上推动各教育环节的改革，最

终形成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育人体系。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课程改革提升核心素养。一方面明确各学段、各学科具

体育人目标和任务，从各学段系统连贯的角度，修订和完善各学科课

程，实现不同学段育人目标和任务的纵向衔接。另一方面在深入分析

学科育人本质的基础上，凝练学科素养，科学确定课程目标，并从素

养发展的角度进行课程结构的设计和学科内容的遴选，体现学科育人

特点，增强学科间的横向配合。



二是通过教学实践提升核心素养。以核心素养引领和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指导教师准确把握各学科教学价值定位，从有效促进学生素

养发展的角度，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特别是转变知识学习方式，选择、

设计体现学科本质并具有挑战性的真实情境，推动探究学习、服务学

习，把知识学习与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等结合起来，以用促学，关注

知识形成过程，推动学校教学从以知识为本走向以素养为本，用核心

素养来统领各学科教学。

三是通过教育评价提升核心素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评价教育

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建立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

明确学生完成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学习内容后应该达到的

程度要求，把学习的内容要求和评价要求结合起来，使考试评价更加

准确地反映人才培养要求，实现对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发展的有

效反馈，有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本文摘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学习辅导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