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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赛促进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
张　凯　马丽娟　王云飞　田亚芳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0）

摘要：自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各个高职院校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需要一

个合适的载体。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一项重大制度设计与创新，对于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团队合作和创新

精神，提升创业成功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载体，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活动缺乏载体，竞赛学

生培养中存在不系统、不连续的问题，构建以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搭建立体化实训平台，创造分层递进式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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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室以国办发〔2021〕35 号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文件中之处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从提升教师创

新创业能力到加强学生创业创业培训多方面举措，提升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从国家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创新创业能力

的重要性。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实践和应用型的平台，

2008-2020 年我国已连续成功举办十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目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体系已相当完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是我国教育制度的创新，是教育工作的一次重大设计。通过大赛，

逐步形成“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以及将技能大赛

“覆盖所有院校、覆盖所有专业、覆盖所有老师、覆盖所有学生”

的良好局面。通过技能大赛检阅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成果，展示了

学生们的精湛技能，体现了学生们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拓展能力和

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素养，同时提升了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的

水平。

一、“创新”与“创业”的定义

“创新”的概念表述为“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可以说，

创新的本质其实就是突破。它可以是突破旧的思想观念或者旧

的规章制度等。也可以是对旧产品结构的改变或性能的提高，

或是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重新进行产品的设计，包括外部造

型、内部结构和功能的提高等。它还可以是先进的工艺、操作

方法、原材料替代旧的工艺、操作方法、原材料等等，这都是

创新。

“创业”简单说就是创办事业，这种“创业”就是指一个人

发现了一个商机，于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科

学合理的运作，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价值的过程。

关于创新与创业的关系是：创新是指不满足现状，勇于开拓进取，

不断用新的取代旧的。创业则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开创新的事业

如果说创新更多是思维层面的创造，那么创业则是物化的创造或

行动层面的创造。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和核心，创业是创新的载体

和表现形式。

二、以培养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构建分层递进式的人才培

养体系

通过追踪、分析历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考核的知识点和

技术技能点，把大赛考核的内容从易到难进行层次化的划分，通

过和第一课堂的融合，让学生在分层递进式的人才培养体系中进

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一）兴趣引导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首先要提高学生

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充满好奇。首先我们从工科类

学生需要掌握的简单的电子和机械类知识开始引导。在电子类知

识的学习中，我们先从工具的使用开始。让学生学习使用电烙铁，

以及进行简单元器件的焊接练习。在焊接的过程中，我们会给学

生穿插一些兴趣引导的小实验。

兴趣引导实验之电子音乐门铃。门铃是所有学生都熟悉的小

电器，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给学生提供音乐芯片、三极管、

按键等元器件和音乐门铃的电路，通过简单的知识输入，让学生

对所用到元器件的管脚和基本功能学习后，就直接进行门铃电路

的焊接，通过自行焊接门铃电路，解决一个生活中实际的问题，

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兴趣引导实验之多谐振荡电子广告牌。第二个兴趣实验以商

店门口的简易电子广告牌为生活实例，通过几个三极管和电解电

容的配合组成多谐振荡电路。该电路学生需要根据提供的电路图

进行焊接，同时还要进行相应的理论分析。通过先实现功能的前

提下，引导学生学习三极管的工作状态，电解电容的充放电特性

等理论知识。

兴趣引导实验之声光控灯。在生活中声光控灯随处可见，利

用身边常见的实例作为引导实验，通过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成

就感，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声光控灯实验牵扯到的实验元器件更多，

通过焊接实现该实验的现象，然后引导学生自主搜索，讨论分析

实验原理。通过三个兴趣实验的学习，学生认识了常用的元器件，

但是在理论理解上肯定会有很多的好奇和兴趣，通过适当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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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开始学习电子技术、单片机、嵌入式以及后续的知识。

