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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驱动下，要求突破先进钢

铁材料、石化材料等关键技术，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升级，新材料产业对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需求激增［1，2］。地方高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

的人才供给主体，亟需建立与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3-7］。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要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这为材料类专业教育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引［8］。

1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1.1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最早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强调“市场驱动式”教育，通过“内培养+外引

进”机制整合师资力量，推动跨学科课程与市场需求深

度融合；欧洲以德国为代表，注重“创业生态”构建，

通过校企合作提供实践机会，强化“做中学”能力转

化；日本注重突出“社会性”特征，企业直接参与教材

开发与教学，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培养路径［9］。

1.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现有研究强调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创新，

运用制度重构实现资源共享与功能延伸的三螺旋理论，

探究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中存在的问题，构

建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模式，即在理念、课

程、师资、机制上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且每一种融合都需“校政企”三方协同合力完成。还构

建了“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双轨课程体系，适配区域产

业需求的专创融合模式等［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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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中试产线，承接横向课题。（2）实施“双导师—双

基地”培养模式：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高校教师参与

企业技改项目，企业工程师与校内教师联合指导毕业设

计，近三年共同指导学生50余人。（3）竞赛孵化机制：

依托“互联网+”“挑战杯”等赛事，将获奖项目逐步转

化为创业实践。

通过政府考核指挥棒、高校资源供给侧改革、企业

需求端牵引的协同发力，形成创新要素双向流动的生态

系统。

2.2  评价方法改革

建立“过程+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过程性评

价（60%）：形成性评价指标包括实验日志完整性

（15%）、团队协作贡献度（20%）、迭代改进频次

（15%）及创新思维表现（10%），建立周记录、月汇

报的实时反馈机制；通过动态监测工具，引入同伴互评

系统与教师观察量表，重点记录阶段性反思报告（如设

计思维转变记录、失败案例剖析文档）。成果性评价

（40%）：考核专利申报质量（10%）、竞赛获奖等级

（15%）、产品市场化程度（15%）。在成果性评价中

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通过企业专家参与毕业答辩评分

（占成果评价的30%），行业协会认证创新创业学分等方

式，分类构建评价体系。同步开发动态评价数据库，以

动态数据支撑流程优化，开发具备机器学习功能的动态

评价数据库，集成毕业生3～5年职业发展核心数据（岗

位匹配度、晋升速度、创新能力指数），每季度更新企

业需求热点图谱；构建智能分析平台实现多维度交叉分

析，包括课程模块与岗位胜任力关联度模型、教学改进

热力图（标识需强化的实验环节与理论知识点），反馈

课程设置的有效性。

3  实践成效

以某地方高校材料专业学生近五年的数据为考察对

象，通过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及其评价方法的改革

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学生创新能力显著提

升：近五年，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25项，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项70余项，以学

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2）产教融合深度

加强：与20多家企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建了“智能

材料研发中心”等平台。（3）社会认可度提高：毕业生

就业率在96%以上，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以材料、化工、

生物、环保相关企业为主，包括央企、国有企业、三资

企业及私营企业等。其中，产学研基地和实训基地接收

的毕业生占比达20%以上；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在岗

工作各方面表现的满意率达95%以上。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重构课程体系、创新实践平台、改革评

1.3  现存问题分析

目前，地方高校材料类创新创业课程存在的主要问

题如下：（1）课程体系结构失衡：理论与实践配比失

调，理论教学占比超75%，材料设计全流程仿真、创业

沙盘推演等实践模块未能融入；学科壁垒突出，新材料

开发课程与商业模式设计课程相互割裂，缺失“材料性

能—产品设计—市场验证”贯通式课程群。总体来说，

传统课程设置偏重理论传授，跨学科融合不足，未能形

成“基础—专业—创新”的递进链条。（2）实践平台协

同不足：产教融合处于浅层阶段，横向课题承接率低，

企业真实产线数据未接入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孵化机制

缺位，仅23%的高校设立新材料中试基地，校内实验平

台与企业生产需求脱节，缺乏真实的工程情境和创新创

业孵化机制；师资结构单一，企业导师授课量占比不足

15%，且未建立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3）评价维度

单一：过程性评价缺失，创新思维成长档案、迭代改进

记录等过程数据未纳入考核体系；企业参与度不足，企

业导师评分权重仅占10%，未建立基于产品市场反馈的第

三方评价机制；追踪机制空白，未构建毕业生职业发展

数据库，导致课程优化缺乏数据支撑［13，14］。

针对目前地方高校材料类创新创业课程存在的这些问

题，本文以材料类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地方高

校材料类专业人才的特点及培养定位，分析材料类专业学

生实验创新能力培养所面临的困境，构建了“三层次四模

块”递进式课程体系，开发了“产学研创”一体化实践平

台，建立了动态多元评价机制，深化产教研融合，逐步加

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明确以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的行业骨干和引领者为人才培养目标。

2  研究内容

2.1  课程体系建设

2.1.1  构建“三层次四模块”课程体系

以建构主义学习观为指导，融合认知发展、模块化

设计、社会文化互动及国际比较研究等多元理论，构建

了“三层次四模块”课程体系。（1）基础认知层：开设

“材料科学导论”“创新创业思维训练”等通识课程，

融入绿色制造、智能材料等产业前沿内容。（2）专业融

合层：设置“复合材料研究与测试方法”“聚合物加工

工程”等专创融合课程，实施项目化教学。（3）实践拓

展层：开设“材料企业运营模拟”“知识产权管理”等

实务课程，引入企业真实案例。

2.1.2  搭建“产学研创”四维平台

以强调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创新，通过制度重构

实现资源共享与功能延伸的三螺旋理论为指导，搭建了

“产学研创”四维平台。（1）校企共建实验室：与区

域特色/优势企业合作建立智能复合材料研发中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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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形成了可复制的材料类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后续

将重点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通过设立产学研

联合基金、构建区域产业技术需求动态案例库、推行校企

人员双向流动制度等方式，加强与高分子复合材料等区域

特色产业的协同育人，深化与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创新创

业教育合作，构建“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

生态，助力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能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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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have been effectively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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