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4), 592-598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4327  

文章引用: 陈思莲. 基于职业人视角的创新创业“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4): 592-598.  
DOI: 10.12677/ass.2025.144327 

 
 

基于职业人视角的创新创业“三三制”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陈思莲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广西 崇左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4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11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21日 

 
 

 
摘  要 

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针对在协同创新能

力培养、创业培训体系、自由创新氛围塑造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在协同创新理论指导下优化培养模式，

通过明确培训目标、强化实践导向，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同时，需要对学生的价值观进

行重塑，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念，有利于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文章以课程思政视

域下高校创新创业“三三制”课程体系构建研究这个课题为研究对象，基于职业人视角的创新创业“三三

制”人才培养模式展开研究，有提升创业型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创业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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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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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
coming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bility,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shaping of a free innovation atmosphe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training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ory, clarify training objectives, strengthen practical ori-
ent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students’ values in order to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entrepreneurial con-
cep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eamwork spirit. This arti-
cle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three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s, the “three three system”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studied,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
ial talent training and provide high-level entrepreneurial talent support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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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的职业教育变革中，逐步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工科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以适应企业对高素

质技术人才的需求。校企合作作为这一模式的重要支撑，使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既提升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素养，也为企业的科技进步和行业革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产教融合的背

景下，高等职业院校不仅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还应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通过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让

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职业素养，也促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例如，职业院校可联合企业共建

实验室、实训基地或创新创业平台，为学子提供真实的行业环境，使其在学习阶段便能接触前沿技术和

实际工程问题。此外，校企合作还推动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促进企业发展和行业革新。企

业作为技术需求方，能够直接参与课程体系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以及技术研发合作，使职业教育体

系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2.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研究 

当前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方面已取得丰富成果，但针对不同学科特色高校的

个案研究仍相对较少，且实践层面的研究仍显不足。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聚焦于具有学科特色的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梳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不同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应用现

状，以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通过系统总结经验，本研究旨在深化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解，

并为未来高校在该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2020 年，Colin Jones 认为，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通过强化创业意识、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创业挑战。创业教育不仅提升创业技能，还促进综合素质发展，使学生具

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未来自主创业奠定坚实基础。 
2021 年，Mario Raposo 强调，创业不仅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从小培养的心态，而学校教育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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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 
2022 年，苏建军[1]认为个体的创新是创业的入口，创业则是创新的出口。创新不仅包含创新思维和

创新意识的培养，还需将其转化为实际的创业能力，以适应市场需求。在创新过程中，个体需不断探索

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创造力，而创业则是将创新成果落地、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 
2023 年，徐晓莉[2]认为个体的创新与创业可以看作是一个“入口–出口”的关系，创新作为入口，

需要依赖于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创业作为出口，则要求个体具备将创新成果与社会需求、市场

需求相对接的能力，创新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突破，更多的是能够通过创业实现其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 
2024 年，熊艳兰[3]认为创业的成功离不开创新思维的引导和管理模式的优化，创新提供了创业所需

的独特视角和解决方案，而创业则为创新提供了实现的载体和平台。创业过程中的实践与经验也是创新

是否成功的检验标准，创新的突破又推动着创业不断发展与完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

进步。 
当前，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涵盖了创新与创业的多维关系、培养模式及

内涵等方面[4]。然而，从创新创业“三三制”人才观的视角来探讨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路径和困境的研

究相对较少，创新创业“三三制”模式强调多元化的创新思维、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这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5]。因此，高校人才观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不仅具有重

要的创新意义，还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为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持[6]。 

3. “三三制”创新创业理论分析 

3.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知识的建构性，要求学生应在真实情境中

通过实践主动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基于“三三制”的教育模式，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了系

统化的学习框架，而多元化的实践平台则为其创造了应用与深化知识的真实环境。通过项目驱动、案例

分析等实践形式，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动态建

构与能力的内化提升。通过以学生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强化了学习的深度与广度，更培养了创新

思维与实践能力，有利于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3.2. 创业生态系统理论 

创业生态系统模式以创业者、企业、政府和高校主体为核心，通过多维联动构建完整的创新创业支

持体系，在课程体系方面，通过设置阶梯式培养方案，涵盖创业意识启蒙、专业技能训练到实战模拟的

全周期教育。在实践平台方面，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提供孵化空间、项目对接和资金支持，其中，师资队

伍由专业教师与企业家组成，该模式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计、多元化的实践支持、专业化的师资配置、

制度化的保障措施和文化引领，形成多主体协同、资源高效配置的生态闭环，从而有利于提升创业教育

质量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知识的建构性，要求学生应在真实情境中通过实践主动构建

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高校应充分发挥灵活运作机制的优势，通过统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元主

