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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教融合”驱动下高职创新创业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以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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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以“赛教融合”理念为指导，探讨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学模式改革路径。通过剖析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与

教学的互动机制，构建“课程重构—教学创新—评价升级”三位一体改革模型，提出竞赛项目嵌入课程体系、真实赛

题驱动教学实践、双创能力导向评价转型等策略，为高职院校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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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form 

pat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mod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B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teaching, a three in one reform model of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innovation evaluation 

upgrade" is constructed. Strategies such as embedding competition projects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driving teaching practice with real competition questions, and transforming evaluation guided 

b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i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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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双创”战略纵深推进背景下，高职院校亟须破解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赛教分离”“成果转化率低”等痛点。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互联网 +”大赛）作为国家级赛事，为赛教融合提供了优质载体。本文通过分析大赛对教学的反哺机

制，探索将竞赛标准转化为教学标准、赛事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创新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的具体路径，助力高职院校构建产教协同的

创新创业教育新生态。

项目信息：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课题《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选育孵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2ZJY2698）。

一、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 课程体系与竞赛需求脱节 

传统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未针对竞赛评分标准设计模块化

能力训练单元。例如，学生掌握机械设计原理却缺乏产品原型开

发经验，课程内容与竞赛要求的市场调研、商业模式设计等环节

关联性弱，导致备赛时需额外“补课”。[1]

（二） 教学方法与实战场景割裂 

案例教学多依赖企业仿真软件或虚构项目，学生难以体验真

实产业链协作场景。跨专业团队组建流于形式，机械专业学生不

懂成本核算，营销专业学生无法理解技术参数，无法满足竞赛中

跨领域协同攻坚的实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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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转化机制缺失 

学生创意多止步于商业计划书或校内路演，缺乏校企联动的

孵化资源支撑技术验证与产品迭代。教师指导学生竞赛后，项目

方案未反哺课堂教学案例库导致竞赛经验难以反哺课程优化，形

成“一次性消耗”而非“持续性积累”的困局。

二、赛教融合驱动教学模式改革的核心逻辑

（一） 以赛促教：构建“四阶递进”课程体系 

以竞赛需求为牵引，重构课程体系，形成“基础 — 进阶 —

实战—转化”的递进式培养链条。基础层开设《创新思维》通识

课，将竞赛评分标准中的创意挖掘、团队协作等能力指标转化为

教学模块，帮助学生建立底层思维框架。进阶层依托往届金奖案

例开发《商业模式设计》实训课，通过拆解真实项目商业逻辑，

强化市场分析与原型设计能力。实战层围绕当年大赛赛题设置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项目课，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选题、研发

到路演的全流程实践。转化层联合企业开设《成果商业化实践》

课程，针对具备市场潜力的项目，引入行业资源推动产品落地，

形成从课堂到产业的闭环培养路径。[2]

（二） 项目制教学改革实施要点 

打破传统课堂边界，推行“真题真做”的项目制教学模式。

组建“专业课教师 +企业导师”双导师团队，前者侧重理论指导

与流程把控，后者提供市场验证与资源对接，确保项目既符合教

学规律又贴近产业实际。采用工作坊形式组织教学，模拟竞赛全

流程：初期组织团队调研市场需求，中期迭代开发产品原型，后

期开展限时路演与答辩，过程中融入压力测试、方案优化等实战

环节。[3]建立“赛课互通”学分认定机制，允许学生以参赛项目成

果申请替代传统课程作业，激发学生主动将竞赛准备与课程学习

深度融合，解决“备赛挤占学习时间”的矛盾。

（三） 能力导向的评价体系重构 

围绕竞赛能力要求，建立动态化、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在传

统知识考核基础上，增设市场可行性、技术创新性、团队协作度

等指标，如在《商业模式设计》课程中要求学生提交用户画像、

竞品分析报告等竞赛必备材料。引入企业技术骨干、创业孵化机

构负责人等第三方评委参与课程评价，通过模拟投资洽谈会等形

式，让学生直面市场检验，倒逼其提升项目落地价值。[4]建立学

生双创能力成长档案，记录从课程学习到竞赛实践的能力提升轨

迹，如跟踪团队在项目迭代中展现的需求洞察力提升、技术方案

优化等关键成长点，为教学改进提供可视化依据。

 三、基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实践路径 

（一） 课程内容与赛题标准深度对接 

1. 分解竞赛维度指标，构建教学能力图谱 

将大赛“创新维度”细化为技术原创性、解决方案可行性等

能力点，融入《创新实践》课程，通过专利检索实训、技术方案

优化沙盘推演等模块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团队维度”分解为跨

学科协作、角色分工等要素，在《团队管理》课程中设置模拟创

业团队任务，要求学生完成从项目立项到资源调配的实操演练；

“商业维度”对标市场需求分析、盈利模式设计等指标，开发“商

业画布实战工作坊”，引导学生基于真实行业痛点设计商业模式。[5]

