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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 工 学 院 文 件 
厦工教〔2018〕53号 

 
 

关于印发《厦门工学院创新 
创业教育实施方案（修订）》的通知 

 
 

各院（系）、部门、直属单位： 

《厦门工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方案（修订）》已经学校研

究通过，现印发给大家，请遵照执行。 

 

附件：厦门工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方案（修订） 

 

                                  厦门工学院 

                                   2018年 11月 15日 

 

签发人：蔡远利 

抄  送：董事会、监事会 

厦门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1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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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厦门工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方案（修订）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和《福建省教育厅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十六条措施的通知》（闽教学

〔2015〕23号），全面落实我校“三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推进

我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潜质的优秀人才，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创新

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以完善条

件和政策保障为支撑，坚持与科技、经济、社会紧密结合，着力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全面开创我校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 

坚持“立足海西、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主动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建设以工科专业为主，文、理、工多学科专业融合，

特色鲜明，高水平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努力实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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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教育、专业教育与双创教育“三位一体”协调发展。 

（二）坚持育人为本，提高培养质量 

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发展，不断将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推进学校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构建

“突出应用、强调能力、注重个性、实行开放、推进创新”的人

才培养体系。树立先进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结合专业、强化实

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努力培养具有创

新创业潜质的优秀人才。 

（三）坚持渗透融合，提升综合素质 

坚持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职业发展

与就业教育、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融合到学

校人才培养的每一个环节，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注重学生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与实践实训

过程，坚持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充分发掘学生的

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为学生创业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四）坚持协同育人，强化实践训练 

要加强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列入教学计划

的各实践教学环节（含实验实习实训、创新创业和个性培养教学）

累计学分，人文社科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 25%，理工

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的 30%。积极寻求与其他高校、政府以及社

会相关机构间的协同合作，推进各学科专业间的协同互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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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完善、多样合作、交叉培养新机制。 

三、建设目标 

力争用 2-3年的时间，建立健全厦门工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与

专业教育、博雅教育深度融合、知与行相辅相成的人才培养模式，

形成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强化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融为

一体的有厦门工学院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确保学校的人才

培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显著增强，投身创新创业实践的学生数量显著增加。 

四、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激发学生“双创”意愿 

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和引导活动，不断提高全校师生对创新

创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让全校师生正确而全面的理解创新创业

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使创新

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贯穿于教育教学改革的

全过程，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二）建立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双创”素质 

以教学为中心，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逐

步建立多层次、立体化、多学科支撑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在现有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增设创新创业相关课程，根据各

学院各专业的特点，设置符合学生和社会需要、有时效性、有操

作性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开发与专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教育

基础课程，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思想观念、原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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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指向，建设选修必修、理论实践、课内课外、线上线下、

校内校外相结合与专业培养相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优化教学方法。鼓励教师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教育教学改革

中，在课堂上要引入互动教学、情景仿真、模拟训练等教法，注

重观念引导、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的有机结合。推动教师把国际

前沿学术发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教学。运用大

数据技术，掌握不同学生学习需求和规律，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

更加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 

开设创业特色班。创业班以培养具有优秀创业品质、创业精

神、经营管理和企业领导能力的创业型拔尖人才为目标。在创业

班实行导师制，为每个创业项目配备创业导师，实行精英式教育，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竞争力。 

（三）完善创新创业训练平台，营造校园“双创”生态 

发挥第二课堂课外活动作用，为学生搭建各类实践平台。健

全各级各类覆盖全体学生的创新创业大赛等竞赛活动。进一步丰

富创新创业教育载体。引导并带领学生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生

产经营状况和发展、壮大过程，扶持各类创业团队，指导学生自

主设计、创办、经营企业。 

加强学校实验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共享，加强专业实验室、虚

拟仿真实验室、创客坊的建设，逐步向学生开放各类实践基地、

工程坊等创新资源和平台。 

加强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多方合作，赢得多方支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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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校外相融合的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搭建良好的创业实践平台。

一是重点建设一批有内涵、有特色的创业教育实践基地，为学生

提供创新创业实践场地；二是深化校企合作，加大企业与高校合

作，建设专业教学与创业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践基地；三是进

一步加强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合作，依托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实

习基地，建设大学生创业教育孵化基地，为学生从事项目孵化、

成果转化、创业服务等提供有效帮扶。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通过集中展示校内优秀成果，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树立创

新创业典型等形式，逐步形成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四）建设创新创业师资队伍，领航学生“双创”道路 

依托我校已有的省优势学科和品牌专业，在现有的创新创业

教育教学团队基础上，在学校内根据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原则，

跨学院跨专业配齐创新创业教育与创业就业指导专职教师队伍。

同时，继续在全校各专业选聘一批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有引领作

用的专业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通过申报相关研究课题，鼓励创新创业教育的创新试点工作，确

保创新创业教育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

多元化、专兼职结合的创新创业指导教师队伍。 

五、保障措施和经费支持 

为保证我校各项大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有效实施，

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要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投入与

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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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领导 

为全面统筹协调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深化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和学科竞赛工作，确保各项工作的组织落实。学校成立创新创业

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领导任组长，分管教学副校长任副组长，成

员包括教学处、创客坊、学生处、人力资源处、计划与财务处、

各二级学院负责人,负责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总体规划。领导小

组具体如下： 

组  长：蔡远利 

副组长：苏  涵 

成  员：王加贤、王克明、王  菲、刘岩民、朱日丽、汤伟

明、张丽琴、李春晖、柯晶莹、赵祥洪、曹鸣喜、梁  宏、黄国

良、游荣义 

（二）管理制度 

学校出台了《厦门工学院创新创业工作管理办法》（厦工教

〔2017〕38号），《厦门工学院关于制订 2017级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厦工教〔2017〕31 号），明确培养创新

