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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方案探索与实践》 

成果总结 

 

白宇 明文钦 李红  李映松  杨荣芳 

(云南师范大学) 

 

本成果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对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方案进行研究。结合目前学

校创业园的建设、管理及创新创业教育，分析目前创业园建设管理与创业教育的关系，

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和已有模式的不足，提出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

的可行性方案，对高校创业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成果主要内容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

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断加强，取得了积极进展，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毕业生创业就业、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

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一些高校重视不够，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

专业教育结合不紧，与实践脱节；实践平台短缺，指导帮扶不到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亟待提高。 

本成果把解决目前高校大学生存在的创业能力不足问题作为切入点，以“培养具备

较强社会竞争力的创业型人才”为目标，坚持“创业成就未来”的培养理念，努力构建

“专业知识教育、创业实践活动、创业理论教育”三位一体的创业型人才培养体系。成

果结合我校大学生创业特色，对大学生创业能力要素进行提取，通过调研分析我校创业

园内大学生创业平台及创业团队的现状，总结存在的问题和已有模式的不足，分析目前

我校各类创业实践平台的建设管理与大学生创业教育、创业能力提升的关系，持续开展

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的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方案研究。通过四年来的项目实施，创新性

的提出了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从课程教育、创业实践、竞赛指导、项目孵化、渠道拓

展五个维度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方案。 

经过四年来项目的持续实施，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明显



 

 2 

增强，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显著增加，学校各项创新创业指标显著提升。具体体现在：

一是涌现出了一批以中诺教育集团董事长路平（史政学院 2014届人文教育专业）、云南

众力影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许东平（2014届广播电视编导硕士研究生毕业）、

云南鼎华产业孵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本辉（2016 届农业信息化硕士研究生毕业）、

获得云南省第六届“云南青年创业省长奖”提名获得者、云南读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伟（09级地理科学专业）等为代表的杰出自主创业学生，学生自主创业率从 2016

年的 4.09%，上升到 2020 年的 6.092%，提高了 2 个百分点。二是学校初次就业率四年

来保持平均 85.3%；年终就业率保持平均 94.6%。三是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类比赛获得国

家级奖项 7项，省级奖项 20项。四是通过校园创业平台孵化学生创业项目 115项。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如何实现人才培养与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良性互动，使创业教育重心从课堂课程教学

转为以实践实训为重点的教育，从而有效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重要方向。基于校园创业园实践平台，哪些要素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从

而有效的解决目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普遍存在的过程热闹、效果不佳的问题是本项目主

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三、主要做法 

一是通过混合式课程教育，为学生提高创业能力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教育部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教高厅[2012]4 号）等相关

文件要求，项目组开发出《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课程，将该课程列为校级通识必修课，

设定 32 学时，2 学分。将 2 个学分拆分为“1+1”，即“1”为理论课教学学分，学生参

与教师的课程教学，达到大纲所要求的内容可获得；另“1”为实践学分，从课程教育

就开始以实践为导向。学生入驻校内创业园、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业平台，获得各类

创业相关培训、创客训练营证书，及参加校内外创业类比赛等，即可获得实践学分。通

过课程要求促进学生对实践实训的重视，学生通过创业园实践平台积极印证自己的项

目。 

二是通过创业实践，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实践活动。通过设立一个实践学分，引导

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创业学术报告、创业交流活动、创业专题讲座。鼓励学生积极开展

创业实践、项目展示等活动。鼓励有创业兴趣、意愿的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学术

报告、科技交流活动、专题讲座、企业家对话等活动，学生的创业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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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竞赛指导，以赛代练，营造浓厚的大学校园创业氛围。以赛代练，是检验

学生学习效果的最好形式之一。项目组积极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类竞

赛活动，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以及大学

生科研训练、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积极组织大学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专业优

势、热点问题等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创业项目。经过参加比赛学生的创业能力得

到明显提升。 

四是通过项目孵化，建全全方位服务体系。为帮助大学生创业团队获得外部资源，

本项目协调多部门联动，校内外导师协同配合，积极对接校外优质资源，对有创业意向

和创业潜质的学生提供从课程教育、意识培养、项目培训、创业实践、培育孵化、法律

咨询、工商税务等一站式的全程指导服务，对在大学生创业园区已经开展创业实践及正

在创业的学生分别提供等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使学生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提升

