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成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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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介绍 

（一）“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内涵 

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指：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创优“三创

精神”，提升学生就业质量为目标，以创新创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劳动教育“三育融

合”为内容，以战略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社会资源为支撑，将各种教育资

源、教育模块整合成一个教育系统，使受教育者接收全方面、多维度创新创业教育

的教育模式。  

（二）“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成 

 

图 1.  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科学的目标体系 

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目标正在经历从“培养少数‘创业家’”到“培养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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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业精神和创新品质’”的革命性变革。顺应这一趋势，高校“立体化”创新

创业教育的目标更多聚焦于学生开创性精神和能力素质。  

(1)总体目标。着力培养学生“创业、创新、创优”的“三创”精神，优化学生

专业能力与创业素质，帮助学生在未来发展中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和胜任岗位要求，

全面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  

(2)分阶段目标。在“全程化”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指引下，采用“1+2+N”模式，

构建从基础层到高级层、从“广谱化”到“个性化”、从“创意”到“立业”的培育

阶段和层次化目标。 

2.系统的教育模块 

立体化创业教育包括理论教育、活动教育、实践教育三个模块，各模块之间既

能够独立运作并承担起特定的教育任务，又相互承接并构成·系统的教育体系，三

个模块逐层递进，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受教育者展开创业教育。  

 

图 2. 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模块 

3.多维的教育指导 

多源施教者：一是理论教师，主要由本校教师组成；二是实践名师，包括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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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师教师”、校友资源、家长资源、企业人士、政府人士、创业成功人士等；三

是范例导师，包括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 

多样化教育指导方式：充分借助多源施教优势，采取授课、讲座、“商业领袖俱

乐部”交流、团训等多样方式，构成多维教育指导体系，突出教育全程性，不仅在

理论阶段和活动阶段能够获得全方位指导，即便学生进入社会实践阶段，在个体能

力提升和实践项目完善方面也能够继续得到帮助。  

4.全面的培养类别 

基于创业目标，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旨在提升大多数学生“三创”

精神和就业能力，同时结合本校历史传承和专业特点，将创业人才分为两类培养：

一是商业创业，二是公益创业。对于诸如浙商等经营创业发展模式，创业者不具备

特殊技术，但能依靠点滴积累、独到经营，使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而实现

成功创业。针对本校社会工作、劳动关系等特色专业学生，着重培养公益创业能力，

指导创业机会识别、资金管理、团队建设、决策分析等。 

5.完整的教育过程 

“从创意到立业( Ideas To Entrepreneurship）”是我校在长期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实践中，通过广泛借鉴国内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经验，结合自身办学定位，依

据工作流( Workflow)系统原理和企业业务流程再造(BRP)理论提出的创新创业教育

理念，既是对我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概括和凝练，也是“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

的基点与核心。 

从“从创意到立业”涉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资源平台和课程体系等

多个方面，按照“激发创意→立业启蒙→项目孵化→企业运营”的路径展开，针对

每一环节进行理论培训和实践训练，将双创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学生营造

一个开放式、沉浸式创新创业教育环境，构建融“创业理论+创业实训+创业孵化+创

业实践”于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启迪学生创意灵感，激发学生创业

热情，切实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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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从“创意”到“立业”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过程 

6. “1+2+N”分阶段培养模式  

紧紧围绕学校培养“劳动情怀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应

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定位，“1+2+N”创新创业人才模式聚焦于培养学生的 “三

创”精神，提升专业能力与创业素质，提高就业质量。 

“1”：进行为期一年的创业理论学习，促使学生产生创业“想法”。即一年级

学生重在学习创业基础、劳动教育等课程，夯实理论基础，深化创业认知，培养“三

创”精神。 “2”：用 2 年时间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帮助创业意愿浓厚

的学生优化创业设计； “N”：将创业项目运行良好的实践团队纳入本校创业园，

进行 N年深度支持和长期培育。 

 

图 4. “1+2+N”创新创业人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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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链条协同发展的支撑平台 

将“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视作一项系统工程，通过打造“战略保障、组织保

障、制度保障、社会资源”四个平台（图 5），支撑“系统教育模块”“多维教育指导”

“全面培养类别”“完全教育过程”。 

 
图 5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协同组织 

二、“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发展历程 

为响应时代新主题，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素质教育要求,顺应高等教育改革趋势

（图 6），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发展变迁。 

 

