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全方位构建就业课程育人功能

　　近年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创业”二字早已成为人

们司空见惯的字眼。在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李克强总理指

出，双创以鼎新推动革故，促进了“放管服”等改革，成为提升创新效率和能

力的重要抓手。

　　“如何理解创业？”“如何理解创业精神？”

　　“如果发现学习创新创业教育的同学绝大多都没有创业打算，那么，创业

管理课程应当传递给学生什么理念、什么技能呢？”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基本理念是基于立德树人的基本使命，塑造学生

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优秀品格，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新时代大学

生。”

价值引领：可以

创业，但不能没有创业精神

　　“你可以

创业，但一定要有创业精神！”这是《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在在第一次课上就

重点强调的核心理念，也成为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最为深刻的印象。

打破大多数人眼中只有开公司、办企业才叫创业，才需要创业精神的观念，课

程通过促进学生对创业理论的学习和创业实践的领会，强化价值引导，指引学

生重新审视创业精神与个人成长的关系，从而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

结合，将创业精神融入未来的成长发展中。

　　基于此，教学团队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课程以创业活

动的基本过程和逻辑为主线，采用案例教学、视频教学、游戏教学等手段，让

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堂研讨、案例解读汇报以及商业计划书路演等，激发团

队精神、训练创新思维、增强实干能力、锻炼提升创业素养。

　　创业就业教学团队认为，“立足过去，新中国的建设是一种创业；面向未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一种创业。”五十年代开垦北大荒、

八九十年代启动载人航天工程等等，在重重困难中涌现出的无数奋斗者，他们

身上勇于牺牲、敢于创新、胸怀全局、矢志不渝、顽强拼搏的精神让我们看到



了一代代中国人如何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这是创业，创新中国的业；这是创

业精神，由无数人用血汗凝铸与传承的中华民族的创业精神。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本质是人人都要有创业精神。创业是少数人的

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但是人人都要有创业精神。企业的诞生与发展需

要创业精神，国家的建设更需要千千万万人民的创业精神，时代需要，生活在

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个体都需要。

　　第一次课后有学生感慨道：“以前我一直以为创业就是建立企业，创业精

神自然也就是那些企业家的专有名词，现在才发现远不止于此。”教学团队认

为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像创业者一样思考和行

动，如此才有能力真正做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将是21

世纪引领型人才的重要特质。

多元教学：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

　　创业就业教学团队认为，课程思政不在于思政元素的多少，而在于触动学

生内心，在于对学生思想及行为的影响。围绕课程建设目标，课程组设计了

“价值引导、育人于教、内容渗透、多点支撑”的思政建设思路。

　　一方面，课程将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作

为前提，引导具体教学活动的开展。在讲授大学生创业时，着重强调青年大学

生应有的使命与责任，教育学生在创业项目的选择上不仅关注商业价值，更需

关注社会价值。

　　在教学中，团队积极开发案例，通过情节打动学生，避免机械式的大水漫

灌。用俞敏洪在北京一间10平米的破屋中开始创业，于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

告的故事阐述创业的坚持、包容和团队精神；用樊建川不惜投入巨资，在成都

市大邑县安仁古镇创立建川博物馆，通过一个个藏品展现个体生命温度，“提

高历史像素”的创业情怀与担当。

　　此外，还不断挖掘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杰出校友事迹。教学团队认为：“课

程思政固然要高屋建瓴，但同时也应该接地气。学校求实求真、大气大为的校

训精神和许多优秀校友资源的价值释放还存在一定空间，让同学们感受身边实



例，对他们的激励也更大。”讲创业机会的选择时，援引校友在大学时紧跟技

术前沿，热衷读科技期刊的故事。

　　另一方面，教学团队大力开展视频建设，以教学视频辅助课程教学。寻找

和制作相关的微课视频，通过视听深化学生对矢志奋斗不渝，勇担时代责任的

认识与感知。有学生看完视频后说：“老师提到了华为2018年提出的新愿景，

我立即百度了一下，内心由衷地为华为愈挫愈勇、不屈不挠的企业精神点赞。

不经艰难困苦，何来玉汝于成，华为的创业精神值得骄傲，更值得学习。

　　作为面向全校的核心通识课，学生覆盖范围广，个体差别大，教学团队时

常询问同学们的意见，在交流中不断改进授课形式。为了找到贴合课程内容且

生动鲜活的案例，常常需要查阅很多资料，而最后能放到课件里的却又很少，

肖磊认为这是值得的，不仅学生受益，每次讲课时自己也会有新的收获与感想。

面对优秀的电子科大学子，教师也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为此，课程

团队持续不断地“储能充电”，对课程内容进行迭代和升级。

立德树人：锻造优秀品格，涵养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思政建设的主要工作便是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教师启发者、

示范者的作用，对学生施加正能量，为他们“赋能”。

　　无论是王东升力求解决中国的“缺屏”问题，创立京东方并使得中国进入

自主生产液晶显示屏的时代；还是孙亚芳在华为生死存亡的关头，果断开启步

履维艰的自主研发改良之路，致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又或是通过校友故事，

让同学们加深对“大气大为”的成电校训精神的理解，目的都在于让学生体会

个体、企业与国家命运的密不可分。

　　除了从成功的创业案例中讲述创业精神，创业就业教学团队还挖掘了一些

创业失败的案例，进而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我们不回避创业失败，但更重要

的是如何从失败中走出来。为此，我们给学生播放了‘归来的沙克尔顿’视频，

虽然这是一次失败的航行，但却成为人类历史上英勇和顽强斗志的典范，相信

学生观看后，内心一定会有所触动。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考核上，注重对学生“干中学”能力的培养，让学

生以团队形式起草商业计划书，通过小组分享案例等促使学生更好地参与课程



学习。其中部分同学的商业计划书还参加了“挑战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等比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学生商业计划书

　　创业就业教学团队认为，无论学生未来创业与否，都需要有创新的眼光，

创业的精神，这门课的重心也不在于教学生如何去创业，而是让学生懂得何为

“有干、有为、有担当”，创好自己的人生之业，努力建好民族的复兴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