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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实践平台建设 培养创新能力素质 

朱静 

（常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摘  要]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重

要性，并从教育理念更新、实践平台定位、培养计划制定、各种关系协调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培

养策略，全面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培养，进而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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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江泽民同志 1995 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

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

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到李克强同志在 2015 年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整整

20 年的时间跨度，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创新、创

业、自主创新能力，号召全国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投

身到创新创业当中来，推动国家知识再造、产业升

级，为打造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高等院校是知识

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场所，既是高智人群的集

聚中心；又是各类人才的培养中心。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高等院校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大，高校培养

的大学生的素质能否适应我国创新创业要求成为衡

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这对我国的高等

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创新能力和创业素质

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校的实践平台的培养效

能。为了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创新能力强、敬业精

神高的综合型创新人才，高校加强实践平台建设势

在必行。本文拟以常州大学培养卓越人才的创新创

业素质为例，来探讨实践平台建设与大学生创新创

业素质的关系。 

一、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培养的主要
问题 

大学生创新能力素质是一种综合型素质，是专

业知识、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意志等系列创

新素质的有机融合、拓展升华后，用以解决实践活

动中的复杂问题的一种素质，这与常规的人才培养

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就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大

学生创新能力素质培养存在以下问题： 

（一）个性特质存有缺陷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当代大学生中绝大

多数学生是独生子女，这些大学生自小就得到长辈

的百般呵护，他们有任何需求，长辈也尽量予以满

足，他们所获的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从小就很少受

到挫折和困难，很容易形成自我为中心的个性特质，

祟尚个性特质的释放，追求标新立异，团队合作的

欲望和动力不强，在团队活动中很少站在他人的立

场考虑问题，也不懂得换位思考，相互协作，共同

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另外，大学生具备较强的自

尊心，他们的竞争意识、竞争观念显著增强，为了

达到目的会寻找捷径，没有沉下心来做事情的思想

和准备。尤其是网络资讯的高度发达，他们可以轻

易地从网络中获取相关信息，在创新创业活动中，

一旦碰到困难或难题时，他们会求助于网络，从中

直接寻找答案，其自主学习、主动思考的能力得不

到锻炼和强化。这些个性品质都不利于大学生创新

创业素质的培养。 

（二）创新创业知识欠缺 

高校的很多专业并不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开设的，而是为了追求综合型大学的建设目标，追

求学科专业“大而全”，使得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的

培养上出现了问题。培养目标与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课程设置等方面缺少有机的联系和衔接，导致

知识点重复学习，学科间交叉不够，况且教材出版

均有一定的滞后性，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较慢，大

学生直接接触和获取本学科、临近学科以及交叉学

科等学科知识的机会较少。由于大学生的培养目标

是依赖于培养计划、教学计划、课程大纲，一切教

学活动的开展都是按计划进行，相关知识重在传授，

课程学习的意义和价值难以体现，导致学生的学习

兴致不高，学习动力不足，缺乏主动去获取相关知

识的欲望，导致其创新创业知识储备很匮乏。 

（三）专业教师指导不足 

能否从专业角度获得专业教师保质保量的教育

指导，是培养和锻炼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的的重

要途径。仔细梳理历年来国家、省市以及校级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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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可以发现获得较好名次的竞赛

作品，无一例外是专业教师全程跟踪指导的结果，

如果让学生单枪匹马去完成，学生由于自身能力素

质的限制，很难做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作品。

高校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既要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繁重的教学实践中，也要全身心地投

入到科研工作中，在双重重压之下，教师难有精力

持续地投到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不少学生有科技

创新的新想法、新点子，受到自身能力素质、外界

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的科技创新活动难

以持续深入，不少科技成果“胎死腹中”，打击了大

学生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每个科技创新团队尽管都

会有专业教师的指导，但是专业教师的指导是极为

有限的，并不能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带来实质性

的帮助和提高，更多的是为了应付上级的任务指派。 

二、实践平台建设的重要性 

实践出真知，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高校的实践平台。大学生科技创新实

践平台是大学生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潜质激活，创

新热情激励的重要媒介，是大学生创新知识汲取和

发挥，创新能力锻炼和应用的重要舞台。由于上世

纪 90 年代末，我国大学持续十余年的扩招之路，大

学生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大学生就业难逐渐成为

常态。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校如何培养大

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课

题。高校应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构建富有成效的

实践教学平台，引导大学生主动地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注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的培养，真正让

