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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调查与分析1 

佟 乐，钱银明 

（南通职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在对江苏南通地区高职院校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南通市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现状、

存在问题，提出了提升创新创业参与度与主动性、提高创新创业教育专业融合度、增强创新创业教育保障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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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014年 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发展众创空

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高校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大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环节，为此，我们申报并实施了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南通

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情况调查》。 

2、调查组织与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旨在分析南通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开展现状，分析影响因素，并提出改善实施的建议。调查采用随

机抽样方式，对南通职业大学、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南通紫琅职业技术

学院五所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50余份，收回有效问卷 312份（样本分布见表 1）。同时，对五校创

新创业行政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面谈访问。 

表 1 有效问卷样本分布情况统计表 

  人数（人） 比重（％）   人数（人） 比重（％） 

性别：男 148 47.4  专业：机械 48 15.4  

女 164 52.6  电子 46 14.7  

年级：大一 88 28.2  化工 27 8.7  

大二 121 38.8  建筑 35 11.2  

大二 103 33.0  纺织 12 3.8  

生源地：农村 136 43.6  经管 68 21.8  

                                                        
1[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 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南通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情况调查》（项目编号: 

201711052017X）项目成果。 

[指导老师]：朱天高，周艳春。 



 

2 

城市（镇） 176 56.4  旅游 27 8.7  

家庭年收入：5万以下 58 18.6  艺术 25 8.0  

5万一 10万 151 48.4  其他 24 7.7  

10万一 20万 77 24.7  
   

20万以上 26 8.3        

 

本次调查符合南通高职院校学生及专业设置特点，调查对象性别、年级、生源地、专业结构分布均衡、结构合理，可信度

高，学生家庭年收入分布基本符合地区特点，能够全面反映不同收入阶层对创新创业实践的态度及影响。 

3、调查结果分析 

（1）创新创业实践已经成为高职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但大学生主动参与热情不高。 

表 2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项目表 

创新创业教育途径 知晓人数（人） 比重（％） 参与人数（人） 比重（％） 

创业技能大赛 289 92.6  152 48.7  

沙盘模拟训练 209 67.0  143 45.8  

企业参观学习 205 65.7  106 34.0  

创新创业社团 158 50.6  67 21.5  

创新训练项目 82 26.3  45 14.4  

项目辅导培育 59 18.9  3 1.0  

其它 84 26.9  12 3.8  

 

调查发现，南通高职院校普遍重视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从院校职能部门面谈访问了解到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实践教育项目主

要有创业技能比赛、沙盘模拟训练、企业参观学习、创新创业社团、创新训练项目等多种方式，部分院校引入项目辅导培育等

方式，大大提高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性，创新创业教育已经成为提高高职大学生素质的重要抓手。半数以上学生对学校组织

的创新创业教育项目较为了解，尤其是“创业技能大赛”项目知晓率达到了 92.6%。而学生主动参与度普遍较低，从表 2“参与

率”指标可以看到均低于 50%，“项目辅导培育”参与率不足 1%。进一步调查发现，参与率较高的“创业技能大赛”项目，主

动参与人数只有 36 人，主动参与率只有 11.5%，而“沙盘模拟训练”、“企业参观学习”则是因为部分专业将其纳入了课程教

学，剔除非主观因素后的学生参与率普遍低于 20%。 

（2）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融合度较低，难以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教育。 

通过对五校相关职能部门面谈访问，“创新创业教育”从职能划分上均归属于学工处、团委大学工系统，除部分专业、个

别项目纳入专业课程教学外，多数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属于“第二课堂”、“第三课程”范畴，与大学生专业学习存在较大脱节。

从“大学期间学生创新创业经历”调查看，56.4%的同学在大学期间有创新创业实践的经历，但多数停留在“构想、设计”阶段。

44.9%同学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进行项目选题，来源于专业的选题只有 18.2%，来源于真实市场需要的则为 0.60.3%没有参加创新

创业项目学生的主要原因是感觉自己专业能力不足，难以完成实践项目。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两张皮”造成了高职