图 6.  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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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步阶段 

2010 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

意见》首次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概念，将其定义为“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

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 

（1）2010 年，全校开设《创业管理》公选课； 

（2）2012年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育人模式，成立学生创业组

织——商业领袖俱乐部； 

（3）2015 年，大学生创业团队组建与创业能力培养立项，北京市教委； 

（4）2015 年，北京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建设立项，北京市教委； 

（二）扩展阶段 

2015 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

意见》，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为主线，以构建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平台为载体，

有效整合资源，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5）2016 年，赵鑫全等六位老师入选教育部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 

（6）2016 年，校级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创业管理（非经管专业）； 

（7）2017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工商管理专业综合建设与改革立项，建设“立体

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三）深化阶段 

2018 年，教育部提出“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深

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训练、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改革。” 

（8）2018 年，教育部引导专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学团队立项；  

（9）2019 年，我校购置创业模拟综合训练平台； 

（10）2020年，《创业管理》获评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主讲讲师被评为优质本科专

业课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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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校级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创业管理（非经管专业）/ 2016 

 

图 8.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工商管理专业综合建设与改革立项/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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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校购置创业模拟综合训练平台/2019 

 
图 10.《创业管理》获评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2020 

（四）完善阶段 

2021 年 3月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推进创新创业

创造向纵深发展，优化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布局，倡导敬业、精益、专注、宽容失败

的创新创业文化。 

（11）2021 年，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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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1 年，“从 Idea 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获首批教育部新

文科建设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 

 

图 11. “从 Idea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获首批教育部新文科

建设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2021 

 

图 12 高校“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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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与方法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以少数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代替全体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2.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源碎片化，不能发挥合力作用;  

3.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不够完整，教育环节脱节问题。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广谱化”与“个性化”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 

（1）平衡少数学生与全体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需求差异。将创新创业教育视作一

种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素质教育，着力构建具

有全覆盖、差异化、分层次的“广谱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实现对全体受教育者

的全景关照，针对不同学生特点实施因材施教。 

（2）将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和活动教育紧密结合。一是面向全体在校生，通过

理论教育“激发创意”来开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二是通过“立业启

蒙”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探寻将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于专

业教育的教学方法；三是针对创业意向强烈的大学生，开展专业化、针对性竞赛等

提升创新创业技能，并帮助其进行“项目孵化”；四是针对初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

通过大学生创业园实践帮助其度过艰难的企业生存期。 

2.构建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教育模块的系统性。包括理论教育、活动教育、实践教育三个模块，模块

之间相互承接，构成立体的教育系统。 

（2）教育过程的完整性。首先通过“激发创意”培养全体在校生创新意识、创

新思维；然后通过“立业启蒙”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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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提升创业意向强烈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并帮助进行“项目孵化”。最后以

继续教育形式帮助初创业大学毕业生度过艰难企业生存期。 

3.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价值、教育体系与教育过程的三维重构 

一是以构建“三位一体”课程体系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价值塑造。通过“劳

创融合”“专创融合”实现创新创业教育追求“功利”价值向“育人”价值转变，由

强化个体或社会的单向价值向个体与社会的双向价值融合转变。 

二是以“1+2+N”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体系。构建“1”年

创新创业课程理论学习，“2”年创业实践演练，“N”年孵化与运营，实现学做互

动、产教融合，构建以实践为导向的差异化、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以“创意到立业”（Ideas to Entrepreneurship）全流程的教学全过程实

现创新创业目标。教育对象由“精英化”转向“广谱化”，教育导向由“知识灌输”

转向“文化建构”，教育形态由“情景”创设转向“实战”指导，教育理念由重“技

能”培育向重“精神”塑造转变，教育主体由学校“一维导向”向校、政、企“多

元合作”转变。  

三、“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成果的创新点 

（一）专业教育、劳动教育与创业教育“三育融合” 

现实的人，劳动教育融合的逻辑起点。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学生恰当认识自身

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激发学生主动创造性和主体能动性。 

主体的人，创业教育融合的逻辑节点。让学生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形成创新型的

主体性人格，唤醒学生自主创新意识。 

完整的人，专业教育融合的逻辑终点。通过专业教育使学生具有全面素质结构

和能力结构，能够在实践中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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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三育融合”育人体系 

