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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

———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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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是高等学校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培养、教育目标的要求。以华南农业

大学创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和教育实践为例,提出了调整人才培养计划,开设创业教育课程,编著适合大学生创业

教育的教材,开展教学改革研究的教学改革思路;总结了建立创业教育联运机制,探索创业实践项目化管理模

式,实施“三级”互动创业计划竞赛,创建网络互动平台,建立全员参与的创业实践基地的教育实践经验。从而积

极探索了集创新教育、创业教育、创业教学、创业计划竞赛、模拟创业实践和创业培训于一体,理论与实践结合、

教育与教学结合、竞赛与培训结合,具有农科特色的创业教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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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以
创造、创新、创业为特征的时代,它不仅对现行的教

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预示着未来中国教育必将

发生深刻的变革,创业教育是时代的要求。作为承

担高等教育重任的大学,理所当然要积极准备,培养

大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树

立创业教育的新理念,积极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教

学和实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适合高校大学生

创业教育教学和实践的体系,引导大学生积极创业,
将是高等院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推进高等教育可

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

  一、开展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主动
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1.知识经济时代对创业的要求

21世纪是一个创造、创新、创业为特征的世纪,
知识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

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

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改变人

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生活

方式以至思维方式,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

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

产品的知识含量,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取代劳动密

集型产业,并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创业

是知识经济时代就业的必然趋势,但我国高校大学

生自主创业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麦可思

中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
中国2008届大学生自主创业占大学毕业生总数的

1%,其 中 211 院 校 为0.54%、非 211 本 科 院 校

0.73%、高职高专院校为1.36%,而当年发达国家

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高达20%~30%[1]。

2.知识经济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需

求

伴随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人们开始反思高等

教育发展的经验问题,社会的发展要求改革学校教

育,促使高校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作出新的尝试与

探索。1989年北京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

讨会”,提出了“事业心和开拓教育(enterpriseedu-
cation)”的概念,后被译成“创业教育”,它作为一种

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却昭示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方向———面向未来,把培养学生的事业心、创新

精神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新的价值取向。知

识经济时代,需要大量具有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农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研

究,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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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目标的内在要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科技、知识创业是新的模

式,也是必然趋势。我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都明确提出以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这是我国教育目标上

的重大突破。虽然知识经济在我国初见端倪,但高

校教育要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培养适应不同行业的

创业者已经成为高校现实的任务。因此,高等学校

的教育改革应根据新的教育目标提出的要求,制定

新的措施和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开展大学生创业教

育,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改变传统就业观念,积极

配合高等教育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和

创业型人才[2]。

  二、农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教学
改革

  1.把创业教育教学纳入学校人才培养计划

高校人才培养计划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

求,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内在创造潜能,培
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从而使大学生成为社

会的人、竞争的人、市场的人、国际的人。首先,把创

业教育教学纳入学校大学生素质教育总体规划,积
极进行教学改革、修订教学计划、增加实践教学环

节、加强实习基地建设。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
支持学生自主创新项目的研究,对学生中蕴涵的创

新思想和创新项目采取项目化运作方式加以培养。
其次,加大各类实验室的开放力度,使学生能够依靠

学校的实验资源和教师指导进行科研训练。最后,
实施课外创新学分制,从2001年起,华南农业大学

规定学生从事科研训练和创新创业活动均计学分,
社会实践、劳动、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等作为必修环

节,与学籍挂钩,使之成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

的重要指标;学生课外研究课题可以作为毕业设计

课题或某门相关专业课课程设计;教师对学生作学

术报告、专题报告和讲其他专业课一样计算工作量,
并作为教师教书育人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

2.开设大学生创业教育教学课程

创业教育教学课程是实现大学生创业教育目标

的主要途径和载体,围绕创业教育目标和人才培养

计划要求,设置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内容和方式,培
养创业意识,传授创业知识,培养创业技能[3]。2001
年,华南农业大学以“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为主题