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把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纳入学

校总体规划和年度考核目标，为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创造良好

的机制环境。 

（三）专项资金 

为加快我校创新创业工作的建设步伐，学校设立专项资金用

于奖励在指导大学生创新实践工作中取得优秀成绩的教师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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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位，每年投入资金 100万，并制定《厦门工学院创新创业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厦工综〔2017〕65 号），以用于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创新团队建设、日常创新创

业活动及创新创业竞赛，并对优秀学生团队及优秀指导教师予以

奖励。 

（四）奖励机制 

为激励我校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学活动、鼓励我校创业团队

积极参加大赛，制定了《厦门工学院 2017 年度创业大讲堂、创

业训练营及创业大赛实施方案》（厦工教〔2017〕37号）等文件，

把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和学分体系，把教

师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作为教师教学工作

成绩，在职称评定及岗位聘任时列为基本条件并量化加分。 

六、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一）增设必修课程 

在公共通识教育课程中设立创新创业必修课，主要课程有创

业学、创业基础、创新创业实训、就业与创业指导、创业投资项

目分析；在部分思政类课程、信息技术基础类课程中增加创新创

业学时，注重意识和精神方面的养成教育，锻炼自主研学的能力；

在学科导论中要求课程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对新生创新思维、科学

方法加以引导和训练；开发、开设与专业相关的创新创业教育基

础课程，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思想观念、原则方法和

指导思想；在专业综合实践模块中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强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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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的实际操作能力。 

（二）打通专业选修课程 

强化基础知识、专业理论和实验技能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主

体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方法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建设。 

（三）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通过开设创新创业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个性化课程模块、开

发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开展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引入在线开放课

程、设计多样化的实践教学环节、建立科学的学分认定制度等方

式，构建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四）开展“双创”训练活动 

与其他各类高校、众创空间联合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每周举

办创新创业大讲堂，邀请知名企业家进校园分享创业经验；邀请

创客坊优秀入驻企业与在校生分享创业故事；邀请商界精英、企

业 HR 等负责人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成功、创业、求职、面

试等经验技巧；为广大学生搭建交流思想与拓展人脉的平台。积

极组织推荐学生参加市、省、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形成“校赛

-省赛-国赛”三级赛事选培模式；形成“以赛促学、以学促教、

赛教结合”教学模式。 

（五）学分奖励 

1.学生每学期全程参加“创业训练营”或“创业大讲堂”且

通过考核的可获得 2个创新创业学分。教师进行组织管理或课程



10

讲授的，按照公共选修课课程类别核算工作量。 

2.学生参加校级以上创新创业竞赛获奖者可获得 2 个创新

创业学分。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校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的，可予以

计算教学工作量，计算标准各院系根据赛事安排为准。 

3.学生获得专利证书或发表论文的可获得 2 个创新创业学

分。 

4.学生创业项目入驻“创客坊”并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可获

得 2个创新创业学分。教师指导学生创业项目入驻“创客坊”的，

每个项目按指导 2名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计算工作量。 

5.设立“优秀创业导师”奖项，学年考核后与“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奖项一同评选，在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等

选拔过程中享受同等优待。 

 

附件 1：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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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一、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 类别 学分要求 组成课程 备注 

必修课 1 
就业与创业指导、职业生涯

规划与职业指导 
 

公共通识教育

课程 
(限、任)选修课 2-3 创新创业导论（方法）等。  

必修课 1 学科专业导论 

各专业要求安排

“学科专业导论”

课, 1学分。 
学科通识教育

课程 

选修课 1-2学分 相关学科基础拓展类课程  

必修课 专业基础、核心课程等 
专业教育课程

（含专业基础

课程） (限、任)选修课 

专业确定，不

少于 4学分 
专业方向、前沿课程等 

专业选修课应包

含（融入）不少

于 4学时含有创

新创业内容的课

程。 

实践实习课 专业确定 实训实习类课程 
融入新创业内容

的课程。 

集中性实践课

程（含创新创

业类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 4学分 

结合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实施,

如果必要，可拆分 2门课。

建议以项目形式实施教学，

制定好课程质量标准和考核

办法。 

竞赛类项目参照

《厦门工学院创

新实践学分认定

与管理办法》 

课外实践课程 社会实践 2学分 以专业实践为主 
安排在各学年寒

暑假进行 

二、通识选修课中主要“创新创业”课程 

通识选修课中的主要“创新创业”课程，旨在培养全校学生

的创新创业基本素质。典型课程如下： 

课程名称 学  分 

创新创业大讲堂 2 

创业精神与实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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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心理学 2 

创业创新领导力 2 

大学生创新创业降龙十八讲 2 

大学生创业基础 2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2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导论 1 

探索创新思维的奥秘 1 

经济预测与决策技术 2 

网络创业理论与实践 2 

 

三、第二课堂和其它“双创”训练活动开展和参与的“双创”

相关的活动如下： 

1．创新创业大讲堂 

2．厦门高校路演 PK赛 

3．暑期社会实践 

4．厦门工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5．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6．创客沙龙 

7．创新创业协会 

8．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邀请赛 

9．厦门市高校创新创业大赛 

10．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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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全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四、开办“创新创业训练营” 

“创新创业训练营”以培养具有优秀创业品质、极强创业精

神、较强经营管理和企业领导能力的创业型拔尖人才为目标。在

创业班实行导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创业导师，实行精英式教育，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