（二）发挥劳模创新与创业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公益创业 

   我校旨在从劳模视角探索创新创业发展过程中的新理念、新问题，以积极共享的

姿态把握创新创业发展新趋势、新潮流，通过劳模示范引领作用探索劳模创新创业

新载体、新手段、新形式，扩大劳模创新创业活动社会影响力，总结劳模教育新鲜

经验，不断提升劳模综合素养和完善劳模教育机制，推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劳模人才队伍，为进一步打造劳模教育特色品牌、提升劳模素质和完善劳模教育

培养工作做出新探索。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公益创业研究和实践，面向社会需要，

培养学生社会使命，强调创业的社会利益、文化和精神。  

（三）解决“创新创业”最后一公里问题 

我校通过“立体化”创业体系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方法路径。掌握双创的起点

是什么？过程是什么，过程中每个环节做什么？怎么做？重点难点是什么？并在“优

化想法”“组建团队”“技术路线分析”“产品服务开发”“市场需求分析”“融资投资

研究”“企业注册”“企业运营”等全过程环节中，按照每一环节需要“做什么”以

及“怎么做”等问题，理论上进行培训，实践中进行演练，将创新创业教育真正融

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解决创新创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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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成果 

（一）取得优异的竞赛成绩 

⚫ 2021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营销专项赛北京赛区，石金灿、

何定鹏、崔逢安，省部级，二等奖 

⚫ 2020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王淑琳、罗美玲、

李丹伟，省部级，二等奖 

⚫ 2021年，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华雪莹、张希、和

碧、赵宇航、谢芳、任子安、朱旭彤，省部级，三等奖 

⚫ 2019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谭昭君、王悦聪，

省部级，一等奖 

⚫ 2019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杨冰莹、张惟一，

省部级，一等奖 

⚫ 2020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李光岩、赵紫莹、

胡浩，省部级，一等奖 

⚫ 2020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蔡丰贞、崔灿、赵

宇航，省部级，二等奖 

⚫ 2020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张美奇、江山、李

新琪，省部级，二等奖 

⚫ 2017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王香香、黄露敏，

省部级，二等奖 

⚫ 2018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刘柳、张霁初、许

柯涵，省部级，二等奖 

⚫ 2017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李锦、敖露、方琪、

孙楠，省部级，一等奖 

⚫ 2017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张惟一、刘星、马

志刚，省部级，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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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蒋友晃、郝成明，

省部级，三等奖 

⚫ 2016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王强芬、邵泱、陆

越，省部级，二等奖 

⚫ 2016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李锦、张小雪、姚

远，省部级，二等奖 

⚫ 2016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北京赛区，武雪尼、张斯琪，

省部级，二等奖 

⚫ 2016年“创青春”首都大学生创业大赛，徐乐然、方琪，省部级，铜奖 

（二）毕业生创业典型 

⚫ 王东明，2003 级毕业生，北京爱尚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国内第

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影视电商公司（爱尚传媒，股票代码：834382）。 

⚫ 黄炜林，2003 级毕业生，京非干控弦司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二届西塘汉服文

化周传统射艺部分负责人、西塘杯传统射箭邀请赛总策划总裁判长与总负责人。 

⚫ 刘汉捷，2004级毕业生，北京町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法人。 

⚫ 吴志生，2004级毕业生，北京志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 熊师路，2004级毕业生，北京华夏会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 刘湘文，2005级毕业生，司空新家装企业联合创始人，该公司也在准备上市。 

⚫ 史君哲，2006级毕业生，香港杰出十大内地青年，现自主创业。 

⚫ 尹瑶，2008级毕业生，德义源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夏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 CEO。  

（三）劳模学生创业典型代表 

⚫ 孟令升，男，令升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朱玉华，女，北京首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国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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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良，男，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向前集团，辽宁省劳动模范 

⚫ 杨霖，男，山西省太原一建集团公司，全国劳动模范 

⚫ 李菊兰，女，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祥瑞生态养殖园，全国劳动模范 

⚫ 郑翠生，男，山西太原农之乐养殖有限公司，全国劳动模范 

⚫ 张鹏，男，辽宁省鸿鹏嘉业发展有限公司，全国劳动模范 

⚫ 刘俊杰，女，山东德州阳光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