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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tively explore various 

mode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By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couraging th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forms 

of stud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effectively link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new 

disciplines, so that they can serv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gether, and explore the 

multi-disciplinary road of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浅析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路径研究 

刘慧颖，王永敏，韩毅 

大连科技学院，116052 

关键词：新工科；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 

摘要：创新创业教育是目前高校教育改革，高校转型发展的重头戏，为做好创新创业教育。

各高校积极行动，不断探索各种各不同的模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培养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通过提升高校应用新本科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创新激励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

创新创业形式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新工科人才培养有效衔接，使之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

略，探究发展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元新工科道路。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的需求不断提升，传统的人才创

新能力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经济、新产业发展对工科人才的要求。在新工科背景下，协

调发展自主创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将更为重要。除此之外，新工科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

统工科，事实上，新工科正是以传统工科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为平台，结合未来经济发展

的要求，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符合区域新经济发展的学科，为未来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树立

风向标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传统工科与新工科如何取长补短，进行整合，并综合学科优势，

探究发展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元新工科道路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2.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发展之势 

工程教育的最终目的和理念是随社会潮流、经济形态的变化而转变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好好荡荡、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工业的变革，更多的新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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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包括“互联网+”、智能机械、新能源材料、3D 技术等。我国各高校纷

纷响应这种形态，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新道路促进工程教育改革，以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新

道路促进工程教育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的号角已然吹响。 

3. 新工科建设要求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一）新工科要求引入创新创业教育新理念 

创新创业教育重点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具备开拓进取和不断创新的、为社会创造财

富和就业岗位的住啊们人才。在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应借鉴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教育的先进经

验，把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真正落实到培养模式、教学设计和教学时间等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

中，而不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或文件上，高校应建立成果导向的创新创业理念，健全

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提高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 

（二）新工科要求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 

高校应根据自身办学定位、专业学科和区域经济发展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差异，建立

跨学科的新工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创新创业人才。引导

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带动学校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与

各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引领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全面开展。 

（三）新工科要求创建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推进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应与教育应对人才培养方案相融合、与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

以专业实践教学相融合，以期创建多元化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高校需根据人才培养定

位和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将创新类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另外，高

校应通过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加强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构建多功能、学科

交叉的创新创业综合训练平台。 

（四）创新创业教育是人才能力提升的要求 

人才是驱动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是以岭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与政府、行业、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同构建协同育人体系。 

4.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发展之惑 

创新与应用一直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两大侧重点，某些高校或过度倾向于创新

能力培养，抑或是在两者之间难以把握其平衡点。如何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将二

者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创新、应用的新时代工科人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中永恒的话

题。在新工科背景下，协调发展自主创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将更为重要，这也是应用型本

科院校需要讨论和探索的重要话题。 

除此之外，新工科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工科，事实上，新工科正式以传统工科的办

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微平台，结合未来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要求，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符合区域

新经济发展的学科，为未来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树立风向标的。应用型工科院校的传统工科

学科与新工科学科如何取长补短，进行整合，并综合学科优势，探究发展学科交叉融合的多

元化工科道路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5.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路径研究 

（一）创新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构建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的教育体系 

应用型本科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构建分层次、分阶段、分类别的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一个层次，主要针对大一学生，其内容与通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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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结合，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第二层次，主要针对大二、大三学生，内容维度主要是与

专业结合教育。第三个层次，主要针对大四毕业生甚至是毕业 2-3 年内的学生，主要是与个

性需求相结合。 

2、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的协同体系 

首先，校内协同，聚焦校内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建立健全“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开放合

作、全员参与”的创新创业协同育人体制机制。其次，校校协同，加强与其他应用型本科高校

的合作，探索创新创业教育对转型发展的作用。再次，校地协同，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政产学

研用”，与企业的“校企合作”。 

3、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的实践体系 

构建四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体系，依托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四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实施体系。构建动态的学科竞赛立项资助机制。依托创新创业教育的专职机构，

结合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色，建设覆盖校内各主要学科方向的学生工作室。 

4、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的孵化体系 

针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和日益旺盛的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的强烈需求，学校创

造条件建设各种创新创业载体，完善学生处、后勤部、创业园、科技园等职能部门协同的创

新创业孵化体系，打造培训孵化生态链。 

（二）创新激励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形式 

大多本科学生对于创新创业首先概念不清，再次对于以往死板的教学形式学生接受度低，

创新创业成果显现不明显。因此，利用兴趣小组、科研驱动、实际运用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 

1、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全方位组建课程兴趣小组 

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在教师的指点下开展兴趣小组活动，学生参与度较高，课程大面积

的覆盖学生，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学生间的相互讨论不但可以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

而且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思维的灵感，经过思想的不断碰撞，新的思路就会产生，加上教师点

拨，新的项目也会应运而生，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 

2、以科研项目为驱动，带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增强 

在兴趣小组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大胆申报与创新创业相关的项目，增强学生创新创业意

识。同时，以创新创业部门、专业课教师申报课题，拉动学生进行课题验证、负责课题实操，

锻炼学生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让学生有机会进行学科知识的深入研究。 

3、学生实体店运作 

学校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园，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和创业类别划分不同的公司，给学

生提供办公地点，在学校层面尽可能为学生创业提供方面，如课学分置换、合理请假等。给

已创业成功学生树立典型，带动更多学生踏入创新创业的大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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