2. 开发能力对标手册，建立赛教融合指南 

编制《竞赛能力对标手册》，按“基础能力—核心能力—高

阶能力”划分教学层次。基础能力模块结合《创业基础》课程，

嵌入商业计划书框架撰写、路演 PPT设计等标准化训练；核心能

力模块联动《项目孵化》课程，设置用户需求验证、产品原型迭

代等实战任务；高阶能力模块引入企业真实案例，通过“校企联

合工作坊”开展投融资模拟谈判、知识产权布局等专项提升。[6]教

师依据手册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如在省赛备赛期强化路演话术打

磨，形成教学与竞赛的深度协同。

（二）教学过程与备赛环节有机融合

1.跨专业团队组建与任务驱动 

学期初发布大赛选题指南，聚焦区域产业真实需求，如智慧

农业设备开发、非遗文化创意设计等方向，引导学生组建跨专业

团队。例如，机械专业学生主导技术实现，电商专业学生负责市

场调研，教师通过《创新创业基础》课程嵌入选题任务，要求团

队在四周内完成技术可行性分析、用户画像绘制及初期方案展

示，同步建立团队协作规则与项目推进表，确保课堂实践与备赛

目标无缝衔接。[7]

2.模拟路演与诊断式优化 

期中阶段按校赛评审规则组织模拟路演，邀请行业专家、往

届获奖者担任评委，针对项目技术壁垒、商业模式等核心指标提

出改进建议。例如，某团队因产品应用场景模糊被要求优化，教

师随即在《商业计划书撰写》课程中增设“场景化沙盘推演”环

节，指导学生通过用户旅程地图、竞品分析工具完善方案。通过

“模拟路演暴露问题—课程定向强化—二次迭代验证”的循环，

实现教学改进与备赛能力提升双线并行。[8]

3.闭环构建与成果实战转化 

期末根据课程考核与路演表现，筛选优质项目进入省赛培育

池。针对推荐项目开展“靶向提升计划”，例如在实训周模拟真

实竞赛环境，设置限时答辩、突发性技术故障等压力测试；联合

校企共建的产业孵化中心，推动项目原型试制或技术专利申报。

赛后总结获奖项目的用户调研方法、路演技巧等经验，转化为

《创新创业案例分析》课程素材，形成“课堂输入能力—竞赛验证

成果—成果反哺教学”的可持续生态。[9]

（三）资源平台与保障机制建设

1. 整合三大资源平台，支撑赛教协同需求 

围绕竞赛与教学需求，构建“竞赛案例库”“企业资源池”“校

友导师库”联动体系。案例库分类收录往届获奖项目方案、路演

视频及评审意见，提供师生分析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优化路径；

企业资源池动态更新区域产业链技术需求清单，例如机械制造企

业提出自动化设备改造需求，团队可结合课程任务针对性开发解

决方案；校友导师库邀请创业成功者、企业高管担任顾问，定期

参与项目评审会，通过“一对一”辅导提升团队实战能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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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供给闭环。[12]

2. 优化激励机制，激活教师参与动能 

制定《赛教融合工作量认定办法》，明确教师指导竞赛的课

时折算标准、成果奖励细则。例如，指导学生获省赛金奖可认定

等同于省级教研课题的绩效分值，优先推荐参与校企合作项目；

设立“赛教融合专项津贴”，对长期参与竞赛指导的教师提供企

业挂职、行业培训等资源倾斜。[13]同步建立“导师成长档案”，

记录教师指导案例与成果转化数据，作为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的

重要依据，解决教师参与动力不足的痛点。[14]

3. 贯通三阶段通道，加速项目价值转化 

打通“课程培育 — 竞赛验证 — 孵化落地”全链条，课程阶

段筛选潜力项目进入竞赛池，例如《创新创业实训》课程中评分

前20%的项目直接获得校赛资格；竞赛阶段联合校企共建孵化基

地，对省赛获奖项目提供场地、资金支持，如某智能垃圾分类项

目赛后对接环保企业完成原型机量产；孵化阶段引入区域产业基

金、创投机构参与项目路演，推动技术专利转让或成立学生创业

公司，形成“课堂创意—竞赛打磨—市场检验”的良性循环。[15]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深度嵌入教学全过

程，证实了赛教融合对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显著作用。未来

需进一步深化校企协同，推动竞赛资源向教学资源的系统化转

化，构建更具高职特色的“教—训—赛—创”一体化人才培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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