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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300021 课程性质 公共必修课

适用专业 全院所有专业 开设学期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课程类别 基础通用课程 课程类型 A

学 分 2 总 学 时 32

学时分配 理论学时：24；实践学时：8

实施场所 多媒体教室 授课方式 理论讲授+课内实训

执笔人 吴郁芬 袁凤英

审核人 刘祥荣

制订时间 2018 年 9 月

二、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是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教育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创新创

业实践的中介，也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桥梁。《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是双创基础课程中的核心课程，其目的是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清晰地

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掌握一些基本的创新技法，并且在学习生活中能积极主动

去创新；通过对创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素养有比较明显的

提高；通过对创新创业案例分析与讨论，切实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并树立正确的

创业成败观。坚持面向全体、注重引导、结合专业、强化实践的原则，遵循教育

教学规律，坚持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小组讨论与角色体验相结合、经验

传授与创业实践相结合，把知识传授、思想碰撞和实践体验有机统一起来，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由于本课程理论性比较强，因此我们采用真实案例启发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

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分组讨论、

探究式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创业实训软件作为多媒体辅助教学工

具，模拟真实创业环境，弥补教学环境的限制。另外为丰富教学素材，重点提供

大学生创新创业案例、创新创业微视频、创业信息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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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校内组织开展创新创业项目设计、参与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参与创业社

团活动，通过在校外组织开展创业者访谈、创业项目考察、创业园参观等活动，

将课堂知识与创新创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发现

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

（二）先修后续课程

《创新创业教育》的先修课程是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

后续课程是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就业指导》。

（三)本课程与中职、本科、培训班同类课程的区别。

层次 区别

本科 强调创业基础知识和创办新企业的过程指导

中职 强调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创新意识的培育

培训班 强调创办一家企业的过程性指导

三、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要求学生熟悉创业环境 、培

养创新思维、锻炼创业能力等，特别要掌握创业项目选择的方法，不断提高自身

素质，具备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会运用创新思维解决学习生

活中的各类问题；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制订合理创业目标；能够运用创业技巧完成

创业项目的选择；能够具备创业者的基本素质与能力，做好创业准备。

（二）素质目标：

1.具备主动创新意识，创业潜质分析能力；

2.能够进行创业机会甄别和分析；

3.树立科学的创新创业观；

4.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业精神，促进学生

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

（三）知识目标：

1.熟悉掌握创新思维提升的基本方法；

2.明确创业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3.明确创业的产生与演变过程；

4.掌握商业模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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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对互联网经济趋势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主动适应互联网经济大趋势。

（四）能力目标：

1.逐步形成创新创业者的科学思维；

2.懂得创业过程中的财务计算与分配方式；

3.能掌握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团队组建、人脉关系积累、资金筹措的方法；

4.通过加强社交能力，从而提升信息获取与利用，提高合作的能力。

四、课程内容

序号 项目（模块） 工作任务 学时

1 创新创业概论
创新与创新思维；创业与创业思

维；创新创业的内在关联
2

2 创业团队

认识创业团队对创业成功的重要

性；学习组建创业团队的思维方

式及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掌握

管理创业团队的技巧和策略

2

3 创业资源

了解创业资源整合和有效使用的

方法；认识创业资源开发的技巧

和策略

2

4 创业机会

认识创业机会的概念、来源和类

型；了解创意与机会之间的联系

和区别；了解识别创业机会的一

般步骤与影响因素；习得有助于

识别创业机会的行为方式

6

5 创业风险

认识到创业有风险，但也有规避

和防范的方法；增强学生对机会

风险的理性认识，提高防范风险

的能力

2

6 商业模式

认识商业模式的本质；掌握商业

模式设计和开发的思路；明确开

发商业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

4

7 创业融资

了解创业融资难的相关理论；掌

握创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及差异；

了解创业融资的一般过程

2

8 五元钱创业活动 五元钱创业活动实训 8

9 五元钱创业活动总结 五元钱创业活动总结 4

五、课程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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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元

周

次

学

时
项目（任务） 教学方法手段 教学场所

1 1 2 创新创业总论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2 2 2 创业团队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3 3 2 创业资源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4 4 2
从问题中

寻找创业机会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4 5 2
从社会变化中

寻找创业机会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4 6 2
从自身资源出发

寻找创业机会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5 7 2 创业风险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6 8 2
创业项目

之价值主张设计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6 9 2
创业项目

之如何盈利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7 10 2 创业融资

理论讲授、案例

分析、小组讨

论、团体活动

多媒体教室

8 11 2 五元钱创业活动
五元钱创业活

动实训
至中路

8 12 2 五元钱创业活动
五元钱创业活

动实训
至中路

8 13 2 五元钱创业活动
五元钱创业活

动实训
至中路

8 14 2 五元钱创业活动
五元钱创业活

动实训
至中路

9 15 2 五元钱创业活动总结
五元钱创业活

动总结
多媒体教室

9 16 2 五元钱创业活动总结
五元钱创业活

动总结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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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考核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学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与创业意识的培养，主要采

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考核主要考察学生的课堂表现

以及作业完成的态度与质量，终结性考核采用五元钱创业的实施以及展演的形

式。考核的内容包括个人作业和小组合作完成的五元钱创业的过程与成果。具体

包括：五元钱创业活动（40%）、创业项目计划书（30%）、课堂综合表现（30%）

三个部分。

七、课程实施条件

（一）师资队伍要求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师资队伍严格按照 1:300 的师生比要求配备，专兼结

合、教学能力强、科研水平高。根据授课班级情况，配置专兼职教师 26 人；其

中，专任教师 16 人，兼课教师 10 人，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互补性强。

（二）教学场所要求

1.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多媒体教室及各专业校企合作企业；

2.设备要求

（1）校内实训条件：要求配备能够集教、学、做于一体的项目活动教学实

践场所，以方便辩论、讨论、情景模拟等体验性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开展。项目活

动室要求配备微机、网络、投影设备、功放音响、DVD录放机等多媒体视听设

备。

（2）校外实训条件：联系与职业发展相关的校外企业或者相关社团活动基

地，根据教学内容设置相关任务，以保证获取相关职业认识内容。

八、课程资源

（一）教材编写情况

1.李家华：《创业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陈工孟：《创新思维训练及创造力开发》，经济出版社，2016 年版。

3.李钢：《大学生创业指导》，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 年版。

4.张耀辉：《创业学导论：原理、训练与应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版。

5.钟晓红：《大学生创业教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6.葛海燕：《大学生创业教育与指导》，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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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伟、张世辉、李长智、崔国玲：《创新创业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8.校本教材《创新创业教育》2018 年版。

（二）课程建设情况

《创新创业教育》在线教学平台

在线教学平台主要有利于学生通过网络资源方便快捷地获取课程相关信息，

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同时也有利于教师通过在线平台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交

流，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并根据学生反馈及时地对教学进行修改和完善；还有利于

兄弟院校间同行之间进行交流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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