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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现状及提升 

——以合肥学院为例 

姚璇 杨学春
1
 

(合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创新创业教育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和教育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合肥学院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现状入手，发现存在的问题，从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思维，打造创新创业第二课堂教学团队，

制定有效的双创激励机制，转变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模式四个方面进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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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和技术更新加快，亟须加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以促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融合。

高校作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基地和摇篮，双创教育的培养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创新创业教育也是高校应社会需求

开展的一项教育内容。在我国的高校中，绝大多数高校都设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各大高校经济管理院系都重视在大学生中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这对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提升学生素质能力，向社会输送有

效人才，解决大学生就业都有现实意义。 

合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秉承学校地方型、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在学生的培养教学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在创新创业的教育和培养方面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特色。 

1 经管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现状 

合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目前共有物流管理、经济学、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中德物流

管理、经济工程、投资学、供应链管理 11个专业，学生共计三千余人。 

1.1依照专业特点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从学校到学院、系部均重视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和教学。11 个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中都纳入了创新创业教育

和相应学分设置，结合第二课堂的学分认定，使得经管类各专业学生在毕业前均需完成相应的创新创业教育，修满相应的第二课

堂学分。除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开设，第二课堂学分分值的要求则根据专业不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 11个专业的学生在毕业

前需修满的第二课堂学分要求不一样，这也是充分考虑到每个专业的专业特点及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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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模式单一 

经管类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模式通过开设《创业基础》等通识课程增加学生创新创业的理论，专业

课的讲授提倡融入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取决于授课老师的讲授水平和程度)。《创业基础》的开设设定在学生大三年级秋季学期，

由学校的创新创业中心统一安排。第二种模式通过第二课堂的平台，要求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A、B 类赛事和双创项目，以

赛促进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第三种模式是鼓励在校生、毕业生自主创业，学校设有创业孵化园，配有专家、老师对学生的创业

项目进行指导和孵化，通过政策、场地、技术支持实现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实践化。这三种模式中，通识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

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则是对比赛感兴趣的学生自由参加，第三种能够自主创业的学生人数就更少，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主要依靠

第一、第二种模式，相对单一。 

1.3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侧重学科竞赛 

学科竞赛是国家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而搭建的平台，这种平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 A、B类赛事，包括“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含金量高的赛事；第二种是各种专业学科竞赛，通常称之

为 C类赛事，如与物流专业相关的全国物流管理挑战赛，与经济学专业相关的全国经济学综合博弈大赛，与供应链专业相关的全

国供应链大赛等；第三种是国家级、省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学生通过申报这两种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培养自己的双创能力。 

1.4培养“双师型”教师，积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积极鼓励学院教师申报创新创业相关的项目，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加促进专创融合。积极培养“双师型”教师，为教师到企

业挂职搭建平台，着力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指导能力。制定方案鼓励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种第二课堂比赛，提倡师生共同开展

科学项目研究。 

2 经管类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经管类各专业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存在专业上的不均衡。经管学院涉及的 11 个专业学生在各类创新创业比赛中分布

差别很大，主要集中在物流管理、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这四个专业，学生在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以及获奖人数

上均高于其他专业。这与专业课程设置、课程难易程度、专业教师的鼓励与动员以及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培养都息息相关。 

(2)就年级分布而言，学生创新创业奖项大多在大二、大三年级获得，大一次之，大四最少。通过创新创业活动参与度调研，

低年级学生参与度高，高年级参与度低，随年级上升成下滑趋势。按照创新创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大一、大二年级侧重理念的培

养，大三、大四年级侧重成果的体现，但经管类专业学生在大一、大二热衷于创新创业比赛，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后刚有所积累，

到大三、大四就不愿参加，导致创新创业竞赛的结果和效果大打折扣。 

(3)就比赛的层次来说，学生获得的 A、B类赛事奖项少。在高级别的创新创业赛事中，特别注重项目的科技含量(如有发明

专利或是技术更占优势),但这对于经管类专业学生而言是很难实现。在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中，经管类专业学生在学科竞赛中获

得的奖项远远多于 A、B类赛事的获奖奖项。 

表 1 2020年学生各项学科竞赛获奖统计表 

序号 竞赛名称 获奖情况 

1 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省级：金奖 1项，银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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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金奖 1项，银奖 4项，铜奖 7项 

3 安徽省大学生财税技能大赛 省级：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 

4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ERP管理大赛 省级：二等奖 1项 

5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省级：三等奖 4项 

6 第六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 国家级：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项 

7 全国第三届经济学博弈大赛 国家级：二等奖 2项 

8 第一届全国供应链大赛 国家级：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 

9 第六届物流仿真设计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1项 

10 第五届长风学霸赛之传奇大赛供应链运营赛 国家级：三等奖 1项 

11 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国家级：三等奖 1项 

12 第八届全国物流管理挑战赛 国家级：三等奖 1项 

13 “物产中大杯”全国供应链管理职业技能竞赛 国家级：三等奖 1项 

14 安徽省国际贸易综合技能大赛 省级：二等奖 3项，三等奖 2项 

15 安徽省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省级：二等奖 1项 

16 “创新创业”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安徽省赛赛 省级：三等奖 1项 

17 安徽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三等奖 1项 

18 “学创杯”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省级：二等奖 3项 

19 第四届安徽省大学生国际商务模拟谈判大赛 省级：三等奖 1项 

20 第五届安徽省大学生物流创新设计大赛 省级：三等奖 1项 

 

(4)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老师大多为本院教师，学生管理部门老师占

比较大，年轻老师居多。他们大多从学校到学校，从理论到理论，虽然他们也有各种培训和证书，但是实践经验明显不足，师资

力量相对薄弱。学院积极培养的“双师型”教师，数量增长缓慢，不能彻底解决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困难。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学

科竞赛，以单打独斗为主，没有形成稳定的教师指导团队。学科竞赛也是参加一年是一年，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 

3 经管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对策 

(1)培养学生树立创新创业意识和思维，积极营造双创氛围。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始到专业导论、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

案、专业教育等均要体现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根据专业特色增设创新创业类进阶课程，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思维的教育与训练。

除开设《创业基础》等基础课程外，还可通过举办 SYB培训、讲座等方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需求。课程的教学可借助互联

网平台，利用微课、慕课等模式开展线上创新创业课程教育模式，重视网络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建设，以互联网思维、技术，实

现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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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双创师资的培养和资源的有效整合，打造创新创业第二课堂教学团队。创新创业教育不能单方面依靠创业指导老师、

辅导员、专业课教师来指导，应该整合院内院外的师资、软件和硬件等资源，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加大创新创业导师的

培训和认证，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系统化和一体化。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深化政校企合作，建立专门的创新创业第二课堂教学

团队，致力创新创业教学研究和实践，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3)制定有效的双创激励机制，加强对双创指导老师及参加学生的激励。从教师层面看，对教师在课时认定、经费开支、奖

励绩效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将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尤其是省级以上奖项作为职称晋升时的条件之一。从学生层面看，做

好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活动记录，学生积极参与双创活动或创业训练等活动，可在学分认定、评奖评优、综合测评及党

员发展等方面给予倾斜，同时加大对双创及创业学生在资金、政策、专业等方面的有效指导。 

(4)转变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模式，采用“俱乐部”制度或老带新制度。即每项比赛成立专门的学生团队，由教师指导与

负责，从大一到大四形成梯队建设，保证比赛的延续性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双创项目的科技含金量，可加大与其他院系、已毕业

学生的有效融合，充分发挥经管学院的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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