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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工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依据技工院校学生专业特点以及中

小学科学创新教育的需求，为中小学生提供创客教育服务是技工院校学生开展创业的有效途径。依靠学

校的创业孵化基地，将专业社团公司化运作，按照中小学创客教育体系要求设计作品，开发配套课程体

系。在创业实践过程中，学生将技术反馈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提升自信心和专业认同感，对职业

教育质量提升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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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duc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technical colleges helps bro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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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channels and improve employment quality.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ic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demand for scientific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
ondary schools, providing maker education services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s 
an effective pathway for technical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By relying on the 
school’s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base, professional clubs can be operated as companies, de-
signing works and developing accompanying cour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ak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students can provide technical feedback to society, realize their own value, and enhance their confi-
den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is also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
u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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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技工院

校要“普及创业创新教育，建设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鼓励有条件的技工院校开设毕业学期创业培训

实验班”。广东省专项资金支持技工院校建设技能创业孵化基地，并连续 7 年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多名技

工院校学子在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目前，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推动创业实践是技工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创客教育作为一种契合 21 世纪技能需求的新型教育模式[1]-[3]，通过实践性和项目驱动的方式，有

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团队合作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核心技能。技工院校的教育理念与创

客教育的“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基于项目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高度契合，通

过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提升学生的技术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促进师资成长、校企合作和人才

培养体系的完善，拓宽就业渠道。技工院校开展创客教育符合国家创新型战略需求，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已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成功培养出从事创客教育服务的创业毕业生。笔者在指导无人机创业社团过

程中，探索出一套为中小学服务的融创客教育课程开发、创客产品输出、创客教育服务于一体的学生创

业有效路径，成功培养出从事创客教育服务的毕业生数名，基本都实现了成功创业。 

2. 技工院校学生创业现状 

技工院校学生凭借扎实的工科技术背景和丰富的实践能力，为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的社会经

验积累(如进厂实习或家庭帮工)使其对行业运作和市场需求有基于现实的理解，进一步强化了创业优势。

家庭背景和社会经历也深刻影响其创业选择，特别是来自工商业家庭的学生，凭借家庭资源和市场经验，

为其创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平台。 
技工院校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创业资源和支持，通过创业孵化基地、导师指导和资金支持等方式帮

助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克服各种障碍。借助这些资源，许多技工院校的学生成功克服了创业初期的困难，

实现了项目的顺利推进。例如，我校的无人机技术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导师的指导和专项基金的资助，

成功开发了一套面向中小学的无人机教育课程，并进行了推广。根据我校统计，过去三年来，无人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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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创业社团的成员中有 80%成功完成了创业项目，并获得了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其他高校学生的完成率

仅为 50%左右。这表明技工院校在培养技术型创业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仍需在管理和市场分析方

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培训，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创业能力。 
目前多所技工院校均已设立有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积极推动开展双创教育，但是整体效果并不理想。

学生在管理技能和市场分析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如何将他们在机械、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技能

转化为商业价值，依然是一个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此外，各技工院校在创新创业方面不足之处还包括：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尚不规范；创新创业师资数量不足，且师资能力有待提高；学生创业的激情不高，

参与度低且创业成功概率较低[4]等。这些问题表明，技工院校在推进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仍需

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训，并激发学生创业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3. 技工院校开展创客教育服务的内在机理 

目前，在技工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中，创客教育是重要内容之一，得到师生的一致认可。许多学者

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小尘、袁莹等指出搭建创客教育服务平台有助于学生创业成功[5]。刘大军、

许文果等认为创客教育是职业类院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6]。与之对应的是，中小学对创客教育的

需求日益增长，旨在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7]。中小学在创客教育中面临师资力量

不足、课程内容单一以及资源投入有限等挑战，而技工院校在工程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及丰富的实训经

验能对此进行有效弥补。此外，技工院校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将行业通用技术融入创客教育中，帮助学

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就业市场。这种合作模式对促进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创客教育的理念与含义 

《中国创客教育蓝皮书》指出：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

方式，使用数字化工具，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一种素质教育[8]。创客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客精神和素养的全人，通过实践和创造学习理论知识和

技能，教学主体由教师单向主导变为师生平等交互。总之，创客教育理念的内涵是创新、实践、合作、共

享，是传统教育的发展和革新[9]。 

3.2. 中小学开展创客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众创空间”、创客教育等

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创客教育”正式进入国家层面的教育发展规划。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小学