机械知识的入门兴趣实验主要以使用工具为主。工具的使用

过程中一般都会配合着一些兴趣的小实验。学生从最基本的手动

工具螺丝刀、手锯、锉刀，到电动螺丝刀、钻床、铣床、车床、

3D 打印机等工具的使用到三维建模软件 SolidWorks 的使用。在使

用车床时，学生要自行上网搜索，用车床车出圆球、圆锥、螺纹

等作品。在使用铣床时学生要在板材上铣出不同的图案，图案学

生自行搜索。学生通过 SolidWorks 软件建立出自己喜爱的事物的

模型，把模型导入 3D 打印机，最终打印出模型。学生通过以上工

具及配套项目的使用，使得自身实践动手能力大大提高。

在手动工具和电动工具的使用中，除了讲解使用的技巧，也

着重给学生介绍了各种工具的安全使用方法，手动工具和电工工

具主要考核学生是否钻得直，锯得直，锉得平等，通过一个简易

的小人、简易的旗帜制作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制作积极性。

SolidWorks 软件和 3D 打印机配合使用，3D 打印机主要是耗材的

添加、打印文件的转换和导入、打印参数的设置等，SolidWorks

软件主要安排学生自主建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或者心爱的

物品的一个模型，通过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

（二）创新实践基础层

兴趣引导层通过一些简易的小实验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兴

趣培养完成后，引导学生往更深层次的领域进行探索。在创新实

践基础层学生主要通过单管放大电路、比例运算放大电路、功率

放大电路、电源电路来夯实模拟电子技术的基础。利用三人表决器、

秒表、断线报警器等电路让学生理解数字电路技术的知识。在基

础知识学习结束后，学生要进行单片机编程的学习。

单片机的编程学习利用智能小车为载体，在刚入门学习时，

学生只需要学习 IO 口的控制，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小车的前

进和后退。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可以利用定时中断、外部中断

等内设来控制超声波传感器、红外反射式传感器等。在小车的驱

动和传感器都熟练后，学生可以配合使用，比如利用多路红外反

射传感器来控制小车自动循迹，利用超声波电路来实现自动避障，

利用红外模块或者蓝牙模块来实现小车的遥控控制。最后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创新创意来随意组合前面的所学知识，最后组装成

一个功能完善的小车，比如自动行走的避障小车，或者加上摄像

头的智慧交通场景等。

创新实践基础层学生需要学习的机械知识主要为识读三视图

的能力，以及利用软件进行零部件建模的能力。在学生学习的过

程中，积累了 60 多张不同零部件的三视图和相应的模型。低年级

学生通过基本零部件的组合可以设计出不同的机构，机构的组合

可以设计出不同的机器人和产品。同时学生也学习平面连杆机构、

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螺旋机构等常用机械机构的构成，以

及这些机械机构的经典应用以及在机器人上的应用。

（三）创新实践成熟层

创新实践成熟层主要是学生所学基础知识的运用和自学所感

兴趣的知识，在该层次学生可以自主学习 STM32、嵌入式技术、

安卓编程等技术。在该模块学生以往年技能大赛的题目为训练题

目，比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赛项的智

慧交通场景，在该题目中，学生需要灵活运用安卓编程、STM32

应用、Arduino 编程以及无线通信、多种传感器的灵活运用。还有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的信号发生器题目，考核学生 DDS 频

