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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教育在高职思政教育中的渗透
冯泽奇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思政教育以及创新创业教育已经成为高校关注的重点内容。在当前社会形势

严峻的背景下，用人单位对于用人的需求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下，仅仅依靠单纯的技能教学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的不断进步。为了实现

经济改革的长远发展，高校必须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加快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融合力度，进而培养综合型的人才。基于此，

本文就高校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协同育人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就相应的育人对策进行阐述，切实保证协同育人体系能够发挥

出相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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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阶段，双创教育以及思政教育已经成为当前时代

背景下最具分量的教育内容。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高校必须让

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双向发展，构建新型协同育人的教育全

新形态，让高校人才育人工作的可以适应教育发展环境。

一、高校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协同推进的基本内涵

（一）提升高校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综合能力

在传统的高职教育中，人才培养大多是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

进而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以及人才就业岗位比较稳定。目前，我国

经济模式开始转型，这就意味着高校人才教育模式无法适应当前

的教育发展环境，需要从复合型、综合型人才向着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方式过渡，已经成为当前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全新发展方向。

基于此，高校必须将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进行深度的融合，构

建写同人于机制，以双创教育为核心进行人才育人模式，进而使

高校人才培养能够与时代发展进行对接，从而提升高校人才教育

的综合能力，为新时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高校思

政教育与双创教育协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效果，

减少一些多余、复杂的教育内容，可以让高校人才教育从重视教

育数量向着质量教育进行转变，进而为高校人才教育培养工作奠

定了基础。

（二）实现高校人才教育培养的多元化推进

高校将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融合在一起开展育人工作，并

非是单纯的对高校学生专业素质进行强化，而是为大学生提供不

同类型的教育，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高职院校早期教育的阶段，

高校人才培养主要是以学习成绩作为核心内容，对于素质教育以

及双创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想要实现思政教育以及双创

教育进行深度融合，除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外，学校还需要

让大学生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专业特点以外，从而充分发挥

各个专业的优势，以创新创业为载体，不断强化学生的文化素养

以及职业素养，从而使高校教育不再以学习成绩作为教育单一的

参考标准，而是向着大学生思想人格、道德品质、创新创业能力

的提升方向进行转变，以此来实现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从本质上

来讲，让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协同发展，为学生开辟了一条

全新的教育发展路径，让职业院校学习成绩无论是否优秀，都可

以适应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而让高职院校学生更高的发展。

二、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的基本难题及

困境

（一）高校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目标难以契合

目标是指引教育模式发展的重要思路。制定思政教育以及协

同育人的统一目标对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就目前高校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目标而言，仅仅是为了

满足单方面教育的需求，并未对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协同推

进做好规划，让思政教育工作以及双创教育的开展存在着很大的

矛盾。例如，思政教育要引导学生摒弃个人利益、重视集体利益，

以更高的视角和博大的胸怀投身于社会发展建设。创业教育更加

强调如何获取经济利益以及社会资源。通过积累资源以及创业发

展能够创设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这个方面来看，思政教育以及

双创教育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想要实现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共

同发展，必须要优化二者融合的体系，对内容、方法以及形式上

进行改变，从而使思政教育教育以及双创教育能够产生内在的联

系，以此来推动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共同发展。

（二）高校缺乏协同育人教育培养经验

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协同育人模式，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

相辅相成，以此来构建完善的教育发展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才

教育培养的双向循环，提高专业人才综合能力的发展。但是因为

部分高校因为缺乏协同育人体系，导致协同育人教育体系更加倾

向于教育性，尚未能够做好教育平衡工作，相关教师之间也缺乏

教育沟通，从而使高校协同育人机制长期处于一种单项的教育模

式，很难形成协同育人模式。总而言之，部分高校很难实现不同

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使协同育人成了单一的教育形式，难以从

本质上充分发挥出教育育人效果。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对于

大学生教育实践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但是在高校教育管理平衡

方面的控制不足，这就导致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协同育人体系

的推进存在着很大的阻碍，进而使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质量明

显下降，让高校协同育人培养效果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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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思政教育、双创教育体系尚不完善

