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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产业需求导向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滕晴伊

（上海立达学院，上海 201609）

摘要：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对于创新性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基于此本文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进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这样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长夜升级，还能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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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把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作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所以高校应该在产业

需求导向下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以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

型人才的人。

一、产业需求导向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的意义

（一）增强产学研合作

产业需求导向的研究促使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形成紧密的

产学研合作网络。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加速了技术创新的步伐，推

动了产业升级转型，还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平台。通过参与

企业的真实项目、技术研发和孵化活动，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践，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产学研合作也拓宽了学生

的就业渠道，使他们能够更顺利地进入职场，为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教育、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促进了创新生态的构建。

（二）激发创业热情

产业需求导向的教育模式让学生亲身感受到创新创业的实际

应用与广阔前景，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学生通过接

触真实市场，认识到创新的巨大价值，增强了创业的动力。成功

案例的分享和创业导师的专业指导，让学生深入了解了创业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及应对策略，为他们未来的创业之路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三）培养市场敏感度

产业需求导向的教育让学生更频繁地接触和理解市场需求，

使他们能敏锐地察觉到市场的动态变化。对创新创业者来说，这

种能力极为关键，因为它让他们能够迅速捕捉到商机，并据此灵

活调整策略。

二、产业需求导向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的策略

（一）构建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机制，提高师资队伍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校认识到教师队伍在创新创业教育中

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为高翔培养出更多创新型的人才。高校选择

了两种方式，第一种内部选拔，教师在教学方法创新环节，培训

班采用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的方式，教师首先被分为若干小组，

针对特定的教学场景，共同探讨并实践新的教学方法。例如，在

翻转课堂的设计中，教师们需要分组设计课程大纲，模拟学生角

色进行预习和讨论，再回到教师角色进行点评和总结。教师在课

程设计优化环节，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需求、兴趣点

和实际能力，还要深入理解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目标和特点与结

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创新性地设计课程内容、教学方

法和评估方式设计完成一份课程设计草案。当课程设计草案完成

后，每位教师在交流平台中展示自己的设计成果，并听取其他教

师和导师的反馈。针对草案中的亮点和不足，其他教师和导师会

提出具体的问题和建议，引导教师们进一步思考和完善课程设计。

第二种外部合作，高校引进产业专家和企业成功人士担任兼职教

师或客座教授，因为这些专家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备

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思维，他们的加入为高校的创新创业教

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活力。所以邀请他们定期为学生举办讲座、

工作坊和创业指导，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行业前沿，了解真实的创

业环境和市场需求，参与课程设计和项目评审，为高校的创新创

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行业资源和实战经验。高校通过内培外引的

方式，一方面，内部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他们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帮助学生在竞争中

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外部专家的加入为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带

来了新鲜血液和实战经验，让学生受益匪浅。

（二）整合校企资源，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实验实训平台

高校为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高校与企业规划并建设了创新创业教育实验实训平台。该平台包

括多个功能区域，如创新实验室、创业孵化区、项目实践区等，

旨在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学习和实践环境。在创新实验

室里面有国内外顶尖的实验设备和仪器，从精密的科研设备到基

础的实验工具，一应俱全。学生们在这片实验室，仿佛置身于科

学的海洋，亲手操作着先进的设备，通过一次次实验来验证自己

的猜想，探索着未知的领域，在这里不仅可以探索物理的奥秘、

化学的神奇、生物的多样，还是工程技术的精妙，还能找到与其

他专业相结合的实验项目。在创业孵化区，汇聚了来自不同行业

的创业导师和投资专家，他们凭借丰富的创业实践经验和敏锐的

市场嗅觉，可以对学生进行创业指导服务，学生们也可以与志趣

相投的伙伴组建自己的团队、制定商业计划、寻找投资机会，遇

到学生不会的问题，可以向这些导师进行请教，导师们不仅能帮

助学生们剖析商业模式，提出优化建议，增强项目的市场竞争力，

还能凭借广泛的人脉资源，为学生们引荐合适的投资人，为项目

的顺利推进注入关键的资金支持，并逐步将项目推向市场。在项

目实践区，有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专长和想法，他们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形成共同的目标

和解决方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验实训平台的建立，为高校学

生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创业学习和实践环境，将

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成功，可以勇敢地面对挑战与困难，使学生

在挫折中不断成长与进步，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产业发展为导向，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高校构建了一套全面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将创新创业

教育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并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

生制定了差异化的课程内容。基于经济核心区域，周边有很多高

新技术企业和特色产业园区这一优势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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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业等多方主体紧密合作，共同调研产业发展趋势和地域经济

需求以此为基础，设计并实施了具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体系。对于大一、大二的学生，高校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让学生了解到创新创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使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创业意识初具模型。课程内容涵盖了创新思维训练、创业机

会识别、商业模式构建等基础知识，学生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等形式，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和热情。针对工商管理的

学生，高校让教师进行《微创业实践》课程中市场调研、消费者

行为分析、营销组合策略等内容的讲授，可以在大一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深对市场环境的理解和把握，还能够掌握市场分析的基本

