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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的研究
——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关春燕　陈苗青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融合，推进双创

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充分发挥双创类课程的育人育才作用，有助于培养高素质双创人才。本文旨在研究探索“思创融合”的双创课程教

学改革，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双创类课程，培育一支具有较强课程思政能力、专业教学能力、双创指导能力的“三个力”强导师团队，

将知识技能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构建“双创通识课—专创融合课—双创实践课”的“三递进”双创类课程思政体系，同时形成了理

论知识、技能操作和职业素养的“三维度”评价机制，切实推进双创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实效，让学生“敢闯会创”，提高双创人才培

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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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文件指出，高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政教育贯穿人才

培养体系。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要将价值观的引导融入创新

创业知识传授和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让学生学会“敢闯会创”，

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增强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创业能力。而目前

高校双创课程与思政教育往往是相对独立的，不利于双创教育的

发展和高素质双创人才的培养。本文研究探索双创类课程的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课程思政元素基础，将“义

乌精神”进行凝练，融于双创课程体系，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双

创类课程思政评价机制，形成体系化的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策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切实提

升双创人才培养质量。

一、区域特色的课程思政元素提炼

义乌是一座商贸名城，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作为一所

办在市场上的大学，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与市场共舞，在双

创人才培养过程中浸润义乌精神。本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

值基础，依托于学校创业班，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

的义乌精神凝练出“求新（勤耕好学）、求真（刚正勇为）、求实（诚

信包容）”的创新创业课程思政价值理念，融合多元化思政元素，

贯穿于双创人才培养全过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改理念

学校双创课程定位兼具基础性和思政性，以生为本，坚持立德

树人，注重让学生“敢闯会创”，强化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意

识和创业能力。课程思政对大学生所需的创新创业核心素养进行训

练，培养具备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创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符合人

力资本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双创类课程实施课程思政，

既有利于向大学生传授创新创业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又有利

于引导大学生把创新创业的事业追求与国家倡导的价值追求很好地

相融合，有效推进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衔接互通。

学校双创课程内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以符合区域特色和校本实际特点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

政着重点。除了涵盖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之外，双创课程更应注

重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使科学的价值观和方

法论贯穿于高校双创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把思政元素

植入到大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中，促进大学生提升创新创业

综合素养。

学校双创类课程的教学形式实施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

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既有创新创

业知识的传授，更有创新创业技能的实操训练，在典型案例学习、

红色故事熏陶、实训实践锻炼中，采用调查研究、讨论交流、任

务驱动等多形式，使大学生接受价值理念的渗透，同时积极对接

资源，搭建载体和平台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全方位提升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和创业精神。

三、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改策略

本文研究探索“思创融合”的双创课程教学改革，把符合区

域特色和校本特点的“求真、求实、求新”思想政治元素融入双

创类课程体系，培育一支具有较强课程思政能力、专业教学能力、

双创指导能力的“三个力”较强的导师团队；将知识技能传授与

价值引领相结合，构建“双创通识课—专创融合课—双创实践课”

的“三递进”双创类课程思政体系；同时形成教师成长、学生成

才和教研成果的“三维度”评价机制，切实推进双创课程的课程

思政建设实效，提高双创人才培养质量。

图 1　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改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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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三个力”强的创业师资

1. 提升创业导师课程思政能力

依托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教师发展中心、教师教学研究中心

等，组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创新理论、义乌商贸文化学习等专题培训，促使课程思政的

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强化育人意识；打造多元化的课程思政建设

交流研讨平台，组织双创教育、思政教育相关教师举行常态化的

优秀经验交流、现场教学学习观摩、教师教学培训研修等活动，

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

2. 提升创业导师专业教学能力

依托校企交流合作平台，精准对接企业岗位能力要求，强化

教师自身学习，让专业知识和技能讲授更接轨市场；创新教学方

式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课程教学中着重植入“求

新、求真、求实”思政元素，提升教学成效；通过选派留学、国

际会议等方式，开拓团队教师视野，提高教师知识面；通过教师

教学交流、教学能力竞赛、教学研讨等强化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

融合，推进“思创、专创”双融合，提升教师专业教学能力，保

障教学实效。

3. 提升创业导师双创指导能力

以运营创业项目为基础条件，遴选实战型创业导师，充分利

用创新创业导师发展中心、创业教育教研室等平台功能，提升团

队教师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加强校际、校企合作，通过访问工程师、

挂职、项目合作等方式，开展资源共享、师资共育，提升教师双

创实践指导中学生价值观引导能力；鼓励创业导师开展创业项目

实战，用真实的项目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建立创业导师间创新创

业项目合作机制，推进创业导师创新创业课程思政能力和双创指

导能力，切实提升双创人才培养能力。

（二）构建“三递进”课程体系

1. 双创通识课

由学校统一组织，主要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通识

必修课，如义商精神、创意创新创业启蒙、企业家素质培养等相

关课程，着力用“求新”价值理念引导学生，多引用义乌城市发展、

商贸市场全球化发展理念、企业家创业故事等，让义乌商贸文化

植入学生思想理念，强化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激发学生创新创业

内生动力，提升学生敢闯会创精神。

2. 专创融合课

以专业知识和技能课程为核心，教学内容上有意识、有规划

地在专业课程目标的定位、课程教学大纲修订、教材选定、教案

课件撰写等方面，注重“求真”价值理念、创新创业知识和素养，

有序地嵌入课程章节与知识点。教学环节中，在课堂授课、教学

研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各环节，使价值理念、创业精神融入

课程教学的各个方面，引导学生敢创业、能创业、会创业。教学

形式上，多应用任务驱动、项目化等形式，促进专业教育与思想

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同向同行、有机融合，形成协同效应。

3. 双创实践课

搭建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和孵化平台，结合科创兴趣、文创活

动、典型榜样等系列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求实”价值理念，

尊崇诚信创业；结合双创大赛、暑期社会实践、“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等活动，积极组织大学生参与双创项目实战、双创竞赛、学生社

团等实践活动，多形式多渠道丰富学生的创新创业体验，提高学

生双创实践能力；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提升学生创新创业综合素质。

（三）构建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评价机制

探索构建教师成长、学生成才、教研成果的“三维度”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评价机制，保障双创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

效。教师成长维度着眼于师德师风情况、教育教学绩效成果、教

师自身职业发展；学生成才聚焦于学生自主创业效能、竞赛成果

以及用人单位满意度；教研成果关注教学资源建设、科研成果获得、

环境条件建设。评价机制同时关注教师、学生对课程思政实施满

意度、第三方机构评价结果等情况，为促进学校双创课程思政提

供参考。同时，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专家组织作用，不断建立健全双创课程

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

四、结语

课程思政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观念具有正向引导作用。通过课

程思政积极、有效地价值观引导，可以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积极的创业价值观，正确理解创新创业对个人自身发展、社

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意义。本文紧密结合义乌商贸文化，提炼义

乌精神，将“求新、求真、求实”理念渗透双创类课程，用义乌

这座面向世界的城市文化精髓，帮助大学生提升创新创业动力、

端正创新创业态度，正确对待个人成长与国家需求的关系，将价

值理念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激发学生利用自身的

专长与优势学以致用，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从而有

效指导其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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