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案例主题 

近年来，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把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作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创业的突破口，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经过不断探

索实践，构建形成了“三阶递进、三元协同、三体联动”双创育

人体系，有效增强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助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成为全国典范。 

学校 2019年入选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2020 年入选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典型案例，2021 年荣获山东省就

业创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22 年获评国家级双创教育实践基

地，双创教育改革实践荣获山东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二、背景与起因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

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已经

成为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高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

的主阵地，青年学生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参与力量，

必须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主动适应、积极作为。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力落实国办 36 号文件精神，围绕

创新型、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针对双创教育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教育目标模糊，引领双创教育的

价值观缺位；课程不系统，专业课程融入双创教育要素较少；有

效载体缺乏，实践平台薄弱、活动单一；保障供给乏力，缺乏有

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

以此为抓手，推动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 

三、做法与经过 

学校立足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需要，针对双创教育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基于协同理论，构建形成了“三阶递进、三元协

同、三体联动”双创育人体系。 

（一）明确双创教育价值观，锚定育人目标  

提出高职双创价值观核心内容。从“信念为魂、品学为本、

敢闯会创、追求匠心、创造大美”五个维度建构了双创价值观立

体模型。确立双创教育三级目标体系。以培养具有双创意识、双

创思维、双创能力、双创人格的创新型人才为总体目标，以成为

具有创新能力的职业者、企业创新的推动者、新企业的创办者为

个体目标，以提升社会环境的适应力、发现机遇的识得力、已有

知识的重组力、相关资源的整合力为具体目标。通过“内感于心、

外化于行”的教育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双创价值观和

奋斗目标。 



（二）建设“三阶递进”课程体系，丰富教学资源 

开发面向全体的通识型“双创课程”，形成 1个全校性的公

共双创课程平台。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等必修课和《KAB

创业基础》等选修课共 46 门，将开发的双创课程融入通识课程

体系，纳入全校性的公共课平台，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基

础素质和能力，实现双创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 

开发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的“课程双创”，形成 9+N 课程双

创体系。将双创素养培养渗透于专业基础课中，形成了面向 9个

二级学院的专业基础双创课程平台，学生可以依据自身特点和兴

趣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挖掘充实各类专业核心课程双创教育资

源，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形成了 N 个专业核心双创课程平台，学

生可以根据个人发展需要跨院系、跨专业进行选课。 

开发指向双创实务的“实践双创”，形成综合实践育人课程。

强化校内实训、岗位实习、课题立项、科技创新、发明创造、多

元化竞赛、创业模拟、项目孵化等综合实践，构建动态可重构的

模块化课程，推行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案例的教学方法与

学习方法，做中学、学中思、思中创，引导学生在反复的实践体

悟中不断强化双创意识和双创思维，提升双创能力。 

双创课程强调双创意识培养，课程双创注重双创能力提升，

实践双创突出实战体验，实现课程“启蒙、融合、强化”三阶递

进。 



（三）搭建“三元联动”实践平台，提供育人载体 

基于“创意、创新、创业”发展理念，建设“三创融合”众

创空间。搭建集“办公空间、技术研习、社团交流、创业训练”

为一体的一站式双创服务平台，对校内实训室、工作室、工匠坊

进行升级优化改造，建有 194个院系众创空间和 1个校级众创空

间，将创意点子进行选优、培育和创新性分析，推动点子成为可

操作的项目。 

基于“培养、选拔、转化”设计，建设“三层并重”培育模

式。选择孵化项目、创业项目参加各级各类大赛，检验双创育人

成效，搭建起一个“国际、国家、省、行、校”多层级双创竞赛

平台。“培养”旨在全员参与，“选拔”重点培育优势项目，“转

化”对竞赛获奖项目，给予政策、资金、平台等转化支持。 

基于“企业化、市场化、专业化”思路，建设“三化运作”

齐鲁创谷。2015年学校与区市二级政府、齐鲁云商公司共建了 1

万平米齐鲁创谷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搭建起“教学与实训、培

训与成果展示、项目孵化、投融资对接”的一体化双创孵化平台。

对于孵化成功的项目，在齐鲁科创大走廊进行二次孵化。 

众创空间强调产生创意、形成项目，双创竞赛注重项目培育、

优选参赛，孵化平台突出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将典型案例编入

教材、反哺教学，形成平台“服务、竞赛、孵化”三元联动。 

（四）强化“三体协同”保障机制，实现持续发展 



加强以双创专门机构为支撑的组织机构建设。成立党委书记、

校长任双组长，职能部门和院系负责人为成员的“双创工作领导

小组”。成立双创学院，内设双创管理服务、技术服务和专创融

合研究、思创融合研究 4 大中心，形成了“校领导主抓、专门机

构实施、多部门协同”的双创教育格局。 

加强以“双师+双创”教师培养为主体的师资团队建设。采

取“校本培训＋企业实践”模式，加强“双师+双创”教师培养，

支持教师参加 KAB 和 SYB项目、创业咨询师等各种培训，聘请企

业家、创业导师、孵化器专家等组成双创导师团队，形成了专职

为主、专兼结合、素质过硬、结构合理的双创师资队伍，对学生

双创活动进行全程、持续、有效帮扶和指导。 

加强以评价激励为重点的制度体系建设。将双创教育写入章

程、列入规划；实施弹性学制，放宽修业年限为 5 年；制定双创

制度 21 项，把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竞赛和项目立项作为职称评审

的重要条件，实施学生双创学分积累与转换；加大双创教育经费

投入，2015年以来用于双创教育经费 6894万元，设立 100 万企

业双创基金，扶持大学生双创项目孵化。 

激励与支持制度厚植双创文化发展土壤，“组织、师资、制

度”协同发力保障双创教育高效开展。 

四、成效与启示 

（一）育人成效显著 



大赛成绩突出，近 5 年学生获“互联网+”、挑战杯等省级

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奖励 75 项。就业质量提升，毕业生年均就业

率 98.39%、专业对口率 87.91%、毕业生满意度 97.59%、企业满

意度 98.72%，培养了山东省大学生十大创业之星张志伟、优秀大

学生创业者王奎元、魏龙。 

（二）实践成果丰硕 

入驻众创空间创客团队 1021 个、产生双创项目 5184 个，入

驻孵化基地的创业实体 108个，累计创业和吸纳就业 557 人，产

值规模 570 万元，出孵企业 48 家，先后为入驻企业及创客开展

创业辅导 705 次。服务了 1000 余家济南市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助推经济结构升级。入选全国职业院校传统技艺传承示范基地 1

个，获评山东省技术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3 个。 

（三）示范辐射明显 

学校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国家级双创教育实践

基地、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典型案例、山东省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山东省众创空间、济南市就业创业实践教育示范基

地、济南市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济南市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学校双创教育实践模式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

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