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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要“加强创新型、

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凸显出创新创业教育

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性。[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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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健全

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协同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机制，打造一批创新创业教育特色示范课程。[2]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构建全

面覆盖的课程思政体系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任务。[3]2022 年 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

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

进一步提出要构建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推

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4] 人才培养依托的基

础单元是课程建设，每一门课程都承载着创新能

力和价值引领的双重培养目标。那么，如何将二

者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使

命。本文在分析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和课程思政

融合机制的基础上，探索运用行动学习法将二者

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培养

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一、创新创业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基础

（一）使命目标的一致性

创新创业教育的使命是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发

“十四五”规划和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都凸显出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

上的重要性，同时教育部提出要构建全面覆盖的课程思政体系，可见课程教学承载了知识传授、创新创

业、课程思政三重目标。创新创业与课程思政在目标使命、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具有融合基础，行动

学习法可以通过设置兼具二者目标的学习课题、采用体验式学习方法，形成多层次教学模式，构建创新

创业和课程思政的融合机制。在融合机制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行动学习选题与教学内容的契合

度、整合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将行动学习与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训练相结合，拓展学习深度和广度，并通

过过程评价促使学生将方案付诸行动，培养“知行合一”的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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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升人民福祉。创新创业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而课程思政建

设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政治认同、家国情怀、理

论自信等目标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二者

有机融合，课程思政可以增强学生创新创业的时代

感和使命感，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创新精神；创新创

业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自觉行动，知

行合一，通过创新创业践行时代精神。

（二）教学内容的互补性

课程作为知识传播的基础载体，要广泛播

撒“创新创业的种子”，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

神。成功的创新创业教育应侧重培养创新创业

态度和技能，并构建有助于强化创新创业精神和

技能的学习环境 [5]。在创新精神的培养中，课

程思政可以引导学生将小我融入大我。创新创

业不仅是学生兴趣的体现，更是时代赋予学生的

使命和担当，这样就可以把个体价值和家国情怀

融为一体，坚定创新创业者面对挑战不怕挫折的

勇气和决心。创新创业教学中注重价值引领，有

助于形成学生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培养他们的创

新思维、创业动机；将创新创业案例引入课程思

政，则能以鲜活实例佐证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三）教学方式的一致性

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创新精神的培养和训练是

公认的难点。这主要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

教材、课堂为核心，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记忆

力、推理能力与经验知识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学生自主性和创造性，限制了自主思维意识和创

新精神的培养。创新精神与课程思政一样，都带有

明显的隐性知识特征，其嵌入现有专业课程知识体

系中后，需要学习者结合自身认知结构和认知经验

来体会和学习。所以，二者教学目标的实现都需要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能够引起学生兴趣、激发学生

思考的情境教学模式。同时，创新创业和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都不仅仅是通过课堂学习就能内化的知

识结构，而是需要学生主动探索学习的。

二、基于行动学习法实现创新创业与课程思政

有机融合

行动学习就是一种能够满足多目标教学的

有效方法。行动学习法由英国学者瑞文斯（R. 

Ravens）教授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理论基础是

体验式学习和组织学习，认为个体学习和发展的动

力来源于体验并回归到体验，形成“具体经验—反

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主动实践—具体经验”的

闭环自适应系统。[6] 行动学习法以学生为中心，强

调问题导向、团队协作和成员间的相互学习。

（一）选择有挑战性的行动学习课题

行动学习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问题的过程

就是探索学习的过程。在选题阶段，就可以将创

新创业和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行动学习鼓励学生

选择身边发生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具有一

定程度的普遍性，同时又难以直接运用理论方法

加以解决。大学生思维活跃、探索意识强，但是社

会实践经验较少，同时理论学习还没有形成完整

的体系。所以，在选题阶段，指导教师可以提供必

要的信息支持，鼓励学生用创新的方式探讨问题

的解决，帮助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带来的社会价值；

鼓励学生开拓思维、大胆创新，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使命感，培养他们创新的内在驱动力（见表1）。

