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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螺旋创新理论视角下地方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刘朝晖，周和平，蒋加伏，李　平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正成为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引擎，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基于五螺旋创新理论进行分析，目前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存在与专业教育脱节，且未能深度融入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等问题。因此，要坚持立德树人原则、

全覆盖原则、协同化原则、特色化原则，将教育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训练平台、教师队伍、运行机制、

考核评价、保障制度等有机融合。以长沙理工大学为例，确立“一核两基三融四构”能力导向的创新创业

教育目标体系，构建“四融入、三层次、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实施体系等，并进行有效探索与实践，以

期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地方高校；立德树人；五螺旋模型；创新创业教育；区域创新发展；国家创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３４Ｘ（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９３－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７３／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９３４ｘ．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０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Ｑｕｉｎｔｕｐｌｅ　Ｈｅｌｉｘ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ｕ　Ｚｈａｏｈｕｉ，Ｚｈｏｕ　Ｈｅ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ｆｕ，Ｌｉ　Ｐ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　４１０１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ｕｐｌｅ　ｈｅｌｉｘ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　ｖｉｒｔｕｅ，ｆｕｌ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３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ｏｎｅ－ｃｏｒｅ，ｔｗ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ｏｕ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ｆｉｖｅ－

ｉｎ－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　ｖｉｒｔｕｅ；ｑｕｉｎｔｕｐｌｅ　ｈｅｌｉｘ　ｍｏｄｅ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一、引言

进入２１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１］，世界各国为争夺产
业主导权开展了新一轮竞争。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加紧了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在此背景下，

我国必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确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
当大力发展创新创业（以下简称“双创”）教育，

以更好地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

构建双创教育体系是目前地方高校要落实的一
项重要任务。

国内很多学者就地方高校如何融入区域创
新体系开展了大量研究。周光礼提出，应“建设

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２］；丁耀武指出，地
方高校应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四大作用［３］；

王东武等针对地方高校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存在

的问题，提出要搭建平台与健全机制［４］；杨忠泰
提出了地方高校参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四种模
式［５］；孙希波指出，为发挥地方高校在区域创新

体系中的作用，必须加强四种机制建设［６］；吴战
勇对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创新机制进行
了研究［７］；陈浩凯等提出要借鉴国外成熟理论，

并结合国情以及高校的资源和发展目标等，发
展多层次、多模式的双创教育［８］。

随着螺旋理论的成功运用与不断发展，国

内一些学者应用该理论对高校双创教育进行了
研究。其中，张海滨等运用三螺旋创新理论，建
立了高校支撑区域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９］；张

绍丽等运用三螺旋理论，提出了专业教育与双
创教育融合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师资队伍、

管理机制等四种策略［１０］；许礼刚等人运用四螺

旋理论，提出多元主体协同的四螺旋创新模式
及其实现路径［１１］。

在高校双创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国内已产

生不少研究成果，但鲜有专门针对地方高校的
相关研究。其中，魏银霞等提出了“三层次、四
平台、四保障”的地方高校双创教育体系［１２］；唐

国强等建议，地方高校应构建双创人才培养模
式、双创课程体系、双创实践教学体系、双创师

资队伍体系［１３］。

本文运用五螺旋创新理论，分析地方高校
在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

地方高校双创教育体系的系统结构，并以湖南
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Ａ类）长沙理工大
学为例，积极探索双创教育体系及其实践路径。

　　二、地方高校在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中的
地位与作用

　　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力
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最早提出“国家创新系统”

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
（Ｃｈｉｒ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ｒｅｅｍａｎ），他通过对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检视，发现技术创新

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
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１４］。中国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中，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
为一项重要的任务。２０１６年５月，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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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
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按照“坚持双轮驱
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其
中“构建一个体系”就是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而在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

（一）五螺旋创新理论
传统国家创新系统采用以企业为主、政府

与大学为辅的创新范式。亨利·埃茨科威兹
（Ｈｅｎｒｙ　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作为当代创新研究领域的
杰出学者，提出了三螺旋创新范式。他认为，在
创新活动中，政府、产业、大学三者同等重要，并
且，政府、产业和大学互相作用、相互交叉，从而
推动创新活动呈螺旋上升趋势［１５］。