举办专题讲座,如《“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辅

导专题》《如何寻找创意、点子和项目》;2002年首次

向本科生开设《创业学概论》,其后陆续开设《大学生

创业与职业规划》《企业管理专题》《创业融资与风险

专题》和《如何撰写创业计划书》等与创业教育相关

的课程。2007年在经济管理学院开设“创业人才特

训班”,在大学生中选拔和培养“创业型人才”,实现

“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促就业”的目标。每学年一

期,每期50人,在原专业学习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

生企业家素质、创业实践能力,探索大学生创业教育

教学模式[4]。

3.编著适合大学生创业教育教学教材

教材是教师实施教育教学计划的重要载体和主

要依据,是学生获取知识、发展能力的重要渠道,也
是考核教学成效的重要依据。因此,结合农业院校

特色,编写适合大学生创业教育教学的教材十分重

要。2005年华南农业大学组织创业教育教师团队

编写《创业学概论》讲义课件,设计制作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培训课件,为创业教育教学和出版适合大

学生教材打下坚实的基础;2006年编著教材《创业

管理概论》,作为学校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教学的学

习教材。

4.开展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重视大学生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一是面向一线教师设立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让教师在教学中探索创业教育的内容和模式;
二是成立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创业活动指导中心

和领导小组,指导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践和竞赛;三是

设立专项经费,每年80万元用于支持大学生开展科

技创新创业活动。支持理科类创新项目200项,每
项给予1500元资助;支持文科类创新项目100项,
每项给予800元资助。同时积极探索创新、创业项

目的管理模式,使每个项目组织团队,有指导教师、
有项目负责人、有项目论证,保证项目结题率达

95%以上。

  三、农业院校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
的实践

  1.建立创业实践联动运行机制

华南农业大学十分重视“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

培训活动,建立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分工负责、协同

配合、师生互动的联动运行机制。从2003年起,学
校成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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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创业活动进行整体规划

和宏观领导,对学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活动项目

的批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工作进行规划和审查,协
调有关机构的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教学工作的副

校长任组长,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及主管

财务的副校长任副组长,教务处、学生工作处等职能

部门的 主要负责同志任领导小组成员。同时成立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指导中心,负责制定年度

活动计划,组织实施各项活动和竞赛工作;负责每个

年度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立项、组织实施、检查

评估和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项目基金的管理使用;
负责组织挑选作品代表学校参加省、国家竞赛。各

教学单位配备专任指导教师,参与相关重大赛事的

培训及组织工作。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形
成了由学校统一领导,职能部门牵头规划,相关部门

协同配合,团委、学生会、学生社团积极组织,专业教

师悉心指导,广大学生普遍参与的创业竞赛格局。
形成了课外创新创业活动经费有保障、活动有场地、
项目有导师、成果有奖励的“四有”局面,使学校大学

生创业教育教学活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态

势[5]。

2.探索创业实践项目化管理模式

所谓项目管理,就是项目的管理者,在有限的资

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

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地管理。创业实践项目化管

理模式是以创业实践团队为单位,学校给予一定经

费,自主选定项目负责人,自主选择创业实践团队成

员,通过创业沙龙,优化团队,最终达到提高创业技

能的目的。华南农业大学制定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

竞赛活动项目化管理制度,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进行立项,确定项目负责人、参与者,明确项目指导

老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下拔项目经费等。项目负

责人对整个项目实施完成过程负责,项目经费由指

导老师负责管理。学校成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咨

询中心,负责管理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工作,跟踪

项目进展,评估项目实施效果。通过项目化管理机

制,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学生支持,并加强

了对学生课外创新创业活动的指导。

3.实施“三级”互动创业计划竞赛

华南农业大学十分重视大学生创业教育教学工

作,以开展“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为契机,推
进创业计划竞赛成果转化,探索“三级”互动创业计

划竞赛培训机制,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

创业能力。“一级”创业计划竞赛是校内创业计划竞

赛培训工作。每年9月至10月,校团委制定校级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培训实施方案,各学院组织学生

参与“挑战杯”的面上宣传动员、培训、选拔和竞赛,
以学院团委为单位进行立项工作,学院团委挑选骨

干开展组队沙龙,招募团队成员,遴选创意,组织项

目实施方案,校团委组织专家评委进行项目答辩,通
过竞赛评审,评选校级创业计划竞赛的金、银、铜奖

和优胜奖。“二级”创业计划竞赛是“挑战杯”广东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团委通过校内竞赛选拔优秀