课创业能力。 

五是通过渠道拓展，拓展大学生创业实践平台。为提供多层次孵化场地、资金和导

师资源的支持，项目团队加强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的联系，与校外优质资源共建

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基地，尤其是通过充分挖掘创业校友的资源，设立“创业校友基金”，

极大的拓展了大学生创业实践平台，为学生创业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实践机会。 

四、成果的创新点 

本项目认为，大学生创业教育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人才培养与大学生就业创业

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创业园实践平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场地以及管理经验等诸

多条件与服务，使创业教育重心从课堂课程教学转为以实践实训为重点的教育；通过课

程建设、实践活动、竞赛指导、项目孵化、渠道拓展等五个方面工作的全方位、协同化

开展，营造大学校园的创业氛围，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创业意识，提高大学生

自身的创业就业能力。成果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凝练人才培养理念。成果以“培养具备较强社会竞争力的创业型人才”为目标，

坚持“创业成就未来”的理念，既有效解决了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创业与专业教育结

合脱节”的问题，又实现了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形成了“专业基础教育、

创业实践活动、创业理论教育”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二是创新人才培养路径。项目通过四年来的实施，探索出“创业理论教育→创业技

能培训→深入市场调查→参加创业大赛→项目孵化→自主创业”的创业型人才培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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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有效缩短大学生创业者适应市场的周期，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

路平、许东平、杨本辉、徐伟、邓昌军、聂有福、万盛云、杨美玲、陈雪娇、肖烨等一

批杰出校友基本都是按照以上人才培养路径，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创立并营运微小企业开

始，毕业后很快就适应了社会，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三是创新大学生创业能力要素。成果结合我校大学生创业特色，对大学生创业能力

要素进行提取，通过调研分析我校创业园内大学生创业园及创业团队的现状，总结存在

的问题和已有模式的不足，分析目前我校各类创业实践平台的建设管理与大学生创业教

育、创业能力提升的关系，持续开展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的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方案研

究。通过四年来的项目实施，创新性的提出了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从课程教育、创业

实践、竞赛指导、项目孵化、渠道拓展五个维度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方案。 

五、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基于创业园实践平台的多维度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方案研究。

项目结合我校大学生创业特色以及创业园内创业团队的现状，对大学生创业能力要素进

行提取，通过分析总结创业园平台和创业团队存在的问题和已有模式的不足，提出基于

创业园实践平台，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可行性方案。 

（1）成果的应用价值。理论层面，综合运用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从课程

建设、实践活动、竞赛指导、项目孵化、渠道拓展等五个维度探索并实践基于创业园实

践平台，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解决方案。实践层面，该方案通过四年的印证，显现出

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取得一系列成果，具体体现在：一是涌现出了一批以中诺教育集团

董事长路平（史政学院 2014届人文教育专业）、云南众力影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许东平（2014 届广播电视编导硕士研究生毕业）、云南鼎华产业孵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本辉（2016 届农业信息化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云南省第六届“云南青年创

业省长奖”提名获得者、云南读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09级地理科学专业）

等为代表的杰出自主创业学生，学生自主创业率从 2016 年的 4.09%，上升到 2020 年的

6.092%，提高了 2 个百分点。二是学校初次就业率四年来保持平均 85.3%；年终就业率

保持平均 94.6%。三是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类比赛获得国家级奖项 7项，省级奖项 20项。

四是通过校园创业平台孵化学生创业项目 115 项。证明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同时具备推

广复制性，对高校推动创业就业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价值。 

（2）社会影响和效益情况。①该研究成果的核心精华部分已经作为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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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层面文件《云南师范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协同工作体系方案》下发执行，在我校进行

全面实施，稳中求进，不断总结反馈，已经逐渐趋于成熟。②在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基础

上，利用云南省教师教育联盟高校的平台，该成果在全省各师范类高校推广交流，如大

理大学、曲靖师范学院、玉溪师范学院等。③该成果已经多次在省内外多所高校交流，

如云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等，相关院

校已经将其作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参考材料，取得良好的效果。④通过该成果方案的

实施，形成省内外高校大学生浓厚的创业教育工作氛围，强化实践并不断反馈。以此作

为辐射，加强与国内外师范类院校的沟通与联系，继续践行并完善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