大学生在未来的激烈的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实践平台建设是大学生创新能力素质培养的

必然要求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新知识、新技

术的更新换代愈发加快，如果大学生仍然只能从教

材和课本上获取知识，那么他们难以跟上经济社会

的发展步伐，很容易就被社会所淘汰。经济社会的

高速发展让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加速更新换代，

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单纯的课

本知识教学也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当今社会

所需要的人才，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也要

有熟练的动手操作能力，更要有坚忍不拔的探索精

神，始终对各项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拥有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素质，而这些

能力素质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校实践教育水

平，因为人们获得知识的最终的目的是为运用，实

践教育是大学生理论知识巩固和动手技能内化的过

程。只有经过实践教学环节，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抽

象理论知识，从这一层面来讲，实践平台建设是大

学生创新能力素质培养的必然要求。 

（二）实践平台建设是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现实要求 

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大学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大

学生就业日趁严峻，大学生除了要熟练掌握最基本

的专业知识，还要深入了解并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

知识，熟悉运用一些技能，能够独立地思考，对已

有知识体系重新组织加工成新的知识模块和能够架

构，形成自己的独具特色的能力素质体系。大学生

为了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进步，必然要采取

相应的措施或手段达成对应的目标，实践教学平台

为大学生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实践教学平

台本身就需要大学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锤

炼自己的意志品质和能力素质，在实践中自我升华

和自我提升，也能够完成相应的目标任务。 

三、构建实践创新平台的实践路径 

大学生创新能力素质实践平台的构建需要得一

定学科专业的支撑，这需要根据每个高校现有的学

科专业条件来评估，一般而言，各高校应该从现有

学科专业中挑选出教师素质高、教学条件好、学科

背景强的优势学科作为重点支持学科，同时从学生

群体中选拔出天资高、爱学习、乐于探索的优秀学

生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养，从学生进校后，就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学业生涯规划，强化过程监控，

让这些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均衡发展，以培养

基础知识扎实、业务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高层次

复合型人才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

落脚点。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培养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素质以及如何解决在培养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了真正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素质的培养目标，高校应该从教育理念、实践

教学平台定位、培养计划、平台关系梳理等方面入

手，促进学生基本知识、专业能力、创新创业素质

的养成，真正构建起有效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

质教育培养体系。 

（一）更新教育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高校要想培养出能力高、素质强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首先要从教育理念入手，要重构新型的师生关系，

要改变以往教育观念中，教师居于主体地位，学生

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在大学四年的教育过程中，

高校应该始终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鼓励

引导支持学生勇于创新、大胆质疑，培养学生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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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积极探索的精神，逐渐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素质；而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应该