院校难以实现面向所有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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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期间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经历统计表 

创新创业 

实践经历 

人数 

（人） 

比重 

（%） 

选题来源 

（不参与原因） 

人数 

（人） 

比重 

（%） 

有 176 56.4 

兴趣爱好 79 44.9  

教师提议 51 29.0  

专业方向 32 18.2  

其他 14 7.9  

没有 136 43.6 

专业能力不足 82 60.3  

没兴趣 31 22.8  

没时间 15 11.0  

其他 8 5.9  

 

（3）高职院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精神支持多，物质支持少，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与保障体系滞后。 

目前各高职院校非常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投入了一定的资源，但相对于“传统教学活动”，学校对创新创业实践平

台投资有限，滞后于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需要。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更多依靠“教育工作者”的智力投资，

创新活动方式，整合有限资源，形成学校创新创业特色项目与品牌。从表 4 可以看到，学生对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平台与保障满

意度不高，三个单项以“好、较好”累计的满意率均在 30%左右，而以“不好”评价为代表的不满意率，也维持在 20%-30%的水

平。“不了解”也占有一定比率，说明学校对创新创业宣介工作存在盲点和不足。 

表 4 大学生对学校创新创业平台与保障的满意度统计表 

评价 
平台数量与质量 资金、场所、人员保障 制度建设 

人数（人） 比重（％） 人数（人） 比重（％） 人数（人） 比重（％） 

好 28 9.0  25 8.0  36 11.5  

较好 63 20.2  64 20.5  67 21.5  

一般 103 33.0  89 28.5  101 32.4  

不好 81 26.0  93 29.8  65 20.8  

不了解 37 11.8  41 13.1  43 13.8  

合计 312 100.0  312 100.0  312 100.0  

 

4、改进南通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的对策建议 

4.1以能力培养为基础，发掘学生兴趣，提升创新创业实践参与度与主动性 

相关创新创业教师谈得最多的是学生参与度与主动性问题，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不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的原因

调查发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能力与兴趣”问题。 

（1）坚持能力为先，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从专业出发，明确创新创业目标与特点，体现实用性和市场需求，建构高

职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体系，全面提升高职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 



 

4 

（2）丰富创新创业形式，加强教育针对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为创新创业教育者，理应加强对学生兴趣、需求的研究，

从而创新教育载体，提高创新创业教育针对性，进一步强化教育效果。 

（3）心理辅导与榜样激励相结合，激发学生参与热情。高职学生多数在中学阶段累积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

压制了学生的学习热情。高职院校需加强学生的心理辅导，帮助学生全面客观把握创新创业意义，勇于创新，通过自身创新创

业实践，开创自己的美好未来，注意寻找学生身边的创新典型，以榜样力量激励学生不断进取，走向成功。 

4.2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化建设，提高创新创业教育专业融合度 

国务院 2015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明：“各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育目

标要求，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有机融合，调整专业课程设置，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

过程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1）发挥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功能。这是提高创新创业教育专业融合度的关键一环，也是当前高职院校普遍薄弱的部

分，对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换个角度来说，专业课程只有发挥了创新创业教育功能，其功能才真正得以实现。这是专业

教师应该思考、发掘的重要课题。 

（2）加强创新创业实践教育项目课程化、体系化建设。要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擅创新、能创业的人才，就

必须加强创新创业配套课程与课程体系建设。适应市场需要和专业特点，做好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设计，并在增强课程实践性

上下功夫，做到理实一体、理实相融，从而把使创新创业课程真正成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4.3合理人、财、物配置，优化实践平台，增强创新创业教育保障度 

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平台。实践平台搭建，是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 

（1）校地合作共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高职院校应着眼于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的培养，在合理规划的基础

上，充分依靠地方政府，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逐步提高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力度，满足高职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

养的需要。 

（2）整合学校教育资源，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整体保障体系。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支撑与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平台建设等物质

基础，更包括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人才基础、创新创业资助激励等制度基础，只有全面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整体保障体

系，才能保证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健康、长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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