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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办高校创新创业类课程实训实践课现状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迟，按照教育部“教学[2015]12

号文件”要求，各地高校都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 2016 年所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 对全体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纳

入学分管理。 以陕西省为例，如 GJ 学院虽然开设了《大学生创

业基础》课程，但是目前仅有一位专职教师，其余均为校内聘请

的兼课教师，教师的专业性欠缺，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很少，导

致从理论课到实践课都并未能够很好的吸引学生。 创新创业实

训实践需要必要的物质基础，如校内的创新创业实践场所，校外

作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合作企业都比较匮乏。
二、 民办高校创新创业类课程实训实践课存在的

问题
针对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实训实践课， 我们对 200 名本院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其中 63.4%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方式需

要改进，75.2%的 学 生 要 求 增 加 实 训 实 践 课 的 参 与 机 会，55.7%
的学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参加创业实践。 从学生们的问

卷调查中，主要可以反映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以 GJ 学院为例，一所将近 2 万

学生的高校，共有 42 名教师承担授课任务，其中仅有 1 名专职

教师，其余均为在校内外选聘的兼课教师，不少教师来自行政管

理人员和辅导员，教师原本授课的专业五花八门，选聘来的教师

匆忙上阵，缺乏专业的培训，教师忙于本身课程的授课任务与科

研，难有精力在创新创业课程上投入更多。
第二、课程体系偏重理论。基于互联网在大学生课程方方面

面的影响，创新创业类实践课程在互联网时代面临新的挑战。创

新创业课程的本身属性就要求必须高校必须重视实训实践课程

的建设，然而，因创新创业类课程刚刚进入到大学校园，高校都

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创新创业实训课程跟高校本身的专

业结合度不高。
第三、实训实践课基地建设不足。实训实践课程基地的建设

需要高校投入较多的资金，目前我国各个高校生源减少，学校在

资金方面的紧张造成很多高校对基地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

校内目前存在的一些虚拟实践平台、 仿真平台的真实体验度不

高，学生很难从中得到真正的实践锻炼。

三、实训实践课的改革与探索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创业课程的开设是当今大学生素

质培养的必然要求，高校应重视对课程师资的培养，成立专门的

教研室，配专业的授课教师，专职教师要在授课教师中占绝大部

分比例，从教师的选聘环节入手，把真正热爱并且有创新创业能

力的教师选聘出来成立专业的队伍，在教师后续的发展上，给予

更多培训学习的机会，为教师的发展打通通道。 大部分高校教师

在评聘职称时仅看重本身学科的科研成果，对创新创业方面的科

研成果并没有作为单独考察的对象，高校学生创业都需要指导教

师的帮扶，然而大部分的学生并没有把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纳入对

教师的考核范围，使得许多老师仅仅出于对学生关心的角度指导

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而并未投入更多的精力。 由此看来，师资队

伍的建设不仅重在选拔，更重在对教师成长的培养。
2、完善课程体系设置。 针对不同年级有侧重点的进行实训

实践课安排，学生在大一阶段的重点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因

此大一阶段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 通过对创业企业的

参观、 创业企业家的讲座分享对大学生的创业思想进行正确的

引领。大二阶段则要侧重引导学生参加各类创业大赛，学院系部

以及二级学院形成联动机制，依托学生社团，重视并鼓励学生积

极参加创业大赛。 大三阶段要为学生开设更加专业全面的实训

实践课程，培养学生更加专业更加系统化的创业技能。大四阶段

的重点是将资源引进来，将学生送出去，引进“SYB”创业培训，
让学生懂得并掌握走出去创业的必备技能。 课程体系的建设还

应重点考虑利用好互联网，重点打造学生喜爱的微信小程序，增

强校内、各高校创业团队之间资源的共享，人才的共享。
3、完善实训实践课基地建设。 创新创业在高校的未来发展

道路一定要紧密结合高校的学科专业发展， 例如以医药为优势

的高校， 就要加强校企结合， 发挥创新创业在学科建设上的优

势，让学生在学生能够在校培养出相关学科的创新创业能力，为

将来学生毕业走出高校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的建设上，可以考虑建设依托于互联网的多维度创业平台，结合

实训中心、学科专业实验室、仿真实训室、创业园的联动优势，激

发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训实践课的热情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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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创业类课程相对比高校其他的课程具有更高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实训实践课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

学生的创业精神。 目前民办高校在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实训实践课教学中还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实践导师配备不足、实践基地建设落

后等问题，对此有针对性的提出部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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