居于主导地位，教师不是知识的传递者和教材的宣

讲者，而是学生知识学习、能力塑造的引导者、激

发者和人生导师。基本的培养流程如下：低年级时，

注重基本能力素质的培养，主要培养内容为科学文

化素养、人文素质、基础知识、思维模式、探索精

神等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以培养学生稳定的专业

思想，扎实的基本能力素质，强烈的自主学习愿望，

同时积极培养学生知识体系的相互融合，为学生进

行交叉学科的研究和探索奠定基础。高年级时，要

加强专业能力素质的培养，在学校推行导师制，根

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质，以团队的方式，以

项目组的形式，将学生放归到不同的项目组之中学

习锻炼，让学生接受不同导师的亲自指导示范，以

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对大学生进行个性化的专业训练

和专业指导，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素养。 

（二）准确定位实践平台 

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目的在于培养创新拔尖人

才，所以对实践教学平台的定位必须准确无误，一

般而言，实践教学平台是在发源于常规的本科教学

模式，同时又区别于本科教学模式的特色平台。特

色平台应该具备以下功能：该平台的运行应不影响

或干扰正常的本科教学秩序，是大学生课堂教学的

延伸和拓展，要求高校在实践教学平台的设计时，

充分整合现有教学资源，嫁接最新创新创业研究成

果，同时加强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意志的熏

陶，让学生拥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视界，以内生转

化为切入点，不断拓展实践教学的新内容和新领域，

真正体现出实践教学平台的特色教育功能。为了确

保实践教学平台的有效运转，学校应当配备最优的

师资队伍，构建怡人的教学环境，提供高新的仪器

设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并且不断地探索和

开发新途径和新方法，为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保驾

护航。 

（三）科学制定培养计划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学校不

能仅仅作为普通人才进行教育培养，而应该有区别、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活动。这需要贯穿于整个大学

生涯阶段，直接从培养计划的制定入手，要从低年

级抓起，基本做法是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实施，

以能力测试和素质分析的方式选拔出一批优秀学

生，加以有针对性的教育培养，实施残酷的淘汰制，

以淘汰的方式不断地更新换血，采用小班授课的方

式，有针对性地配备各类教学资源，对这些学生进

行心理、生理、知识、能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地塑

造和培养，在大学三年级时确保完成所有的校内培

养计划，在大学四年级时采用校外实践教学环节，

这些学生被派送到国内知名大学或科研院所、上市

公司、高新技术公司、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等，进

行为期一年的实践教学培养，有专门的导师进行亲

身指导，毕业环节也在此一并完成。整个培养计划

丝丝相扣，以竞争的形式不断淘汰优选，尽管过程

较为残酷，但是培养质量有保证，最终也实现了培

养目标。 

（四）协调处理各种关系 

为了实现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的有效培养，

真正达到能力本位的目标，在进行实践教学平台的

建设过程中，应理顺和处理好各种关系：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倡导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双主”

教学模式，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让学生主动参与整个课堂教学环节；在

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应该提供学生感兴趣的教学

任务或教学活动，让学生体验到“当家作主”的感

觉和责任，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资源

选择过程中，应该充分相信学生，给予他们充分的

自主选择权，教师作为教学资源的供给者，应该更

多地提供校外教学资源，并且让校内教学资源和校

外教学资源有机融合，这样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

也可以帮助教师开展相关的研究，达到双赢的结果。

大学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流遵循从低到高、从易到难、

从简到繁的基本思路，从基础知识学习——专业能

力训练——创新能力拓展的阶梯型培养体系，同时

要以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竞赛、大学生建模、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等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来

检验、衡量和评估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培养成效，

不断总结教学和实践环节的不足，提炼出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素质培养的一般特性和培养规律，为更

大范围内开展相关人才培养项目提供参考和借鉴。 

四、结语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培养是一项系统工

程，是学生、教师、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共

同努力的结果，小到一门课程的开设或一个活动的

开展，大到整个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无不凝聚

了集体的聪明才智。本文以期通过实践教学平台的

建设作为切入点，探讨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或人

才培养模式，全程跟踪整个实践教学环节，找寻其

一般教育规律，并获取相应的教育培养经验，并以

此为模版，在全校范围推广试验，不断提升学校的

人才培养质量，进而提升学生的就业或创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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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education method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QIAN Chun-mei, HAN Meng-cheng, DING Hong-rui 
(Institute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 anshan 243032, China) 

Abstract: Self-management, mainly including target management, time management, cultivation management, 
skills management and health management, the education of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tudents' full cognition of self management' necessity, instructing students targetedly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as well as rei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via various ways are needed to be done to do a good job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educatio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educ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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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platform and developing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ability 

ZHU Jing  
(Business School,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Focused on several key problems about how to develop th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points 
out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renewal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positioning of 
practical platform, the estabilishment of training plan,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relations, and so on, which may 
be useful for promo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ve andentrepreneurial ability, 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and quality; practic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