率合成技术以及 FPGA 的应用。帆板控制系统考核学生对 pid 算法

和角度传感器的灵活运用。通过三层递进式的学习，学生从兴趣

入手，通过采用贴近生活实例，解决身边的问题，既提高了学生

的兴趣也满足了学生的成就感。在兴趣的驱使下，学生进行基础

知识的学习，夯实基础。在创新成熟层学生通过历年技能大赛的

题目进行综合性练习，在提高技能的同时，进行创新思想的培养，

学生可以利用所学的技能对作品进行适当的创新，或者对现有产

品进行适当改进，从而进行创业的起步。

三、搭建多位一体的创新实践平台

（一）组建科技创新协会

为了给学生组建一个开放的平台，鼓励学生组建科技创新协

会。学校为每个社团提供专用场地，配备指导教师。目前学校已

组建无线电协会、机器人科技创新协会、电子协会、数学建模协

会等多个科技创新协会。协会设立由高年级担任管理工作、技术

指导工作、日常运行等工作，低年级会员按照递进式学习计划进

行学习。在高年级的培养过程中，逐渐让低年级熟悉协会的工作，

在老带新的氛围中，做到协会的传承。协会的成员是面向全校的

工科类学生，在协会的平台上，学生在无形中做到多专业知识的

互相交流、融合。协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为学生提供基本的

元器件、耗材、工具和仪器仪表，学生在平台上进行课外小制作、

科技创新展示、义务维修、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等创新活动。

通过协会的培养，学生在技术技能、创新创业意识方面有明显的

提高，且多名会员毕业后创立了公司。

（二）搭建立体化实践平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给学生提供立体化的实践平台，

在学生学习的初期会为学生提供模块化、小型化的口袋实验室。

学校老师根据竞赛的比赛要点，研发了电子技术模块化的口袋实

验室，覆盖了基本知识到常用电路的应用。在单片机阶段，口袋

实验室集成了数码管、液晶、温湿度传感器、LED、AD/DA 等模块，

学生可以自主组合以上模块进行万年历、万用表等项目的编程联

系。通过口袋实验室，学生的学习场所不再局限于实验室，学生

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时间，在自习室、图书馆、寝室等场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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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扩宽了他们学习的场景和时间的广度。

指导教师也为学生录制了线上课程《大学生电类科技竞赛创

新课程》，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线上的学习，通过反复地观看

和练习，做到理论实践相统一。

在学生进行综合性实验或者项目制作的时候可能需要更复杂

的场景，口袋实验室已经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学校也为学生提

供了开放性实验室，比如电工电子与创新实训室、嵌入式技术开

发联合创新实验室、机器人科技创新实验室、综合加工车间、木

工加工车间等实验室，加工车间为学生提供了钻床、铣床、3D 打印、

电路板制作设备和常用的手工设备，为学生制作产品外壳、模型

提供保障，在嵌入式、电工电子、机器人等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

高精度的万用表、示波器、电源、电桥、电子负载和常用的耗材、

电子元器件等，保证了学生项目制作中所需的仪器仪表和基本的

元器件保证。

（三）搭建科研、创新实践平台

为了满足参加完比赛学生的进一步提高和创新创业意识的培

养，在学校的支持下，学校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有专门的众创空间，众创空间对学校全体开放。只要学生有好的

科研项目或者创意项目，就可以在众创空间进行申请。学生的项

目通过众创空间专业老师的指导，学生在众创空间的平台上进行

科研项目的进一步研究，创意项目进行相应的开发制作。众创空

间为学生免费提供科研创新场地，如果后期项目运行顺利，学校

会配套 1000-2000 元不等的配套经费，学生可以自由支配。如果

学生毕业后，觉得在校研究的项目市场前景广阔，毕业学生可以

注册公司，入住众创空间，进行产品的进一步开发，该公司可以

继续运行。

（四）组建学生指导平台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学校从教师中挑选了一批专业技术扎

实，动手实践能力强，责任心强，乐于奉献的教师组成学生指导

团队。在比赛中理论功底强的指导老师为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培

训和解惑。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师，根据往年比赛的考点，为学生

进行拔高训练，例如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赛项中的功能电路板的

设计、故障排除，通过自行设计电路板，让学生在高强度的训练

中提升实践操作能力。研发中心、创新创业方面的老师在学生进

行项目深度研究时，进行科研研究方法、创新创业意识方面的培

训和引导。

通过老师的亲自进行赛题的分析、出题、拔高，才能让学生

在高强度的环境下进行多次训练，其实践能力才能有所提升。在

学生技术技能成熟的时候，科研中心、创新创业老师给学生进行

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项目的引导，学生利用技能进行相应的项目

产品的改进和研发。通过老师和学生的配合，让学生在学习、实践、

比赛、科研、项目中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四、结语

本文通过搭建学生社团、开放性实践平台、科研创新平台、

指导教师团队等立体化实践平台，构建兴趣引导层、创新实践基

础层、创新实践成熟层分层递进式的学习模式，构建学生创新创

业培养体系。通过目前模式的运用，学生从基础的兴趣引导，到

基础实践，到参加大赛实践，最后进行科研项目或者创新创业项

目，让学生循序渐进地进行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同时为了满足

不同阶段学生的要求，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实践平台，

为学生不同的项目提供了全方位的后勤保障。截止到 2021 年，通

过该体系的运行，目前已经孵化公司 3 家，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

能获得国家级奖项 38 项，省级奖项 173 项。毕业的学生也会被企

业优先录取，毕业后在相应单位进行岗位创新。因此可见技能大

赛对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实现了学生“零

距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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