体的教育资源，将理论教学、实践实训有机结合，构建覆盖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全方位、多层次

育人支持网络。其核心竞争力在于资源的整合能力与协同效能，最终形成系统化、立体化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在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支持下，高校通过灵活运作机制整合政府、行业企业、社区等多元

主体的优质资源，通过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与资源共享机制，确保各参与主体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社

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价值增值，从而形成“资源整合–价值创造–利益共享”的良性合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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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教育背景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为具体分析研究大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路径与创新创业学生近况，采取访谈法，访谈对象选择广

西省省的 81 所高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中进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多所院校和不

同专业的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涵盖了理工类、农医类、教育类、经管类、文史类等多个院校类

型和专业领域。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 341 份，经筛选后去除 8 份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 333 份，

有效率为 95.1%。在有效问卷中，专科学历的学生占比 32%，本科学历的学生占比 56%，研究生学历的

学生占比 12%。此次调查涉及 31 个问题，全面了解了广西省省高校学生对于创新创业模式课程情况以及

学习情况，为进一步研究和改进高校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数据。 

4.1. 创新创业教学投入和实施明显不足 

当前，职业技术教育在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方面面临显著的挑战，尤其是在创新创业教育的投入和

实施上存在不足。许多职业院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没有开设相关课程或者只是将其视为附加课程，

未能将其系统性地纳入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通过调查数据显示，广西省本科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领

域占据主导地位，其必修课开设比例达到 79.3%，选修课开设比例更是高达 86.5%。相比之下，高职高专

院校的课程资源明显不足，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开设比例分别仅为 20.7%和 13.5%。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对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资源共享、师资培训等方式，提升

其课程建设水平，为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奠定基础。广西省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开设情况

见表 1。 
 
Table 1.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offering in universities in Guangxi Province 
表 1. 广西省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开设情况 

 必修课(门) 占比(%) 选修课(门) 占卜(%) 

本科院校 349 79.3% 1002 86.5% 

高职高专院校 91 20.7% 157 13.5% 

总计 440 / 1159 / 

4.2. 高校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状况 

教师是双创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据调查数据统计，广西省省省高校创新创业教师总数仅占普通高

等教育教师总数的 3.32%，其中专职教师比例更低至 0.79%。这一数据反映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存在明显

短板，难以满足双创人才培养的需求。师资力量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不利于

学生创新能力和创业素质的培养。广西省省创新创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师资情况表见表 2。 
 
Table 2. Teacher statu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in Guangxi Province 
表 2. 广西省省创新创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师资情况 

 创新创业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 占比(%) 

专职教师数 367 46,278 0.79% 

教师总数 2451 73,918 3.32% 

 
调查数据显示，在广西省省的师资构成中，校内兼职教师占比高达 65%，而专职教师仅占 20%，校

外兼职教师和创业导师合计不足 15%。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师资结构严重制约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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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兼职教师虽具备理论教学能力，但普遍缺乏实战经验专职教师数量不足导致课程体系缺乏连续性，

而校外导师比例过低则使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4.3.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情况 

据调查数据统计，全省大学生创业人数已达 16,111 人，注册企业 2074 家，直接带动就业 18,221 人，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创新创业实践载体建设方面，形成了“校内 + 校外”双轮驱动的发展格

局：校内建成 329 个创业实践基地，总面积达 589058.3 平方米，入驻创业团队 3050 个；校外拓展 478 个

实践基地，总面积 1,496,267 平方米，入驻团队 982 个。同时，全省开放 4363 个实验场所，年均接待

436,060 人次，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有力支撑。广西省省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情况见表 3。 
 
Table 3.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bases in universities in Guangxi Province 
表 3. 广西省省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数量(个) 面积(平方米) 入驻团队数量(个) 

校内创业实践基地 329 589058.3 3050 

校外创业实践基地 478 1,496,267 982 

开放实验场所 4363 4,810,857 / 

 
数据调查显示(见表 4)，40.74%的高校尚未建立任何校外创业实践基地，反映出高校对实践教育的重

视程度明显不足。仅有 24.69%的高校设立了 1 个基地，11.11%的高校设立了 2 个基地，而设立 3 个及以

上基地的高校仅占 23.46%。这种不均衡的建设情况导致实践环节薄弱，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实践需求。

高校应提高对创业实践基地建设的重视程度，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增加基地数量、完善实践体系，切实

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更多实践型人才。 
 
Table 4.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f campus practice bases in universities 
表 4. 高校建设创新创业校外实践基地情况 

 未建设 1 个 2 个 3 个及以上 

高校数 33 20 9 19 

占比(%) 40.74% 24.69% 11.11% 23.46% 

5. 职业教育背景下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具体方法 

5.1. 优化创新创业程设置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也

是核心环节，鼓励跨学科研究，打造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多元化的“金课”，拒绝“水课”，创新创业

