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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对师范教育功能的重新定位，反映了新时期创新教育思想的价
值取向。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是建设“新师范”、培养高质量师范生的重要举措。从实习基地到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

转变就是一种理念上的更新、功能上的提升、内涵上的升华；实现校—校无缝对接、拓展实践教学的内容、提升学生的创

新实践能力、拉动“新师范”教育改革等方面体现了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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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时代的要
求，是实现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理所当然

是师范院校教师的职责和任务。它要求教师在传

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始终贯穿创新教育思想，形

成创新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品格

与创新能力。为了实现新时期这一人才培养目

标，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创建师

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就是其中一项重大举措。

随着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

深入，创新创业教育得到了广泛宣传和深入研

究［１］，其理论与实践得到快速发展，师范生实践

教学从简单的教育实习发展到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既是教育理念的深化，也是教育实践的全面飞

跃，因此，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有其必然性，也

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１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及基地建设的必
然性

１．１　师范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是教师职业特征之
使然

创新创业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工科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目标明确，已经卓

有成效。国内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理论的研究文献

较多，但是关于师范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却

很难找到专门的论述。师范生是大学生的一部

分，毫无疑问同样需要创新创业教育，那么师范生

的创新创业是创什么新、创什么业？著名教育家

顾明远先生阐述了教师职业的四大特点：复杂的

脑力劳动，极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鲜明的示范

性，长期性和长效性［２］。从教师职业的四大特点

可以看出，教师的劳动是一种复杂的有智慧的劳

动，比任何职业都更需要有灵活性和创造性。需

要教师有教育的机敏性，能创造性地、灵活地运用

各种教育方法塑造学生；学生往往以教师为榜样，

教师的言行也容易被学生模仿，因为教师具有权

威性，教师教育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当然有

些教育是需要长期的慢慢渗透才能见效的，有时

老师一句不经意的话会影响学生一辈子，可见其

影响是深远的。师范生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培

养的对象是人，是可以塑造的灵魂，不是实现标准

化的、机械的和统一的产品；从教师的职业特点可

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１２
基金项目：湖南省校企合作基地项目（［２０１６］４３６－１６）；湖南省教育厅教研项目（［２０１８］４３６－３７０）
作者简介：吴伶锡（１９６４－），男，湖南湘潭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课程教学论与信息技术研究。



第４期 吴伶锡，等：试析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内涵与价值取向

以看出，教师实际上是从事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创造性，是一项伟大的教

育事业。因此，开展师范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有其

独特的含义，不能简单理解为创新和创业的结合，

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尤其是这里的“创业”有别

于工科学生的“创业”，不能理解为狭义的产品开

发，更不是为了开公司，而要理解为广义上的“开

创事业”［３］；是要立足岗位“创新性开展教育事

业”，使师范生成为创新创业思想、文化、知识与

技能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创建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是“新师范”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师

范生的培养改革不断深入，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

体系的调整、实践环节的加强以及教师队伍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整体来讲还是处于一

种较封闭的状态，学科壁垒较高，学院界限明显，

培养模式仍然比较单一，学科知识很难交叉渗透，

限制了学生知识面的扩展和对知识的钻研深度，

知识结构体系并不完善［４］。在专业教育过程中，

课程设置虽然有所改革，但是仍然过于强调专业

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培养，渗透创新创业教育的思

想不足。因此，导致学生知识面相对较窄，视野不

够宽，拓展性较弱，创新激情不足。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打破壁垒，加大开放，加强高等师范教育内部

的融合，加强高等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结合，创

建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１．２　建设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是新时代人
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创新人才对促进国

家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国家层

面非常强调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我

们应把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目

标，把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落到实处［５］。近年来，

权威部门正式发布了中小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

成果。学生发展核心素养［６－７］主要指学生应具备

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品格和

关键能力。同时，也提出了各个不同学科的学科

核心素养，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进一步明确。

例如，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就包括物理观念、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以及科学态度与责任四个方面［８］。

学科核心素养是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它

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教学改革的目标。从重视基于

知识传递的“双基”教学目标发展到基于科学探

究、合作交流等方法的“三维教学目标”，再到今天

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科核心素养”新目标的确

立，无疑是在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重大飞

跃。创新创业教育思想是现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

的思想，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它对于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创新品格与创新能力的师范生意义

更加重大。贯彻好这个思想，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落实核心素养这个新目标，就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建设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无疑是一个重要

抓手、重要举措和重要条件。

１．３　建设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是“新师范”
建设的必然要求

２０１８年国家《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

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

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

育家型教师”，指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造就

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它引发了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许多

地方出台新政策来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如广东省

就出台了建设“新师范”的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改

革举措，对培养优秀的师范生特别有指导价值，由

此将师范教育改革建设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深

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师范生创新实践能力

培养，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做好新时期师范

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因而师范生创新创业教

育基地建设就成为“新师范”建设的必然要求。

２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特征分析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建设是落实“新师范”、

培养高质量师范生的重要举措，它有别于以往的

教育实习基地建设，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建设好体现新时代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的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不至于“新瓶装旧酒”，首先明确创

