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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医学院校创新创业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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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方医学院校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加强创新创业课程建设,是非常及

时和迫切需要的新举措。 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建设是检验教学成果、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路径和重

要抓手。 以桂林医学院为例,作为一所地方医学院校,特别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为在校本科生开

设创新创业课程群,这进一步促进理论课程力争做到三个有效融合,实践环节形成三级平台的新模

式,加强了课程的管理与评价,并逐步构建医学本科生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以保证教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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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new measure need timely and urgent for local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the main way and key point for testing teaching achievement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Taking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one of the local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exampl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ries of relat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a group for undergradua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n particular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three effective

integrations of theoretical courses, form the new model of three-level platform in practice. Moreover, the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system will be

gradually built for medical undergraduates, so as to steadily ensure the teaching level and trai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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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社会对医疗卫生方面的

人才,尤其是对医学院校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

求[1]。 课程建设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课程

建设将成为有效落实教学计划、提高教学水平和人

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2]。 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建

设是检验教学成果、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路径和重

要抓手[3]。 因此,地方医学院校在健康中国战略背

景下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加强创新创业课程建设,显

得尤为重要[4-5]。

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新一轮教学改革的

主攻方向[6-7]。 大部分高等院校已将创新创业课纳入

本科教学课程,地方医学院校结合学校实际,特别在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迫切需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1　 建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必要性

受传统教育理念的约束,地方医学院校在教学

过程中同样可能呈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尤其

针对医学生,课程任务较重,学生获得创新创业理念

的过程相对更长[8]。 加强创新创业课程建设有利于

以学生为本,可紧紧围绕大学生主体的发展需要开

展教学活动,促进教学改革;有利于以目标为导向的

多维教学活动,从教学目标出发,通过教学方法和教

学手段改革,从而最终达到教学目标的全过程,进一

步提升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有利于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构建起理论、实践与第二课堂结合的“三位一体”

课程体系,进一步挖掘创新创业的教育资源,促进专

创融合;有利于构建全方位多通道的创新创业实践

教育支持平台,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优质

实验共享系统,加快孵化园、创业基地、众创空间的

建设,促进校企的深度整合和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的

双创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施展才华的空间[9-10]。

地方医学院校通过对双创课程体系顶层设计,

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并高度重视双创教育课程

建设,积极做好传统就业向双创教育转变的工作,为

在校本科生开设双创课程群,让学生关注创新、尝试

创业,并大力加强双创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完善

对双创课程体系的构建。

2　 构建地方医学院校本科生创新创业课

程体系

以桂林医学院为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从

培养学生的双创意识和能力出发,成立创新创业教

研室,从引用创新创业教材为切入点,进而参与撰写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材,既为大学生开设创新学、创造学、大学生就业指

导等基础理论或者创新创业基础理论课程,又结合

地方医学高校实际,开发创新创业教育的技术性课

程,并根据地方医学院校专业特色,将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专业课程中,积极构建理论、实践与第二课堂结

合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根据教育部要求,设置《大学生创新创业》必修

课程,理论课程力争做到三个有效融合[11-13]。 首先

是课程思政引导下的专创教育融合,在开设创新创

业基础课程的同时,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充分挖

掘专业课中的双创教育资源,在专业院系开发依托

某一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双创课程,实现专创教育的

有机融合,即把创业视为一个过程,其中创新创业教

育是完成这个过程的方法,专业能力是学生创业的

根本实力,而思政课则引导学生在正确的道路上创

业。 第二是线上、线下课程融合,在开设双创线下课

程的同时,开发一批如慕课等资源共享的在线开放

双创教育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增

强教学吸引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实现双创

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 第三是显、隐形课程融合,就

双创教育而言,一方面应面向医学生开发、开设纳入

学分管理的创新创业显性课程,即在学校教育中列

入培养计划,按计划组织实施的正式课程;另一方面

还存在未列入培养计划的一些潜在“课程”,即隐形

课程,如校园文化、同辈影响等,这些对学生的培育

同样重要。 因此应注意隐形课程的开发,把创新创

业文化特别是创客文化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努力营造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宽容失败的氛围