科学课程标准》倡导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在科学实验室内增设创客空间。《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纲要》文件指出在中小学开展 3D 打印、无人机技术等实践课程，提高中小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在面向中

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的名单中，排在最前类别的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

赛等 10 项科技创新类比赛。从政策层面分析，国家可看出对中小学科技创新、创客教育的重视。 
中小学创客教育课程是以小学科学、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等国家整体课程方案为基础，培养学生探

究和创新思维[10]。创客教育课程完全不同于传统学科教育，其教学载体包含新进的科学技术，需要一定

的前沿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技能来完成。因此，中小学开展创客教育面临的困难较多：① 缺乏实践场地

(创客空间)，缺少实践设备工具；② 没有健全的创客教育课程体系；③ 创客教学专业师资力量薄弱；④ 
没有完善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⑤ 家长认可度低[9]。 

3.3. 技工院校面向中小学开展创客教育服务的优势 

中小学创客课程体系从技术层面可分为低技术型和高技术型。低技术型主要通过就地取材，制作某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2098


李依璟 等 
 

 

DOI: 10.12677/ve.2025.142098 120 职业教育发展 
 

类科普型作品或教具，普及科学知识，例如手工制作、少儿科学实验、乐高搭建等；高技术型则需要使

用各类电子设备，通过编程实现自动控制，从而制作出具有高科技特点的作品，甚至可以申请国家专利，

例如自主设计组装无人机，开展无人机各类比赛。因此，学生需要懂得一些简单的电子技术、机械原理、

单片机、C 语言编程等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是目前中小学教师所不具备的，而恰恰是技工院校学

生的优势。 
技工院校通常根据不同专业，成立相应专业社团，例如科普社团、电子设计社团、无人机社团、机

器人社团等。学生自发成立的专业社团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要阵地，培养选拔出了大批技能拔尖的学

生。虽然专业社团技术力量雄厚，但目前大部分与市场脱节，学生制作的大量创新作品参加比赛后往往

被废弃，造成了资源浪费。因此，可以利用学校的创业孵化基地，将专业社团公司化运作，按照中小学

创客教育体系要求设计作品，在老师指导下开发配套课程。在创业实践过程中，学生将技术反馈社会，

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提升自信心和专业认同感，对教育质量提升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1] [12]。 

4. 技工院校开展创客教育服务的实施路径 

在技能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大力支持下，笔者所在院校首先成立了无人机创客创业社团，分别从原来

的艺术类、电子类、机械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等专业社团选拔创业基地成员，组建有效创业团队，开

展非营利性“中小学无人机创客教育”创业项目，实施路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based on maker education 
图 1. 基于创客教育的学生创业过程 

 

 
Figure 2. Curriculum system for youth drone maker education 
图 2. 青少年无人机创客教育课程体系 

 
学校成立的“中小学无人机创客教育”，作为面向中小学的服务机构，按照公司架构来管理不同专

业社团，由创业指导老师作为总负责人，以公司模式开展非营利性业务。在老师指导下，开发出较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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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成熟的青少年创客教育课程体系，包括无人机操控、无人机航拍、群控无人机表演、无人机检修等四

大模块课程，每一模块均由三级(入门级、进阶级和竞赛级)组成，如图 2 所示。由指导老师率领团队自主

研发编写了四大模块系列教材，同时开发出综合的《中小学无人机竞赛典型项目案例》(分为入门级、进

阶级、竞赛级等三个级别)，所有教材均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创客课程设计以项目为依托，将相关物理、

数学、生物等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教学。 

5. 结论 

学院依托创业孵化基地，以“为中小学提供创客教育服务”为创业孵化项目，为学生构建了创新创

业能力的培养平台，搭建了增长才干的广阔舞台，提供了广泛的“创业”实践机会。学生通过参与创业

实践活动，能够在学生时代即可养成优秀的职业素养，树立良好的责任感，塑造强烈的创新创业进取心

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将自己锻炼成为“重诚信、懂经营、善沟通、会管理、能创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形成了“创业教学 + 创业模拟 + 创业实践”的技工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13]。学生在实践过程中

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工作”中真正得到实际培养和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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