方法和营销策略的制定技巧，为后续的项目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大三学生，高校则鼓励学生参加马兰花创业培训，这个时候

的学生已经有基础的知识并想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因此高校

让学生进行校内项目实践，对其中不懂的问题，可以向教师进行

提问，甚至还邀请一些行业的专家，让学生进行学习，旨在提升

学生的项目管理的核心技能，和掌握基本的流程和技巧。而对于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高校则将创新创业与职业生涯规划结

合在一起，邀请企业家、创业模范学生开展系列讲座或实习实训，

可以通过学习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创业孵化项目、参加创新创业大

赛，让学生亲身体验创业的全过程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创业能力。

此外，高校还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了具有专业特色的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例如，对于财经学院的学生，高校开设了《微创

业实训》课程，结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

业实践能力；对于文科、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高校则开设了文创

艺术设计类课程，引导学生挖掘文化资源，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的

创业路径。高校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体系构建，成功地将创新创

业教育融入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水平

和能力，还为产业发展和服务地域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

智力支持。

（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摇篮，应该积极拥抱新技术，

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创业教育的需

求。高校通过搭建“创新创业云平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政策资讯、知识内容、实践机会于一体的综

合性学习平台。该平台不仅整合了丰富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还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

和实践机会。在线上部分，平台设置了政策资讯、课程学习、案

例分析、项目实践等多个模块。政策资讯模块实时更新国家及地

方的创新创业政策，帮助学生及时了解政策导向和行业动态；课

程学习模块则涵盖了创新创业基础理论、市场分析、财务管理、

法律实务等多个方面，由校内外专家团队精心打造，确保课程内

容的权威性和实用性；案例分析模块则通过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创

业案例，引导学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提升创业决策能力；项目

实践模块则与企业合作，发布真实的创业项目，鼓励学生组队参与，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锻炼团队协作能力。线下部分，平台则

依托高校的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实验室、创业园区等资源，组织

定期的创业讲座、工作坊、项目路演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邀请

行业专家、成功创业者分享经验，还为学生提供了展示项目、获

取反馈、对接资源的机会。高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使

学生不仅能够获得系统的理论学习，还能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迭代，

提升创业能力。高校还通过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深入了解企业

发展需求和产业发展动态，将这些信息及时反馈给学生，帮助他

们更好地把握市场脉搏，调整创业方向，还为企业提供人才输送、

技术支持等服务，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校企合作模式。

（五）产业需求导向，开展高校竞赛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竞

赛，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

高校以“咖啡产业一体化供应链”这个主题为例，教师先对“咖

啡产业”进行介绍：从咖啡豆种植到采摘，到烘焙手法，再到冲

煮方法和咖啡品鉴这一基础，根据市场需求，尽可能地延长其产

业链。很多学生进行报名，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组队，其中

一队在准备参赛过程中，先深入市场进行调研，了解咖啡的真实

需求和痛点，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市场上有多种咖啡饮品，但

同一品牌因原料供应导致的品控不稳定问题依旧存在。在竞赛中，

这队的项目组长通过详细的执行总结、市场时机分析、公司战略

规划、市场营销策略等环节的展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创业计划，

还通过模拟运营、财务分析等方式，证明了项目的盈利能力和市

场前景。在讲解之后，评委提出了一些问题：你们的市场调研是

如何确保数据真实性和代表性的？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又是如

何克服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你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将

如何有效应对？针对第一个问题学生说首先采用线上问卷、线下

访谈、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等多种调研方法，确保数据来源的多样性，

数据真实性方面，是通过样本的选择要覆盖不同年龄、职业、咖

啡饮用习惯的用户群体。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部分受访者

参与度不高的问题，通过提供小礼品激励、优化问卷设计等方式

有效提高了回应率和数据质量。针对第二个问题回答说：咖啡豆

烘焙的技术和市场接受度是主要风险。为了应对生豆烘焙的风险，

我们已建立了研发团队，申请温控等专利，确保烘焙技术的领先

性和稳定性，尽量保证咖啡豆的风味不受到地域和气候的影响。

至于市场接受度，我们将通过精准的营销策略、用户反馈机制和

快速迭代来不断优化产品，同时建立强大的售后服务体系，及时

听取市场意见，增强用户信任。在层层选拔中，该项目凭借创新

性和实用性，成功获得了金奖。高校通过该竞赛，激发敢闯会创

的创新精神，还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创新动力。

三、结语

本文基于产业需求导向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的意义

与策略进行分析，其中策略从教师师资队伍、搭建创新创业教育

实验实训平台、创新课程体系、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以及开展高

校精彩，旨在为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

[1] 方雨禾，陈致远，刘清泉 . 基于产业发展需求的地方高校

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J]. 高教论坛，2022（05）：

27-29+61.

[2] 黎志勇，杨玉娟，周欢 . 政策工具视角下广西高校创新创

业政策研究 [J]. 科技风，2022（11）：158-160.

[3] 梁海燕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 [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20（12）：79-82.

[4]胡博 .“新工科”下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机制[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04）：132-136.