卡拉雅尼斯（Ｅｌｉａｓ　Ｇ．Ｃａｒａｙａｎｎｉｓ）等认为，

公共话语、社会媒体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日趋
明显，建议在三螺旋基础上增加第四个螺旋，即
基于媒体和文化的公众或公民社会［１６］。四螺
旋是对三螺旋理论的拓展，与三螺旋相比，其更
关注民主与发展的平衡问题。随着可持续发展
问题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主题，卡拉雅尼斯等
又进一步拓展了四螺旋理论，增加了第五螺旋，

即环境，由此构建了五螺旋模型［１７］，如图１所
示。

 

 
时
间
流
方
向

第一螺旋：学术界/大学
第二螺旋：产业/商业
第三螺旋：国家/政府
第四螺旋：大众媒体与文化、公民社会艺术研究与艺术创新
第五螺旋：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

螺旋方向

图１　五螺旋模型

五螺旋模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

型，由拥有“资本”的五个子系统构成，即政治／

法律系统、教育系统、经济系统、公共社会系统、

自然环境系统（如图２所示），各子系统为了促

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互交换知识资源。知

识资源在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循环，如果知识

输入对子系统有贡献，则产生知识创造。子系

统的知识创造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带来有利于

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二是产生新的技术回流与

知识循环。

在五螺旋模型中，知识是驱动社会进步的

关键力量，而大学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机构，也是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政治/法律系统
（政治资本）

公共社会系统
（社会资本）

教育系统
（人力资本）

经济系统
（创业资本）

自然环境系统
（自然资本）

可持续
发展

创新流

创新流创新流

创新流 创新流

知识流知识流

知识流 知识流

知识流

图２　五螺旋模型及功能

（二）地方高校在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

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人才培养、知识生产、提供新技术、推动高新技

术产业化等方面［１８］，而地方高校更应该在区域

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地方高校是区域双创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地。本土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是支

撑地方高校发展的力量源泉，为地方培养双创

人才是其重要使命［１９］。《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要》明确要求：聚焦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

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推

动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整体提升。而区域创

新优势的实现，取决于高素质双创人才，地方高

校是人力资本的生产部门，是区域双创人才培

养的重要基地。

另一方面，地方高校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引擎。地方高校在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推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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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具有智力优势。研究表

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

著的空间联系，区域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校科

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促

进效应［２０］。

地方高校与区域协同创新可分为三种类

型，即内生驱动型、政府引导型和区域联动

型［２１］。地方高校在区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中具有先天的协同创新优势，是区域知识创新

的主要引擎，是区域创新的动力源［２２］。地方高

校应主动对接区域政府、企业、相关科研机构

等，促进区域知识生产与成果转化，加速区域特

色产业集群的改造升级，以更好地发挥促进区

域可持续发展主要引擎的作用。

　　三、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是地方高校双创教育体系未能深度融入

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地方高校自身在国家与

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论证不充分，与

地方政府、企业、大众媒体的协作不够，政校联

动、产教融合有待提高，双创教育缺少长远目标

与长久动力机制。同时，地方高校对区域创新

的贡献度偏低，本土化、特色化的创新成果偏

少。

二是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双创教育

未能有效融入专业教育，“两张皮”的现象依然

存在。尽管专业培养目标中大多强调双创能

力，但在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中有关双创能力

的评价指标非常含糊，难以调动广大教师积极

参与，难以对学生双创能力达成情况进行准确

评估。

三是地方高校双创教育条件有待改善。地

方高校双创教育的资金扶持力度不够，实践实

训平台少，导师队伍建设滞后，学生参与积极性

不高，学科竞赛与双创教育竞赛成绩两极分化，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明显，无法激

励全体师生主动参与双创教育。

　　四、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框架构建

（一）双创教育体系构建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原则。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６号）（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强调高等学校双创教育改革要以
推进素质教育为主题，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
核心。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高度，强调加快构
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
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使命，努力培育时代新
人。