环境;加大价值宣传,发掘树立双创先进典型,弘扬

正能量,以榜样力量激发学生对创新创业的热情。

实践环节应加强课内实验、课外实践和校医、校

企实习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形成“三级平台式”实

践教学新模式[14]。 课程设置中加大实验课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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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动手能力培养;增加选修课比例,突出个性化培

养与课外实践;依托重点实验室的科研资源,建立自

主型、开放式和探索性实验课程体系,激发医学生的

科研兴趣、创新潜质和实践能力,加强科学解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强化自主实践环节。 针对临床医学、药

学、护理和检验等不同专业的特点,积极推行“校医、

校校、校企协同”的育人机制,具体为:鼓励学生在课

程学习后,去往各附属医院相关科室或药企等相关

单位和企业,进行参观、见习和实习等训练;尝试导

师联合培养,校外导师侧重培养学生实践、管理和科

研创新思维的能力,校内导师则主要负责学生理论

知识的巩固和实验技能的培养,形成优势互补。

第二课堂则注重创新创业训练、竞赛和成果孵

化的有机结合[15]。 积极引导学生自选课题,自主提

交科学研究计划,主持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引导学生转变大创申报思路,从往年以创新训练

课题占绝对优势、创业训练类型凤毛麟角、创业实践

项目缺乏的格局,调整为加强创新训练计划的质量

基础上,适当增加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的申报

比例。 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创新创业大赛(如“互联网+”“挑战杯”等)。 面向全

校师生开展大赛系列讲座计划,包括项目申报以及

赛道选择讲座、项目计划书写作讲座,以及创新思维

沙龙等;通过和兄弟院校共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和教材建设,形成医学生科学前沿需求的跨学科

课程体系,构建创新创业服务网站,开设大学生自主

创业园,建立健全创业实践基地,积极鼓励学生参加

创业实践,在校内营造出浓郁的创业氛围;加大对创

业基地建设及扶持力度,划拨专项基金进一步优化

创业场地;开展营销方案竞赛、创业计划竞赛等校园

模拟创业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鼓励支持学生注册个体经营户或公司等法人

企业,为医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见图 1。

图 1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以桂林医学院为例,2018 年被授予“广西高校

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面向全体学生开放使用,共

入驻孵化创业项目约 30 个,创业项目涵盖文化传

媒、生活服务、电子商务以及生物科技等方面,包含

创业基地成长区、创意区和孵化区项目。 桂林医学

院对创业项目运行优异者积极培养,挖掘大学生创

新创业典范加以推广,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创新创

业活动中,并且主要通过“互联网”开展直播或线下

各类知识普及与培训。 依托专业优势特色,迄今已

培养一批“带头人”和“创新创业典型”,成功孵化一

大批学生自主创业实体。 2021 年 11 月桂林医学院

创业示范基地被遴选认定为“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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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典型示范基地”。

3　 加强创新创业课程的管理与评价

严格按照国家出台的文件精神,结合本校特点,

加强支持医学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管理与评

价,具体为:进一步规范创新创业相关制度,制定创

新创业培训课程管理办法,确保此类课程更加规范

有序开展;明确创新创业培训课程中授课教师、教学

管理人员的职责,制定大学生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管

理办法,明确申请入驻、日常管理、考核等制度,使众

创空间得到规范管理、高效运营;进一步修订现有的

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管理办法,出台一系列参与创

新创业竞赛的激励政策,更好地促进师生参与的热

情,建立创新、创业、创意“三创融合”平台。

4　 结语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坚持共享发展、增进人民

福祉的一项国家战略。 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必须

着力构建国家“大卫生”“大健康”的发展新格局[16]。

因此,医学院校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重要使命。 创新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创业

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人才为目标,培育学生创业意识、

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教学活动[17]。 开展医学生

双创教育,可以增强医学教育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有

利于帮助大学生更新就业思路、转变就业观念、树立

创新精神、强化创业意识,掌握创业方法,养成克服

困难、承担风险的心理和意志,积累实践经验、增强

实践能力、增长实践本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达

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境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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