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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艺术与设计专业一年级大学生聚焦创业技能和创业能力的跨学科课程《设计基础1》。通过

问卷评估和数据分析，评估了该课程对学生创业动机和创业准备的影响，指出结合创业训练，以项目

为驱动的跨学科课程群教学模式能够增加学生对变革性思维和创新行为的兴趣，由此有助于学生获得

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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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Design Fundamentals 1” for first-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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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 and Design, with a focus on entrepreneurial skills and ca-
pabiliti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assessments and data analysis, the course’s impact on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preparedness is evaluated.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integrating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with project-drive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clusters enhances students’ 
interest in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thus helping them acquire entrepre-
neurial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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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3 年 9 月在视察黑龙江时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这个新概念概

括了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点，指明了未来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也对我国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升

级换代的要求，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重要指向[2]。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教育特别是

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教育，不仅要为学生提供专业技能，更应培养他们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创新创业

能力。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快速变化，加剧了创业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有效的创业教育，学生能够

更好地应对新形势下的职业挑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通过创新创业的方式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的最

大化。 
在全球范围内，创业教育已成为高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许多高校正

逐渐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探索跨学科课程的建设模式。基于专创融合的创业教育，旨在通过

将专业知识与创业技能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为此，笔者所在的学院在一年级设计专

业学生中试点了以项目为纽带的跨学科基础课程群，探索在打牢专业基础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

本文基于 60 名学生的调研数据，对跨学科基础课程群对学生创业意图和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专创融合的跨学科课程对学生的专业热情与创业兴趣具有积极的激发作用。 

2. 专创融合的理论依据和跨学科课程建设的研究现状 

专创融合是高等教育中融合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一种模式，旨在将学科知识与创业实践相结

合，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创业能力[3]。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基于建构主义

理论，专创融合强调在实际问题解决中构建知识，学生通过亲身参与项目和实践，将理论知识内化并应

用于实际中。该理论表明，学生的学习效果最佳来源于实践中的自我体验与反思，而非单纯的知识传授

[4]。其次，专创融合研究受到了多元智力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不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展现出不同

的智力类型，通过跨学科课程能够激发多种智力潜能，使学生在不同领域内发挥创意和动手能力[5]。最

后，创新创业教育中的行动学习理论也为专创融合提供了支撑。行动学习强调通过现实问题来引导学生

参与跨学科活动，从而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该理论表明，将专业知识与实践项目结合，可以使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效提升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6]。 
同时，专创融合的教育模式受“创业导向学习”(Entrepreneurial-Oriented Learning)的影响。该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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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业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企业家，更是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应对不确定性，增强其在未来职业中的

适应能力。结合专业知识与创业技能的跨学科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应对未来复杂的职业挑战，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创造价值的能力[7]。此外，Schumpeter 的“创新理论”也为专创融合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强调

创新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高校有责任培养具备创新精神的综合型人才[8]。 
跨学科课程建设近年来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跨学科课程能够有效打破学科之

间的壁垒，促进知识的整合与创新，由此促进学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国内学

者卓泽林(2018)对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研究表明，跨学科教育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9]。与此

同时，王建华(2018)也指出，跨学科课程有助于现代大学在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上实现新的飞跃[10]。另外，

学者们还指出，跨学科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团队合作机会，使其能够在不同学科背景下协作完成项

目。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还提高了其在创新项目中的组织与执行能力[11]。
一些国际研究也揭示了跨学科教育对创业能力培养的积极影响。例如，欧盟委员会近年来提出的“终身

学习与创业”战略，强调了通过跨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创业能力的必要性。 

3. 大学教育中的创业能力培养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育是当前世界范围内高校创业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大学是创新创业能力培育的

主阵地。现代大学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需要通过创业教育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培养他们将知识转

化为行动的能力。只有以创新创业思维重新发现大学，并基于创新创业的新范式重新界定学术研究的思

维与行动，现代大学才能在新的时代铸就新的辉煌。那么，究竟何为创业能力，大学教育中又该如何进

行创业能力的培养呢？简单而言，创业能力是一种创意生成并能够抓住机会，积极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

创业能力不仅有助于开拓新的业务、新的职业和新的领域，还能够广泛应用于众多学科，为人类创造经

济和社会价值。换言之，创业能力不仅关乎创建新业务，也包括灵活适应劳动力市场、独立职业发展、

文化创意领域开拓等广泛应用。创业能力能够促进人的成长，便于个人能够灵活地以雇员或自由职业者

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有效地创办或拓展自己在文化、社会或商业领域所从事的事业，由此为社会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将创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的目的是培养具备创造力和创业精神的综合型人才。大学教育中对学

生能力的培养超越了传统的知识传授，着眼于动态的知识体系和行动力的构建，这种行动力能够内化为

软实力，支持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创业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帮助学生增强自我管理、成就导向、

战略思维等创业技能，为个人成就和可持续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4. 专创融合跨学科课程建设的背景与过程设计 