坚持全覆盖原则。明确全体教师肩负双创
教育的主体责任，双创教育要覆盖全体学生。

国家关于双创教育的《意见》要求，把深化高校
双创教育改革作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
破口，树立先进的双创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分
类施教、结合专业、强化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生力军，为全体学生开设双创必修课
和选修课，促进实验教学平台、科技创新资源向
全体在校学生开放。

坚持协同化原则。双创教育涉及政府、企
业、高校、教师、学生等多个主体，必须多元主体
协同，充分整合资源，激发教师、学生与相关各
方的热情，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实现双创教育
的良性运行。同时，高校要基于双创教育助推
思政课、通识课、专业课“三位一体”的思政教育
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双创教育与思政教育、专业
教学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树立端正的双创动
机，从而达到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目的。

坚持特色化原则。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开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校必须结合自身的办
学定位与特色优势，在广谱式双创教育基础上，

一方面，要不断打造学校特色，发挥科研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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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专业、文化亮点等的影响力，促进双创教育

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要鼓励师生共同参与双

创项目，尤其要激励学生参与专业性双创活动。

同时，学校需要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助力师生形

成高水平、特色化双创成果及其转化应用。

（二）双创教育体系的发展路径

一是明确地方高校在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

中的合理定位。地方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与区

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结合本校的

办学优势与特色，准确把握本校双创教育的发

展方向与目标，明确其在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

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是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双创教育体系。双

创活动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企业、科

研院所等外部主体，也包括高校职能部门、教师

与学生等内部主体，地方高校要充分协调多元

主体的不同目标，建立健全协同发展的双创教

育体系。

三是建立本土化双创教育长效机制。数字

化革命推动着人类从“工业化时代”迅速步入
“后工业化时代”，地方高校的使命传承、结构治

理和人才培养路径都要适应这种发展，建立本

土化双创教育长效机制，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造血功能。

（三）双创教育体系框架

根据五螺旋创新理论，高校与政府、产业、

媒体、环境等都是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

构成要素，地方高校构建双创教育体系应综合

考虑这些要素的辩证关系。双创教育体系框架

主要由目标体系、教学体系、实践训练平台体

系、运行保障体系与评价体系构成，各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如图３所示）。
 

评价体系
双创教学质量评价
双创竞赛效果评价
创业项目评价
双创能力评价

目标体系
国家及区域创新体
系目标
地方高校办学定位
双创教育理念
双创人才培养目标

教学体系
双创教育课程体系
双创师资队伍建设
双创训练体系
专创融合竞赛体系
成果孵化培训体系

实践训练平台体系
科创融合平台
实验实践平台
创业孵化平台

运行保障体系
组织保障体系
制度保障体系
机制保障体系

产教融合

校地融合

信息流、知识流、资本流、人才流、创新流

绿色创新

校媒融合

产业、企业 政府 媒体、公众 环境

02

01

03

04

05

图３　五螺旋视角下地方高校双创教育体系框架

　　一是确立多元合一的双创教育目标体系。

树立适应时代的双创教育理念，以服务国家与

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核心，明确地方高校在

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协同多元主体

目标，科学制定双创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为国家

与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本。

二是构建双创教育课程教学体系。双创教

育体系由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双创训练等构

成。双创教育课程主要包含“双创基础课程、专

创融合课程、思创融合课程、赛教结合课程”等。

通过双创教育基础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双创基本能力；通过专创融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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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解决专业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明确

双创教育方向；通过思创融合课程，引导学生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意识；通过赛教结合课程，让学生在比赛中学

习，在学习中创新，不断提高双创能力。

大力整合校内外双创教育师资队伍。由
“创业导师”“专业导师”“竞赛导师”“实践导师”