14

Vol. 6 No. 5 2024

Education Forum

创新发展

名企业等多方主体紧密合作，共同调研产业发展趋势和地域经济

需求以此为基础，设计并实施了具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体系。对于大一、大二的学生，高校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让学生了解到创新创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使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创业意识初具模型。课程内容涵盖了创新思维训练、创业机

会识别、商业模式构建等基础知识，学生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等形式，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趣和热情。针对工商管理的

学生，高校让教师进行《微创业实践》课程中市场调研、消费者

行为分析、营销组合策略等内容的讲授，可以在大一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深对市场环境的理解和把握，还能够掌握市场分析的基本

方法和营销策略的制定技巧，为后续的项目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大三学生，高校则鼓励学生参加马兰花创业培训，这个时候

的学生已经有基础的知识并想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因此高校

让学生进行校内项目实践，对其中不懂的问题，可以向教师进行

提问，甚至还邀请一些行业的专家，让学生进行学习，旨在提升

学生的项目管理的核心技能，和掌握基本的流程和技巧。而对于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高校则将创新创业与职业生涯规划结

合在一起，邀请企业家、创业模范学生开展系列讲座或实习实训，

可以通过学习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创业孵化项目、参加创新创业大

赛，让学生亲身体验创业的全过程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创业能力。

此外，高校还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了具有专业特色的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例如，对于财经学院的学生，高校开设了《微创

业实训》课程，结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

业实践能力；对于文科、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高校则开设了文创

艺术设计类课程，引导学生挖掘文化资源，探索文化创意产业的

创业路径。高校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体系构建，成功地将创新创

业教育融入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水平

和能力，还为产业发展和服务地域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

智力支持。

（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摇篮，应该积极拥抱新技术，

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创业教育的需

求。高校通过搭建“创新创业云平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政策资讯、知识内容、实践机会于一体的综

合性学习平台。该平台不仅整合了丰富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还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

和实践机会。在线上部分，平台设置了政策资讯、课程学习、案

例分析、项目实践等多个模块。政策资讯模块实时更新国家及地

方的创新创业政策，帮助学生及时了解政策导向和行业动态；课

程学习模块则涵盖了创新创业基础理论、市场分析、财务管理、

法律实务等多个方面，由校内外专家团队精心打造，确保课程内

容的权威性和实用性；案例分析模块则通过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创

业案例，引导学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提升创业决策能力；项目

实践模块则与企业合作，发布真实的创业项目，鼓励学生组队参与，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锻炼团队协作能力。线下部分，平台则

依托高校的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实验室、创业园区等资源，组织

定期的创业讲座、工作坊、项目路演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邀请

行业专家、成功创业者分享经验，还为学生提供了展示项目、获

取反馈、对接资源的机会。高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使

学生不仅能够获得系统的理论学习，还能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迭代，

提升创业能力。高校还通过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深入了解企业

发展需求和产业发展动态，将这些信息及时反馈给学生，帮助他

们更好地把握市场脉搏，调整创业方向，还为企业提供人才输送、

技术支持等服务，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校企合作模式。

（五）产业需求导向，开展高校竞赛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竞

赛，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

高校以“咖啡产业一体化供应链”这个主题为例，教师先对“咖

啡产业”进行介绍：从咖啡豆种植到采摘，到烘焙手法，再到冲

煮方法和咖啡品鉴这一基础，根据市场需求，尽可能地延长其产

业链。很多学生进行报名，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组队，其中

一队在准备参赛过程中，先深入市场进行调研，了解咖啡的真实

需求和痛点，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市场上有多种咖啡饮品，但

同一品牌因原料供应导致的品控不稳定问题依旧存在。在竞赛中，

这队的项目组长通过详细的执行总结、市场时机分析、公司战略

规划、市场营销策略等环节的展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创业计划，

还通过模拟运营、财务分析等方式，证明了项目的盈利能力和市

场前景。在讲解之后，评委提出了一些问题：你们的市场调研是

如何确保数据真实性和代表性的？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又是如

何克服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你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将

如何有效应对？针对第一个问题学生说首先采用线上问卷、线下

访谈、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等多种调研方法，确保数据来源的多样性，

数据真实性方面，是通过样本的选择要覆盖不同年龄、职业、咖

啡饮用习惯的用户群体。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部分受访者

参与度不高的问题，通过提供小礼品激励、优化问卷设计等方式

有效提高了回应率和数据质量。针对第二个问题回答说：咖啡豆

烘焙的技术和市场接受度是主要风险。为了应对生豆烘焙的风险，

我们已建立了研发团队，申请温控等专利，确保烘焙技术的领先

性和稳定性，尽量保证咖啡豆的风味不受到地域和气候的影响。

至于市场接受度，我们将通过精准的营销策略、用户反馈机制和

快速迭代来不断优化产品，同时建立强大的售后服务体系，及时

听取市场意见，增强用户信任。在层层选拔中，该项目凭借创新

性和实用性，成功获得了金奖。高校通过该竞赛，激发敢闯会创

的创新精神，还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创新动力。

三、结语

本文基于产业需求导向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的意义

与策略进行分析，其中策略从教师师资队伍、搭建创新创业教育

实验实训平台、创新课程体系、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以及开展高

校精彩，旨在为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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