专创融合跨学科课程建设是为了应对当前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

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生，特别是面临创业需求的

学生，迫切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与能力，以应对未来的职业挑战。因此，高校的课程改革应当致力于打

破学科壁垒，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 
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之中，以促进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发展是一种结构性的需求，这种需求

适用于大多数的专业领域，其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具有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大学教育中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超越于专业的、静态的知识传授，而着眼于包括知识、技能和认知等综合的、动态的价值观与行动力，

这种价值观和行动力被内化并由此打造出优秀的人和卓越的专业。创业能力是大学教育中对学生能力培

养的重要部分之一，创业能力是有效进行个人管理，实现个人成就、促进个人可持续发展以及能够灵活

就业的根本，是一种软实力。因此，在教育、商业等诸多领域，很早就开始强调对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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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一直在持续地引起更多的关注。 
大学教育中对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需要首先弄清楚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创业意向包括

三个维度，即个人的创业态度、主观规范，以及制度背景与感知行为控制，这三个维度确立了创业行为

的基础。在对这三个维度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创业教育在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方

面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教育的社会背景，以及受教育者的知识领域和知识经验。由此，我们

可以达成这样的认知，即创业教育培养用于改善创业感知行为控制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且与创

业相关的能力包括知识的获取、个人的管理、成就的导向、主动性和毅力、战略思维(识别和评估机会与

愿景的能力)、团队合作、团队中的个人管理(激励、谈判和倾听的能力)、风险管理，以及根据目标有创

造力地进行计划(对时间的规划)和组织(对资源的整合)的能力。 
为了激发学生的创业意向，提高创业能力，借助学校为了迎接四年一度的学科评估所发起的培养方

案修订工作，笔者所在学院在一年级中尝试着推行以项目为纽带的跨学科基础课程群，通过这些课程群

的实施，在打好专业基础的同时，也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设计基础 1》课程的建设背景正是源于当前

高等教育领域对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艺术与设计专业中，创新是学科的核心价值，

创业则是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全球创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的

推动，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重要性。《设计基础 1》课程以培养具有综

合能力的设计人才为目标，结合国家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政策要求，融合了设计基础教育和创业技能培训。

课程设计过程参考了国内外先进的跨学科课程实践经验，借鉴了欧洲和美国在跨学科教育中的成功案例，

重点围绕项目式学习和问题导向学习展开。在课程设计中，教师团队充分考虑了学生在设计实践中的需

求，并将创业技能融入到设计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使学生不仅掌握专业技能，还能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具

备创业意识和能力。 
通过对 5 个行政班级共 60 名学生进行取样，以衡量跨学科基础课程群对创业意向和创业能力的影

响，其测量依据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对学生创业能力的评估。结果表明，以项目为纽带的跨学科课程

群将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融为一体，由此能够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对创业的兴趣，并让他们更具备

迎接创业变革挑战的能力。 

5. 《设计基础 1》：聚焦技能和能力的跨学科课程 

《设计基础 1》为面向设计学类一年级学生的学科大类课程平台必修课程，是进入设计专业学习的前

修课程，旨在拆除学科壁垒，以观察认知和动手做为基本手段，帮助学生从观察自然物延伸到观察人造

物、人、行动、环境，观察真实世界的挑战，从人的角度出发建立洞察，思考真实世界的问题，激发学生

拥抱设计的热情，从而培养具有多学科视野和知识积累的综合型复合人才。该课程的建设遵循以下几方

面的原则：1) 以项目为导向：课程通过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要求学生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探讨，培养

学生的综合分析与问题解决能力。项目制学习通过调研、设计、实施三个步骤，帮助学生掌握从构想到

产品实现的全过程。2) 多学科教师团队指导：课程由具备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共同授课，涉及绘画、设

计、科技等领域，通过跨学科的教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3) 注重真实性与生活性：课程内容强调动

手实践与创意思维，通过与现实世界的紧密联系，激发学生的设计热情和创新意识。课程不仅是专业知

识的传授，更是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过程。4) 与创业教育的融合：在课程中，创业教育不再是独立的模

块，而是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学生在参与课题研究与设计创作的过程中，提升了对市场机会的感知与

独立创业的能力。 
课程的教学目标包括：1) 通过观察和记录，了解深度观察的方法，掌握对实践对象进行研究、辨析、

洞察、定义或重构的方法，理解与认知美、形式法则，以及自然界和人的需求，提高审美能力，掌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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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2) 构建设计认知，掌握从造型到空间，从具象到抽象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

理解视觉形态的创造规律；向自然学习，系统理解自然图形到二维图形，再到三维抽象所面对的问题与

操作，理解设计中的造型、空间，以及情感与情绪的表达。3) 通过专家导师和教师的帮助获得通用的个

人能力，帮助学生实现个人和职业发展。 
该课程采用实用的体验式方法，特别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如下(见