表 1 基于行动学习实现创新创业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

创新创业 +课程思政

案例来源

案例主题

学习主体

学习模式

分析方法

学习激励

综合素质培养

行动学习

来自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

聚焦能够解决（部分解决）的一个主题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催化师”和倾听者

课堂聚焦讨论、以课后延展学习为主

综合运用各方面知识解决问题的研究性学习

从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中获得满足感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团队成员相互学

习、相互激励的能力

指导教师可以提供信息支持，鼓励学生运用创新方式解决实

际问题

引导学生选择具有一定创新性并带来较大社会价值的主题

教师主要职责是引导方向、启发思考

团队学习、讨论和反思，在思维碰撞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鼓励采用新方法解决问题，或者尝试不同方法解决问题

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创造社会价值的自豪感以及克服挫折过

程中个体心智模式的成长

培养团队的创新能力，培养有凝聚力的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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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体验式学习方法

行动学习法是以学生为中心，以解决问题的

满足感作为激励的教学模式。与个体学习不同，

行动学习采用团队组织模式，强调团队合作、相

互学习，在不断质疑和反思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

法。行动学习过程就是思维碰撞、协作能力培养

和团队精神形成的过程。学生在分析问题阶段

会面临不同理论模型的选择，成员之间也会形成

不同的见解，从个体学习、个体反思到小组分享、

质疑、反思和归纳，再到组间质疑、反思，最后整

体反思和归纳，制订行动决策，这一过程综合运

用经验、理论、借鉴他人观点和建议，最终提出有

创新性的行动方案。整个行动学习过程都以学

生为主体，指导教师通过和学生探讨行动目标来

引领价值方向，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引导学生理清

思路、探究方法，让学生体会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的难度和收获感。这种体验式学习能够训练学

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索

的动力。同时，课程思政目标的设立又能培养

学生克服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培养他们适应创

新创业要求的心智模式。

（三）形成多层次教学模式

创新思维的形成和创业实践需要通过课后

的自主学习来实现，行动学习中个体反思、质疑

以及小组反思、质疑和归纳等都是在课后讨论中

形成，课堂部分主要进行组间质疑、反思和整体归

纳，形成一致的行动决策。这种教学模式与创新

创业训练的要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了更好地

实现自主学习和探索式学习，教师可以将行动学

习法与慕课教学方式融合，打造“互联网+”的教

学和学习模式。在线下课后自学完成基本知识点

后，课堂翻转主要通过讨论和展示行动学习团队

的进展情况，通过团队之间的相互学习改进方案、

解决问题，进行参与式和讨论式学习 [7]。这样可

以更好地释放课堂教学资源，给学生更多讨论和

展示的机会，教师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指

导和点评。还可以将行动学习与第二课堂结合

起来，将行动学习项目延伸到暑期社会实践，并

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针对社会上的热点难点

问题进行探索式学习 [8]。例如，将金融学行动

学习项目延伸到“金融扶贫”“绿色金融”等暑

期社会实践调研项目中，学生针对项目内容进行

深入分析后提出方案并付诸行动。在此基础上，

学校可以将行动学习项目孵化成创新训练项目

或创业训练项目。创新训练项目主要对学生进

行学术研究训练，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创

业训练项目鼓励学生投入社会实践，开办创业活

动，积累创业经验（见图 1）。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提出行动学习主题

成立行动学习小组

行动学习启动

创新创业实践

理论与实证分析

提炼科学问题

组间质疑

整体归纳行动方案

小组讨论

个体思考

课堂讲授

自由分组

指导选题

拓展学习

研究性学习

创业指导

优化行动学习教学方法

MOOC 教学

实地调研

教师引导

探索式学习

课程思政目标

创新精神、创业方向

关注热点难点问题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总结和评估

团队协作、克服困难

创新思维、行动方案

图 1 行动学习法下多层次创新创业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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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动学习法下创新创业与课程思政融合机制