“政策导师”构成的专兼结合、相辅相成师资队

伍，可打破学科界限，融入多学科资源，进行跨

学科教学与科研，以促进协同创新科研和双创

教育。

采用单专业嵌入式、多专业协作式、开放合

作式三种“专创融合”模式，建立双创训练体系。

将双创能力培养融入专业核心课程、综合性实

验、课程设计、专业综合训练等之中。以专业为

主体，通过鼓励学生参与“赛教结合”训练项目，

以提高学生的双创意愿，从而积极参加创业孵

化培训，不断提高双创的成功率。

三是完善双创教育实践训练平台体系。不

断改善双创教育实践条件，建立科创融合平台、

实验实践平台、创业孵化平台，提升双创教育实

效性。同时，加强校企融合，结合区域优势产

业，建立产业研究院，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协同

培养双创人才。

四是强化双创教育运行保障体系。为了保

障双创教育的有效运行，要健全三项保障机制，

即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机制保障。加强高校双

创教育的协同治理，建立运行有序的双创教育

组织机构，制定双创教育规章制度，完善人、财、

物的保障与运行机制。

五是建立双创教育评价体系与持续改进机

制。要提升学生的双创能力，必须加强双创教

育的质量监控与效果的动态评价，强化形成性

评价，以保障持续改进。评价指标可参考

ＯＥＣＤ开发的ＩＮＣＯＤＥ晴雨表，包括个人、人

际、关系网等３个一级指标和２５个二级指标，

采用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等多种手

段，对大学生的双创能力进行定期跟踪评估，强

化持续改进［２３］。

　　五、长沙理工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长沙理工大学把握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方向，遵循高等教

育改革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满足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对双创人才的新需求，以“三高四新”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为指引，不断完善双创教育

体系。

（一）确立“一核两基三融四构”能力导向

的双创教育目标体系

建立“一核两基三融四构”能力结构，包括
“一种核心能力”“两种基本能力”“三种融合能

力”“四种建构能力”（如图４所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核 两基 三融 四构

一种核
心能力

两种基
本能力

三种融
合能力

四种建
构能力

面向产业现
代化 ，培养
学生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
的能力

基础能力：学科基础，
专业基础，双创基础
拓展能力：自我探索、
目标导向、行为筹划、
沟通交流、风险承担、
终身学习能力

学科与专业交
叉融合能力、
技术与行业需
求融合能力、创
业与产业发展
融合能力

问题建构能力
知识建构能力
文化建构能力
生态建构能力

图４　“一核三能”双创教育目标体系

（二）构建“四融入、三层次、五位一体”的
双创教育实施体系

树立“四融入”双创教育理念，以“思创融
合”为引领，以“专创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

为路径，将双创教育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融
入教育教学改革、融入专业实践、融入育人文
化。

构建“三层次”双创教育培养体系，即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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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生的“普及教育”，依托专业的“渗透教
育”，面向科创班、双创团队等的“个性教育”，强
化双创意识、培育双创精神、提升双创能力。

建立包括课程、讲堂、训练、竞赛、成果孵化
“五位一体”的双创教育体系（如图５所示）。一
是构建“１＋Ｘ＋Ｙ”双创课程体系；二是举办双
创教育“云鼎讲堂”系列讲座；三是构建国家、