表 1)。 
 
Table 1. Fundamentals of Design 1 cours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index points 
表 1.《设计基础 1》课程毕业要求指标点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内容 

指标点 1 
拥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备强烈的服务社会意识、责任意识及创新意识；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意

识；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协同能力； 

指标点 2 能够运用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和认识设计问题，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

力，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能力； 

指标点 3 掌握一定的创新基础技能，掌握设计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基本方法，掌握设计中的造

型、空间，以及情感与情绪表达的基本技能。 

 
课程内容通常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呈现，即通过向学生提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分组对该问

题进行研究，通过调研、设计和实施三个步骤来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如下图所示，聚焦技能和能力的

多学科课程以培养通才的方式，对与创业相关的能力进行培养(见图 1)。 
 

 
Figure 1. The teaching framework of “Design Fundamentals 1” 
图 1. 《设计基础 1》教学框架 

 
《设计基础 1》由具有绘画和设计等综合学科背景的教师来教授，课程将培养战略思维、逆向思维，

以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涵盖其中。课程主要通过课堂研讨和实践学习模块来传授创业技能，学生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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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应用到创作实践中，通过参与课题研究和设计创作来发展创业技能，并由此对创业意图和创业行为

(感知和观察)产生积极影响。 

6. 研究过程和数据收集 

最近一次聚焦技能和能力的课程项目共抽样 23 级设计学专业 60 名学生。通过比较课程参与组的 30
名学生和未参加该课程的对照组的 30 名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行为，对该课程的影响进行了评估。两个小组

都完成了初步的自我评估(预测)和课程期末测试(后测)。 
最初使用在课程学习前(测试前)和课程学习后(测试后)进行的问卷调查来评估学生的创业意图和创

业技能。问卷总共由 22 个问题组成，其中一些使用利科特型尺度 1 至 6，另一些则用单一的二分法回答

(是或否)。 
开展此项调研的研究目的是确定与创业相关的通用能力课程是否能够融入《设计基础 1》，且是否能

有效提高学生对追求具有变革目的和行为的创业兴趣。研究通过自我评估(第一阶段)和观察(第二阶段)来
比较该课程对学生创业意图和创业行为中与创业相关的能力的具体影响。 

6.1. 第一阶段：创业意图和创业行为感知(课程前后) 

通过问卷调研，笔者对学生自我评价的进行了比较评估。首先，关于创业意向，为学生提供了三种

创业类型：A 型：创建一家设计公司；B 型：面向市场的独立创业：设计产品或设计服务；C 型：以设计

产品或设计服务为导向的独立创业。在此次问卷设计中，出了常见的创建设计公司以外，根据目前社会

环境添加了 B 型和 C 型创业类型。尽管这两种类型的提法十分新颖，但学生们都能够理解并做出自己的

选择。其次，在课程前后对不同类型创业意向的波动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课程学习后，选择 A 型创业意

向的人数占比保持在 10%，B 型增加了 2%，C 型增加了 6%。这些结果似乎表明：参与此课程后，不会

增加 A 型创业精神，即创建公司，但确实会增加 B 型创业精神，即面向市场的独立创业精神和 C 型创业

精神，即以设计产品或设计服务为导向的独立创业精神。第三，整个样本中课程参与组的创业意图分数

从 23%上升至 29%。 

6.2. 第二阶段：观测到的创业行为 

对创业行为的观测通过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我评估问卷来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学生通

过参与《设计基础 1》课程学习，对其创业行为有积极影响。即在参与此课程学习的学生所完成的调研问

卷上显示出许多变量，如个人态度变异率达到 40%，企业家精神变异率达到 20%等。此外，在感知机会

和创造力，以及创新程度的标准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前者变异率达到 32%，后者变异率达到 28%。 

7. 研究结论 

如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专创融合的跨学科课程《设计基础 1》显著增强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具体表现为，尽管传统的创建设计公司的创业意图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但学生面向市场的独立创业

精神和以设计产品或设计服务为导向的独立创业精神均得到了增强。这一结果表明，课程赋予了学生更

广泛的创业视角，即通过转变想法和机会来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由此成功地拓宽了学生的创业视野，

为他们的创业提供了可行的新思路和新选择。其次，研究发现创业教育对学生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创业

能力感知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表明《设计基础 1》在创业能力“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将想法转化

为行动的能力”的认知上，积极回应了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需求，通过开发通用能力，以及对学生创业

能力的训练，以生动有趣、贴近生活的基于课题的专业学习，让学生从中获取知识、技能和经验，并由

此拓宽学生的创业视野，鼓励学生让自己成为能够创造价值和改变社会的人，从而有效实现了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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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专业学习目标，因为参与课程的学生认为他们在创业领域拥有了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换言

之，专创融合的课程建设在为学生提供创业精神以及感知机会、提升创造力和创新程度方面发挥了更大

的效力，不仅对学生的专业学习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业意图和创业行为感知。这为

未来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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