教育是以各学科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高校的创新创业部门应积极联合教学研究部门、就业指导中

心等校内机构，共同构建以项目式学习(PBL)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新模式，通过提出问题–规划方案–解决

问题–交流展示–评价反思的完整实践链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高校应积

极引入项目式学习模式，借鉴清华大学 X-lab 在创意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成功经验，构建以知识逻辑为

基础、行动逻辑为导向的课程体系。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建立校企协同、跨学科融合的

育人机制，打造多方联动、跨界交融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例如，2024 年，武汉大学以“深扎根、广覆

盖、多层次”为理念，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通过系统构建“通·专·创”分层递进课程体系，实

现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学校开设 47 门公选课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在专业必修课中嵌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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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并设置跨学科课程促进知识交叉。学校特别注重专业教学与创业实践的耦合，设置创新实训、创

业实践等环节，将双创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针对不同学生需求，构建了硕士点、本科专业、试点

班、辅修双学位等多层次培养模式，从而实现全校覆盖又重点培养具有创业潜质的学生。通过持续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进而形成了专业基础扎实、创新能力突出的育人特色，有效激发了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

的协同共振效应，从而能够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 

5.2. 强化创新创业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教师作为“领头羊”发挥着核心作用。高校应加强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建设，全

面提升教师的创新创业教育水平，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奠定坚实基础。第一，优化教师引进聘任

制度。在教师选聘环节，要严格把控准入标准，优先引进具有高水平创新创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要求

其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储备，还要有突出的科研成果和丰富的创业实战经历。对于专职教师队伍，

建议建立“双师型”培养机制，鼓励教师深入企业实践以及参与创业实训项目，从而有利于提升实践指

导能力。第二，建立健全教师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学校需要健全绩效考核体系，该体系应明确考核细则，

包括教学工作量、科研、获奖等方面，其中教学工作量应涵盖创新创业课程授课、创新创业项目指导等

内容；科研方面应重视创新创业相关研究成果，获奖情况应包括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获奖等指标。同

时，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且对在创新创业教育中表现

突出的教师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从而有利于提升教师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例如，2024 年，中山大学

通过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协同的多元执行主体模式，系统整合了知识、政策、资金、专利、设备、平台

等核心资源要素，打造了规模超 600 人的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团队由优秀学者、知名企业家、创新创业

教育专家、风险投资人、杰出校友等组成，覆盖技术研发、商业转化、资本运作全链条。为深化实践，学

校设立校企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并配套专项研究课题聚焦双创教育改革，同时启动中青年教师实践能力

提升计划，通过双创系列培训强化师资实战能力。 

5.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实践平台建设 

资金是保障创新创业教育顺利开展的关键要素。充足的资金投入能够支持优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引

进，推动实践平台的建设与升级，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并为学生创业启动提供有力保障。为全面

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必须构建多元化的资金保障体系，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设立创新创业教育

专项资金；高校需将创新创业教育经费占比提升至年度预算的 2%以上，并积极拓展企业赞助、基金会支

持等融资渠道。在资源建设方面，应引进优质课程资源，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打造校内外实践平

台和实训基地，从而实现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例如，2024 年，武汉理工大学构建了“创客

空间–梦工场–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的五级创新创业孵化链，形成覆盖项目萌芽到产业化的全周

期培育体系，通过跨学院、跨学科协同机制，建成 31 个多层次双创基地，包括 5 个国家级基地(如国家

大学科技园)、8 个省部级基地及 18 个校级基地，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提供专业化服

务。在资源整合方面，学校依托先进材料、虚拟现实(VR)等 8 个前沿技术应用基地，联合华为 ICT 学院、

海尔创客实验室等 6 个行业平台加速技术转化；同时，获得政府先行先试政策支持(13 个基地)，并与汉

阳区政府等 4 个校政合作平台深化产教融合，这种“学科前沿 + 企业协同 + 政策赋能”的多元生态模

式，显著提升了创新创业成果的孵化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创业基地涵盖了全学科覆盖的创新生态，依托

50 个特色专业(含 28 个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形成多学科交叉平台，重点聚焦新材料、新能源与智能汽

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前沿领域，同时融合现代金融与社会服务，通过产学研协同机制推动技术转化，

彰显了“科技引领 + 行业赋能”的双轮驱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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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综上所述，职业技术院校应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加大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力度，实现创新创业教育

和学生个人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从而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形成

良好的职业意识与创新意识。在此基础上，职业技术院校有必要以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为立足点，对人

才培养方案进行完善，为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创造良好条件，如此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促进创新创业

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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