省、校三级双创训练体系；四是构建各类各级学
科竞赛体系；五是构建以大学生创业园为核心
的成果孵化体系。�

1———双创通识课
X———专创融合课
Y———赛教结合课

1+X+Y
课程体系

激励师生参与双创活
动，积极组织学生参
加各类双创大赛

建立各类
各级学科
竞赛体系

构建三级
双创训练
体系

构建三级双创
训练计划项目
体系，开展课外
科技活动 、学科
类社团活动

建设创业
成果孵化
体系

举办“云
鼎讲堂”
系列讲座

邀请知 名 企 业
家、 国家级双创
导师、创投专家、
国赛专家举办专
题讲座

个性化指导学
生开展创业实
践，积极对接政
府和校外双创
孵化资源

图５　“五位一体”双创教育体系

构建“双创通识＋专创融合＋赛教结合”的

双创教育课程体系。以“思创融合”为引领，开

设双创通识课６６门；拓展专业核心课程，打造

专创融合课２０７门；依托主要双创赛事，遵循探

究式、体验式学习理念，创建赛教结合课４４门。

编写专创融合教材７３部，案例集１２本。

建设专兼融合的双创导师队伍。组建双创

教育教研室，双创导师队伍由专职教师１８人，

校内兼职教师５６０人（其中３人入选全国优秀

双创导师人才库首批入库导师），外聘双创导师

３８２人组成。

构建“教师学科交叉、学生专业互补”学习

共同体。遵循“习学促进，做学结合”的教学理

念，促进学生积极探索；采用ＣＤＩＯ实践模式，

即构思（Ｃｏｎｃｅｉｖｅ）、设计（Ｄｅｓｉｇｎ）、实现（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操作（Ｏｐｅｒａｔｅ），强化学生双创实践；形

成“双创课程、大赛锤炼、成果孵化”的双创成果

培育模式，提升学生双创综合素质。

（三）搭建“三维互联”的双创教育实践训

练平台体系

为满足大学生双创实践训练需要，打造三

大类双创平台，形成体系完备、三维互联、开放

共享的双创教育实践训练平台体系。

虚实结合的实验实践平台。由２个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２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６个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１个

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平台构成，可

以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

科创融合的科学研究平台。构建４个国家

级、６７个省部级科研平台，促进广大学生进科

研团队、进项目，提升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助力孵化的双创培育平台。建设３个国家

级、４个省部级双创培育平台、３６个省部级双创

教育中心（基地）和大学生双创园等，可以大大

提升双创项目孵化效果。

（四）构建全要素协作的双创教育运行保

障体系

组建双创教育组织机构（如图６所示）。成

立双创教育领导小组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建立

以双创教育学院为枢纽、各学院参与、多部门协

同合作的组织机构。

研究制定了双创教育实施、管理、激励、评

价等１６份相关文件，形成了双创教育参与广

泛、规范有序、持续发展的格局。

构建“四联四促、四协四助”双创教育运行

机制。建立“学校－学院－中心（基地）－项目

团队”的“四级联动”运行机构。构建以赛促学、

促教、促创、促建的赛学“四促互动”机制。作为

中国高校双创教育联盟、众创空间联盟等组织

发起单位，强化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四方协

同”体系。拓展资金渠道，助力双创实训条件建

设；优化成果评价机制，助力双创导师成长；加

大政策激励，助力师生参与；强化个性化指导，

助力双创成果孵化的“四助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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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

　　（五）建立目标驱动的双创教育评价体系与

持续改进机制

加强双创教育的目标管理。将双创教育纳

入学校目标管理年度考核范围，年初制定双创

教育年度计划，对课程建设、基地建设、双创竞

赛等目标任务进行部署，年底进行考核，考核结

果与绩效挂钩。

建立基于 ＯＢＴ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双创能力培养质量评价体

系。构建基于能力达成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将

学生学习成果与导师的指导质量评价挂钩，不

断促进评价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将同行评价、

学生评价、社会评价等结合起来，重视学生能力

达成度，明确导师的双创活动开展与学生成果

的关系（如图７所示），图７中的ＰＤＣＡ是：计划
（Ｐｌａｎ）、实施（Ｄｏ）、确认与检查（Ｃｈｅｃｋ）、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

（六）实践成效

经过多年的实践，成绩显著。学校入选“全

国首批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被评为“全国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高等学

校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先进单位”。近五年，学

校每年有超３万人次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

获国家级奖励７９６项、省级２　１０１项；在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成绩突出，

获金奖２项、银奖５项、铜奖２０项；学校位居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全国普通高校

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六轮总排行榜第５７位（２０２１
年位居第２２位）；学校培育了全国大学生创业

典型人物“切糕王子”阿迪力、中国大学生年度

人物邹勇松等一批双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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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双创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六、结语

地方高校双创教育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这就要求地方高校必须加强双
创教育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的融合，充分发挥
地方高校在本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优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创新与可持
续发展。在新征程上，地方高校要不忘初心担
使命，勇毅前行谱新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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