项目进行培育,组织相关指导老师进行深入创业团

队进行指导和调研,组合优化团队,模拟创业实践,
然后挑选项目代表学校参加省级“挑战杯”创业计划

竞赛。“三级”创业计划竞赛是全国“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它与省级竞赛交

替进行,学校通过校级、省级竞赛的选拔,挑选项目

参加竞赛。每一级竞赛都进行创业团队优化组合,
项目创意提练,项目可行性调研分析,使之更加接近

创业实际要求。华南农业大学经过多年来的实践,
已经形成了一套“三级”创业计划竞赛培训的机制。

4.建立创业实践基地

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学资源,在实践教学和实习

活动中渗透创业教育。从校企合作、共同育人的角

度出发,学校先后在全省各地建立了100多个以开

展科技创新、毕业实习、创业教育、就业指导、挂职锻

炼、志愿服务、项目对接、技术合作等为主要内容的

创业实践基地,鼓励大学生到创业园区开展产、学、
研相结合的创业实践模式。按照双向受益原则,以
创业基地为窗口积极为接受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和智

力支持,联合开发新产品,优先、优惠转让科技成果,
推荐优秀毕业生。同时学校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高

校创业教育实践的特征规律,使其在内容、方式上以

及深度、广度上不断发展,呈现多层次、多方面、多种

模式循序渐进、递次上升的趋势[6]。

  四、农业院校创业教育的成效

1.形成了“一杯一节一赛一班一实践”的创业实

践模式

创建了校级、省级、国家级“三级”互动创业计划

竞赛培训机制,校级、省级、国家级竞赛交替进行,穿
插在日常教学和课外实践中,形成互补互动。学校

结合“一杯一节一赛一班一实践”的创业实践活动,
组织指导学生参加了第三、四、五届“挑战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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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计划竞赛,每届竞赛参赛学生达2000多人次,
第5届创业计划竞赛参赛人数在3000以上。参赛

学生包括学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各

学历层次。

2.在各级“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成绩优异

6年来,团队创新创业教育的受众面超过本科

生的10%和研究生的2%,为广大学生接受创新创

业教育、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通过

创业计划竞赛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了

创新创业意识,提高了综合素质和能力。学校创业

团队在全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共夺得全国金奖

1项、银奖1项、铜奖3项,还荣获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授予竞赛高校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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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PracticeofCareerEducationReformin
Agricultural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

———ACaseStudyofCareerEducationReformin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DAIYu-bin
(President’sOffice,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42China)

Abstract ThesettingupoftheCareerEducationPrograminagriculturaluniversitiesrepresentsthe
adaptationof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tothenewagecharacterizedbyknowledgeeconomyinwhich
talentnurturingandeducationalobjectivesaremeasuredbyupdatedcriteria.InthecaseofSouthChina
AgriculturalUniversity,theuniversityfirstlyclarifiedthereformguidelinesregardingrespectivelythe
theoreticalandpracticalaspects.Fromthetheoreticalside,itintroducedCareerEducationPrograminto
itsdisciplines,compiledtextbookstailoredtostudents’need,andconductedresearchesinthisfield;at
theapplicationstage,theuniversitybuiltanoperativemechanism,designedaprojectmanagementmode
torundifferentcareerprojects.Aninteractiveonlineplatformwasformedandacompetitionwasheldto
selectdesignprojectstakingadvantageof“ThreeLevels”.Experimentalbasesforbusinessplanswere
establishedtopromotetheparticipationofallinvolved.Attheendofthepractice,discussionswereheld
tosumupexperiencesandanalyzeproblems.Throughtheprocessofresearchandpractice,anewmode
ofCareerEducationProgramisestablishedwhichintegratesinnovationeducation,careereducation,ca-
reerdevelopmentcurriculum,careerdesigncompetition,simulatedbusinessstart-upandbusinesstrain-
ing.Andthisexperiencewillhelptoformaneweducationmodefeaturingagriculturaldisciplinesby
combiningtheorywithpractice,educationwithcurriculumdevelopmentandcompetitionwithbusiness
training.

Keywords agricultural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careereducation;businessstart-uppractice;

teachingreform;teaching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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