新创业教育基地的内涵、价值取向和区别于以往

教育实习基地的特点，显得尤为重要。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建设的内涵就是通过搭建创新创业教育

平台，在教师培养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思想，构

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其价值取向就是培

养师范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形成

创新品格，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创业精神、掌握创

造技能、善于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使之成为

创新创业思想、知识、技能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

者。创新创业教育基地与以往教育实习基地比

较，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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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基本属性与基
本任务

在创新引领的大环境下，高等教育也在不知

不觉地发生变化，学生实践环节不断加强，学生创

新能力明显提升。从实习基地到创新创业教育基

地的转变就是一个较大的飞跃，是一种理念上的

更新、功能上的提升、内涵上的升华，它在基本属

性、基本任务、工作内容以及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

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基本属性发生了变

化，在教育实习基地属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创新性

和开放性。师范生在基地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教

学实习任务的同时，要开展科技竞赛、教学比武、

课程设计等系列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而且这

些活动具有开放性，可以吸引其他学校的学生和

老师参与这些活动，起到辐射和引领的作用。其

次是基地由单一完成实习任务扩展成了一个创新

创业教育平台、一个教师提升教学水平的平台。

因此，师范生教育实习、师范生创新能力提升以及

指导教师教学学术交流等方面就成了创新创业教

育基地的基本任务。

２．２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主要工作内容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内容主要体现在

六个方面：课程教学实践、教育调查实践、班主任

工作实践、创新创业实践、新课改课程实践以及教

师互聘与交流；在原有实习基地教学实践内容的

基础上增加了后面３项内容。前３项都是实习基
地的基本工作内容，也是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基

本内容。由于实践时间的增加，相应地要求也更

高，其新增内容是以科技竞赛和研究项目为依托，

参与青少年科技制作活动、物理知识竞赛、科技竞

赛、教学技能比武以及课堂教学设计大赛等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全面培养学生的主动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形成创新品格。新课改课程实践是学

科课程以外的课程实践，包括研究性学习、通用技

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等新课改课程，用以全面锻

炼学生的综合教育教学能力。教师互聘与交流是

基地建设的关键工作，建设高水平指导教师队伍

是基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互聘优秀教师，积极开

展教育教学研讨，有利于形成一支德才兼备的高

水平的教师队伍。

２．３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运行组织与管
理方式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与实习基地相比较，在组

织与管理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实习基地一般为

比较松散的管理模式，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创新

创业教育基地则有比较固定的组织管理机构，基

地分为校内和校外两个部分，两部分一起构成完

整的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因此，与传统的教育实

习基地相比，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任务、内容、运

行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运行组织

与管理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应该设立专兼职的

相应机构，有专人负责组织、计划、考核等一系列

工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将成为“新师范”建设的

主要实践平台，也是师范生培养质量的保障条件。

２．４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教师队伍建设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建设得如何，关键在教师

队伍；一支具有创新创业教育能力的高水平教师

队伍，是基地内涵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原来的实习基地教学，一般由实习教师带队，到实

习学校开展教育实习，大部分的实习学校老师不

参与实习生的教学指导；建立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后，基地属性以及工作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必

须由两校专任教师组成教育教学团队，才能完成

好相关的工作内容。因此，在队伍建设上，指导教

师数量上增加了，指导质量提升了。通过两校互

聘教师，加强两校教师之间的沟通，可以实现取长

补短，互相促进。物理教育实习基地与创新创业

教育基地对照情况如表１所示。

３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价值追求
３．１　实现校—校无缝对接

从表１可以看出，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增加了
两个很重要的功能。一是搭建了创新创业教育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师范生可以开展教育教学、科技

创新和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二是通过这个基地

实现互聘互派，增加了中学一线教师与高校教师

交流的机会：一线教师有机会得到理论提升与再

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把实践中好的经验传授给高

校教师和师范生，比如聘请一线教师指导师范生

参加学校和全省性讲课比赛、与高校教师一道破

解教育教学中的难题并形成优质教学案例等；高

校教师也有更多深入中学教学一线开展教学实践

与教育研究的机会，反过来又会促进教师的教育

反思，不断创新和完善自己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

法，从而形成独特的教学模式。通过互相交流，解

决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实

现校—校之间的无缝对接，使创新创业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得到不断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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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物理教育实习基地与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对照表

序号 名 称 ＩＥＥＰＢ ＥＰＢ

１ 基地属性 实践性、教育性、创新性、开放性 实践性、教育性

２ 基地作用

（１）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实践任务
（２）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３）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教育实习任务

３ 工作内容

（１）物理课程教学实践
（２）教育调查实践
（３）班主任工作实践
（４）创新实践
（５）新课改课程实践
（６）教师互聘与交流

（１）物理课程教学实践
（２）教育调查实践
（３）班主任工作实践

４ 运行时间与方式 全学年，多项活动，深度合作 一般在秋季，比较固定

５ 组织与管理形式 有比较固定的组织管理机构，基地分为校内和校外两个部分 松散的管理模式，指导教师负责制

６ 教师队伍 由两校专任教师组成教育教学团队 只有带队指导教师

　　注：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ＩＥＥＰＢ）；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ＥＰＢ）．