高校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体系应该以培养大学生教育工作

为核心，让教育工作能够获得不断的推进，从而为思政教育以及

双创教育提供优质的发展环境。但是部分高校对于思政教育以及

双创教育体系，是以大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基础，不能够在教育实践、

教育培训进行规划和布局，让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流于形式。

在此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很难取得良好的教育效

果。针对上述问题，高校应该充分做好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

特点，让深层次教育得以创新，切实为协同育人体系的推进做好

科学布局。对教育内容、教育模式进行有效的改革，从而使思政

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形成一定的内在联系，为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

推进奠定基础。

三、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协同育人策略及路径

（一）加强高校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多位一体教育联动能力

之所以让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加强联动，其目的就是为了

让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产生内在的联系，通过不断优化教育内

容以及教育方案，需要深化课程教育体系。基于此种情况，在思

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双向需求下，在不改变基础教学体系的同

时，需要深化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深度合作。

例如，在双创教育的创业教育方面，思政教育应该着重培养

学生的自主创新精神以及奋斗精神，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向，有序

地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工作。在传授给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还需

要满足双创教育工作的基本需求。同时，双创教育还要给予思政

教育工作足够的支持。尤其是对于岗位创新教育，制定培养大学

生良好的创新意识以及探索精神的教学目标，从而使思政教育教

育以及双创教育形成有效的关联，从而为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

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二）强化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学生教育的重要资源，因此，教师想要推动思政教育

以及双创教育协同育人体制，需要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入手。教师

在教育方面需要汲取相关的教育经验，并且帮助大学生解决学习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高职院校应该定期开展教学研讨会，为教

师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从而使各个学科的教师能够认真地做好

教育问题反馈，以此来实现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协同育人的多

元化推进。另外，在教育实践方面，高校还要给予教师充足的资

源，保证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活动的开展。在不断地学习以及

实践活动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积累经验以及知识，从而深化思

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深入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此来了解自身在教育方面存在着哪些确实，

进而为后续课程教学以及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创新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新形式、新方法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高校教师在传授课程的时候要采用专业

的教学方法。为了保证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的开展，高校教师

可以尝试采用全新的教学方法，让思政教师与双创教育实现深度

的融合。教师可以尝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双创教师

可以尝试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而为思政教师课程教学工作提供足

够的支持。在线上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们讲解理论知识。在

线下教学中，教师则是可以开展各种类型的实践活动。这不仅可

以提高学生的好奇程度，还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积极性。为思政

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全新的环境，使高校协同育人从

而得到培养，以此来满足新时代发展的需求。此时，运用线上教

学平台还可以让教师以及学生进行深度活动，加强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为学生创设优质的学习环境，将传统、枯燥的教学模式

转换成为生动趣味课堂，从而使高校协同育人取得更为优秀的效

果奠定基础。

（五）完善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协同发展体系

构建完善的教育发展体系，能够让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融

合的更加深度。高校在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此来深入

地了解各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根据企业未来的用人需求以及行业

发展动态来制定科学合理的双创教育方案，从而使高校双创教育

发展能够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完善高校思政教育体系时，高

校要尝试与政府机构进行深度的合作。引导政府机构参与到高校

教育工作之中，以此来扩大思政教育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在政

治文化的影响下，高校思政工作能够显著提升学生们的创新能力

以及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为了更好地保证思政教育质量，高校可

以联合政府机构来初拟一些考核题目，让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与时

代发展进行对接。这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全新的发

展契机。

四、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以及双创教

育结合在一起，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以及职

业素养。高校应该继续优化教育体系，不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以此来实现思政教育以及双创教育协同育人的稳定发展，为后续

的教育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1] 刘琦，宋秋喜 .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通的策略

与途径——以艺术类专业为例 [J].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

37（06）：36-39.

[2] 林华开 . 协同理论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五维融合”路径研究 [J]. 工程技术研究，2020，5（24）：

209-211.

[3] 张青，叶锋，易玉梅 . 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德

育课程体系初探 [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23）：324-325.

[4] 刘辉 .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有效融合——评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 中国高校科技，2020（1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