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自强不息，服务家乡——创业机会分析与选择 

--以《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为例 

创业教育学院   创业就业教学团队   陈飞飞、邱漠河、李丹、王爱文、何玲、王柳杨、

祝红星、姜雨涛 

一、案例教学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大学生

创新创业导论》是一门融合了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内涵式建设、学生个性化发展等多方面内容，以培育

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目标的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本章旨在

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与国家社会发展需要、与服务地方经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在努力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1.专业教学目标：  

（1）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形势及变革，挖掘创新创业机会； 

（2）初步具备发现并分辨身边创新创业机会的能力； 

（3）激发学生对回乡创业的兴趣。 

2.思政目标：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之情，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激发学生创业热情，提升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信心，树立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地方振兴的信念，坚定

回乡创业的决心。  

二、案例主要内容 

耶鲁大学秦玥飞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只身回国，扎根贫苦乡村，成为中国最美大学生村官，也同时

成为“2016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大学生村官”, 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

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for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

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2011 年，秦玥飞到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

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2013 年被

评为央视“最美村官”，立个人一等功一次。2014 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

乡村发展模式，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



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

准扶贫和创业创新。今年，近 30 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

在 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图 1   秦玥飞先进事迹视频 

通过观看视频，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将自身发展同祖国、人民的需求和社会的

发展进步相结合，与服务地方经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

自己的精彩人生。 

三、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耶鲁大学秦玥飞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只身回国，扎根贫苦乡村，成为中国最美大学生村官，也同时

成为“2016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大学生村官”,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将自身发展同祖

国、人民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相结合，与服务地方经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在努力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PPT讲授，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的自然、人文、经济资源，粤港澳得天独厚的资源、令人忧虑的现状，

及经济转型再出发的机遇，提升学生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信心，种下回乡创业、服务地方经济、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振兴的种子和梦想。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给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机会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 

课程思政引入：作为互联网大国，我们中国已进入“新四大发明”时代，即高速铁路、电子商务、

移动支付、共享经济，通过“中国新四大发明”的引入，引导学生关注中国互联网的持续进步，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之情、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介绍“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引导学生们投身互联网+创新创业，立志于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追求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并将个人成长成才与祖国建设、地方建设结合起来，

服务国家，服务地方经济。  

活动：小组讨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的创新创业机会，小组

讨论出切实可行的一个创新创业机会进行展示，投票选出最优项目。  

案例分析：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校友的创业事迹 

通过分析事迹带给我们的启发——如何结合专业特色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地方振兴。  

活动：头脑风暴，广东省经济转型带给我们的创新创业机会，每个小组派一个人上台写，依次进行，

最后剩下小组获胜。  

课后作业  

结合专业特色，广东省服务业转型中我们的创新创业机会有哪些？  

2.案例教学方法 



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主要采用了“小组讨论法”“头脑风暴法”“案例分析法”，学生采用“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方法，使“做中教、做中学”的理念有机融合，实现学生从“学

会—会学—乐学”的转变，让学习过程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 

3.考核评价方案 

本节课程学生形成性考核主要通过学生课堂表现及课后作业完成，通过形成性考核，引导学生立足

国情、省情、市情与校情，主动思考，积极参与，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提高学生创业

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创业热情，并且投身到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建设中。 

4.教学反思 

（1）对学生专业的了解不足。今后要加强对学生专业的了解及掌握相关就业创业现状及前景、趋

势等。  

（2）理论学习不够。今后加强理论学习，积极进行学习强国学习。  

（3）对身边的创业案例了解掌握的不够全面。积极了解身边、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典型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