３．２　拓展实践教学的内容
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全面实施师范生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体系，其实践的内容和课程体系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３项实践工作发展到６项
实践内容，学生课程实践环节更加系统而全面。

以物理学科为例，其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物理课程

教学系统设计实践、教育调查实践、班主任管理实

践、创新创业活动实践、新课改课程实践以及教学

评价实践；后３项是新增内容，它要求学生通过大
量的创新活动、新课改课程的教学实践，运用信息

技术开展研究性学习，开展教育课题研究，探索教

育教学规律。这些实践内容的拓展，进一步突出

了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所有实践教学内容

都是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开展深度课程设计并实践，实践过程全面

贯彻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创

业精神和能力。

３．３　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根据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要求科学设计实践

教学体系，依托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扎扎实实开展

创新教学实践研究，最终要落到提升学生的创新

实践能力上。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紧紧围绕开

展三项探究、实现二项目标和实施一个拓展来进

行。一是师范生要在基地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开展

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三项探究；要通过

这三项探究加深对与新课程改革背景相关的教学

内容的理解，着力提升基于信息技术的微课、翻转

课堂和ＭＯＯＣ等教学改革与实践能力。二是要
实现课堂教学高效化、学生管理高效化二项目标，

做到既教书又育人。通过观摩、见习和文化熏陶，

全面了解教学过程，熟悉教学环节，提升驾驭课堂

能力、班主任工作技巧以及引导所教学生从小培

养创新意识的能力，全面提高师范生教学与管理

的综合实践能力。三是实施一个拓展，即拓展学

生主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科技竞赛和研究

项目为依托，定期开展青少年科技竞赛、物理竞

赛、挑战杯大赛、教学技能竞赛以及课堂教学设计

大赛等活动，鼓励学生投身到这些竞赛项目中来，

使学生成为科技竞赛和教学改革研究的参与者和

中坚力量，全面培养学生的主动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

３．４　拉动“新师范”教育改革
自提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以来，理工科大

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一片繁荣景象，“新工科”建

设成效斐然，相对而言，“新师范”创新创业教育

研究尚处在积极探索之中，实践起步较为缓慢。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乏工

作的“抓手”或“突破口”可能是原因之一。对师

范类大学生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无疑要深入开展

“新师范”教育规律探索，全面探究其培养模式，

开展培养方案的研究，精心设计科学的课程体系

等。建设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搭建高校与

基地共建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实质性地组织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教学活动，可以有力促使学

校和教师去破解师范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确保创新创业教育的顺利实施，确保学科核心素

养培养目标的落实。比如，它将倒逼学校和教师

去建立与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教学活动融为一体的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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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从而促使新的人才培养模

式的产生与形成；它将促使学校建立并不断完善

师范生培养的“导师制”机制，从而可以全面加强

对师范生的指导；它将推动探究性和研究性教学

模式的构建，实质性推动教学改革。随着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和创新创业教育平台的建立与逐步完

善，可以预见，它对全面拉动“新师范”教育改革

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９］。

４　结语
在师范教育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对

新时期师范教育功能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价值取向

的重新定位，而且也是培养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

能力教师的有效途径。牢牢把握住师范生核心素

养培养，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教师的保障。建设

一支高水平的指导教师队伍，是实施好创新创业

教育的关键。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的价值追

求体现在师范院校与中学一线的有效对接，拓展

了师范生培养的实践内容，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实

践能力，拉动了“新师范”教育改革。师范生创新

创业教育基地建设实践涉及的问题很多，困难不

少，需要多方面协同工作，在改革中破解难题，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１］李亚员．创新创业教育：内涵阐释与研究展望［Ｊ］．思
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６（４）：８３－８７．

［２］顾明远．教师的职业特点与教师专业化［Ｊ］．教师教育
研究，２００４（６）：３－６．

［３］孔文鑫．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现存问题与对策研究
［Ｄ］．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２０１８．

［４］赵新生，赖超，韦露，等．多层次多元型师范生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的探索［Ｊ］．新教育时代，２０１７（２１）：
１７２－１７３．

［５］褚宏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如何突围［Ｊ］．中小学管
理，２０１６（１２）：５５－５６．

［６］褚宏启．核心素养的概念与本质［Ｊ］．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６（１）：１－３．

［７］潘小明，黄敏．核心素养概念的再理解：多元与融通
［Ｊ］．教育与教学研究，２０１９（８）：１３－２３．

［８］郭玉英，张玉峰，姚建欣，等．物理学科能力及其表现
研究［Ｊ］．教育学报，２０１６（４）：５７－６３．

［９］邓玉福，刘玲，张浩华，等．创新创业教育与物理学专
业教育深度融合的探究［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１）：２１－２４．

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ｆ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ＵＬｉｎｇｘｉ，ＸＵＹｉ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ｎ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ｅ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ｂｕｔａｒｅ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
ｂａｓ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ｒｅｎｅｗａｌｉ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ｂ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ｆｏｒ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ｙｗａｙ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ｓｃｈｏｏｌ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莫秀珍）

６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