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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学生在我国的创新创业大潮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研究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

方法和途径，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有非常现实的积极意义。本文从分析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特点入手，明确了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提出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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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 2018年达到历史峰值 820万，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国家提出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大学生就业指明了方向，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亟待提

升。作为自主创业的比例达到 3.9%、而学历层次处于劣势的高职院校学生，有必要研究创新创业能力提升

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切实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一、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其他高校进行调查并发布了《2017 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大学

生的创业意愿持续高涨，26%的在校大学生有强烈或较强的创业意愿，与 2016年相比，上升了 8个百分点，

更有 3.8%的学生表示一定要创业。这表明：中国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很强烈。另外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大学

生创业成功率最高的浙江省只有 5%，这大大低于美国大学生 20%的创业成功率。 

作为大学生中的重要成员，高职院校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又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创新创业的热情高

但缺乏持久性；二是大多数是解决温饱的生存型创业，创新性不足，没有太多的科技含量。三是创业的层

次基本上是服务业，创业的质量更有待提高。 

二、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瓶颈问题 

（一）创新意识受阻碍 

高职生具有被动学习的学习习惯，主动思考、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发掘，都对创新创业

的认识有影响。 

（二）创新能力受制约 

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程度和学习能力的现状制约了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他们通常认为能够通过考试获

得毕业证就是完成了学习任务，创新是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们的事情。 

（三）创业资金和资源缺乏 

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是创业成功的重要支撑，高职院校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大多是家庭储蓄与亲人支



持，由于高职学生创业的行业大多集中在基础服务行业，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很难受到风险投资的关注，

也很难争取到政府的创业项目资金。 

（四）创新创业指导不能持续有效 

大多高职院校现行的“2+1”学制，使创新创业课程学时有限，且主要开设在学生思想懵懂的大一年

级，即便是开设在大二年级的课程，与学生实习、就业等同期进行，很难引起学生的普遍重视。而对于创

业的学生而言，课程中的泛泛而谈，又缺乏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指导。大三学年的实习期间和毕业就业后，

学生难以和创新创业教师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极少及时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基于以上的现状和问题，笔者着重研究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切实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三、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一）融合多种知识培养创新创业意识 

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将成功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财经及法学知识等与创新创业相关的基

础理论知识进行高度融合，精选出相关的典型案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深入、细致地分析，理解理

论并学会巧妙运用，获得更为切合实际的提升创新创业能力的方法。比如，在讲解创新意识的知识点时，

正值夏季，气温较高，教师适时的抛出“如何给自己创造一个凉爽小环境”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想

法，再进行各种新想法的汇报分析、对比研讨，更进一步对新想法和技术革新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然后整

理形成优化创新的方案。最后教师展示市面上已经出现的各种便携式的小电风扇，对比同学们自己的技术

革新方案，进一步完善思路和方案，最终形成比较符合实际需求的创新方案。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使同

学们怀着极高的兴趣解决问题，在不断的学习和对比研讨中提高了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二）探索多种模式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的获得与提升必须依托一定的载体，身体力行去实践，才能切实地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比如搭建一些创业孵化器等平台和载体，或者成立创业俱乐部，吸引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学生，在教

师的带领下，共同开发创业项目，边实践边带领学生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在这样长期的实践

中学生的创新能力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 

“互联网+”是新出现的技术性革命，它的广泛运用给社会的发展和大学生的创新创业都提供了一个

新的技术模式。结合“互联网+”模式来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也是高职院校教师破解这一难

题的新途径。 

教学中带领学生研究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都能“加什么”以及怎么实现“互联网+”，

把看似熟知的“互联网+”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现状有条不紊地分析讲解，带着发展的眼光探讨未来的

“互联网+”方向，激发同学们以年轻人的方式运用“互联网+”技术的热情，推动学生们的创新创业能力

提升。 

（三）尝试多种途径解决创业资金和资源缺乏问题 



尽管高职院校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来源渠道有限，但是也可以尝试一些方法，取得显著效果。第一，

由学校召集已经创业、比较有业绩的校友和企业投资，共同设立创新创业基金。通过有统一标准的遴选，

选拔出项目或者学生团队，给予资金支持。第二，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的关注与投资，通过共同

举办一些活动，来扩大各级政府和企业单位对高职学生创新创业的关注与认识，争取投资。第三，鼓励学

生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奖励资金，以及社会的关注与认可，吸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 

（四）组成指导教师团队持续 

学生在遇到创业困难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自己的授课教师求助，但是授课教师的知识储备毕竟较为

有限，还缺少创业实践的切身经验，因此在指导学生时就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如果能够组成由多名教师和

企业界人士参加的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团队，各界人士优势互补、学识兼备、执行能力强，会给学生提供比

较全方面、全过程的指导，也会更加便于从整体上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总之，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应该遵循高职院校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接受知识的特点，结合

对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瓶颈问题的破解，提高教师指导团队的指导能力，才能找到切实提升高职院校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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