实施要点

（一）注意行动学习选题与教学内容的契

合度

行动学习选题对整个行动学习过程至关重

要，如果选题只关注创新创业方向，就可能与课

程讲授知识相脱节，导致课程教学的知识传授目

标无法达成。所以，既要确保选题方向与课程内

容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同时又具有挑战性和社会

意义。例如，在讲授互联网金融知识点时，引导

学生调查了解运用互联网金融产品（如花呗、京

东白条），或者消费贷等的信用消费情况，对比互

联网金融产品和银行金融产品的不同之处，分析

便捷性及风险性，运用所学理论计算其真实的利

率等，都能够与教学中多个章节知识点相联系，

同时又可以从实际问题出发，引发思考。又如，

运用商品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探索农产品定价

和金融扶贫问题，既有理论探索深度，又具有较

强的现实意义。这类选题也比较适合进行拓展

研究，从一门课程延展到课后，孵化成为创新创

业项目或者社会实践项目，甚至成为学术研究和

毕业论文的选题。

（二）科学组织课堂教学

采用行动学习法需要对课堂教学进行重

构，合理配置课堂教学资源。首先，要合理分

配课堂讲授学时和行动学习讨论学时的比例，

安排好行动学习讨论的节奏。一般在 32 学时

的课堂教学中，至少有 6 ～ 8 学时进行行动学

习讨论；而在 48 学时的课堂教学中，至少安排

10 ～ 12 学时的行动学习讨论时间。各阶段的

行动学习讨论间隔开来，给学生留出课后进行

调研讨论的时间，以形成阶段性成果和意见。

课堂中，主要是展示小组讨论结果，便于组间质

疑、反思，修正原有的方案和设想。在行动学习

讨论中，要注意转换教师角色，变讲授为引导，不

是直接给出行动方案或者最终结果，而是引导学

生打开思路、探索不同的解决方法。行动学习与

慕课翻转课堂结合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更好

地实现知识传授、创新创业、课程思政三重教学

目标之间的平衡。

（三）转变评估和教学激励方式

传统的期末考试方式注重结果评价，很难

度量创新创业与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情况。行

动学习法侧重过程评价，并且使得过程评价更具

有可评估性。例如，在每次课堂展示中，可以看

到各组学生的学习态度、思维方式、观点的不同，

也能发现学生的学习困惑，实现有针对性的个体

教学和指导。教师可以参与学生课后的行动学

习讨论，跟踪了解学生课后学习情况。结合慕课

的线上学习平台（如“超星学习通”“智慧树”课

程平台），可以将学生平时观看慕课、课后讨论和

作业、观看辅助资料等方式作为辅助评测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行动学习变外部评分的被动激励

为学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实现自我价值的主动

激励，这种体验式学习的收获感可以有效激励学

生自主学习、探索式学习，并促进学生将方案付

诸行动。只有这种学生主体的满足感和收获感，

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创业与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

有机融合，达到“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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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Curriculum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Based on Action Learning Method

ZHENG Qinghuan    WANG Donghua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

Abstract: Both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spiri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work 
conference hav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pose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system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which shows that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bears the triple 
objectives of knowledge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curriculum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 have the basis 
of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objectives, mission,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Action learning method 
can form a multi-level teaching model by setting learning topics with both objectives and adopt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methods, and buil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opic selection of action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resources, the combination of action learning with 
social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learning, and 
the process evaluation to promote students to put the program into a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ound talent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ction learning; 
integration mechanism;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G-U-S" Trinity Training Mode for 
Training Master of Education

ZUO Chongliang    PI Xiuping    TANG Fanggui
(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rawbacks in the cultivation of education master's degree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abitually fall into the thinking pattern of relying solely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e-sided pursuit of "academic", and stacking curriculum teaching with theorie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education master training,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lo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basic education schools,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both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stage, reflect the value of multiple communities,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eacher training, such as "professionalism" "practicality" and "teacher focused". Under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as innovatively designed the 
training mode of master of education, constructed the "3421" mode of school-based training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mprove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4321" mode of school-based training of master education. 
The innovation has improved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system of master of education, played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o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reflected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concepts,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raining mode and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master of education; "G-U-S" trinity; school-based training mode fo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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