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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协和学院高度重视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加强顶层设
计。2012年，学校全面启动“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创新
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列入
人才培养目标。从2015年至2017
年，学校先后出台通过《关于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关于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四
维升级”工程的决定》，进一步推
进“双创”教育改革升级，构建并
实施了“四位一体”“双创”育人
模式，致力于培养信念坚定、基
础扎实、能力突出、敢闯会创的
应用型人才。

在学校当前开展的创新创
业教育中，仍存在“双创”教育与
专业结合不紧、融合不深、覆盖
面不广、创新力不足、应用实践
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对此，学
校坚持以“双创”教育综合改革
为引领，对课程、项目、竞赛、孵
化等进行系统谋划、整体设计，
推进“双创”教育的“四维升级”。

推进课程升级，实施课程
“双创”。学校出台《“五育融合”
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意见》，明确

“双创”教育由传统的课程拓展
至课程“双创”，贯穿全部课程和
教学环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学校牵头制定了教学指南、
教学大纲，带动千余名教师深入

挖掘课程中蕴含的“双创”教育
元素，搭建起创新创业教育与思
政课程、专业课程以及体育、美
育和劳育深度融合的教育教学
平台，实现“双创”元素对所有课
程的全覆盖。

推进项目升级，实施项目
“双创”。学校遴选上万个大赛创
业项目和上万个“互联网+”竞赛
项目，建立覆盖全部专业的项目
资源库。鼓励学生依据兴趣特长
和专业发展，自主选择项目、组
建团队、合作探究，成立各类创
新创业社团47个，成功架起项
目、导师、学生三者之间的桥梁，
鼓励能者“揭榜”、智者“挂帅”，
激发学生“双创”热情和项目创
新活力。

推进竞赛升级，实施竞赛
“双创”。学校依据应用型人才培
养目标定位，构建覆盖所有专
业，面向全体学生的班赛、院赛、
校赛、省赛、国赛五层级竞赛体
系。竞赛为教师的教、学生的学
提供了坚实载体，实现了“教学、
竞赛、创业”双向融入。以“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为例，
依据学生兴趣特长，跨学科、跨
专业、跨年级组队，举办班级特
训营2810个，二级学院特训营
430个，学校特训营140期，有效
落实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
赛促改”的总体要求，形成了全
员参与、阶梯式的培养模式。学
校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3金

1银6铜的优秀成绩。
推进孵化升级，实施孵化

“双创”。学校探索实施三学期
制，遴选3000余家中小微企业，
组织全体学生开展以实际任务
为驱动的岗位实践，强化实践能
力，发掘创业项目。依托大学生
创业孵化中心和国家、省级众创
空间，开展系列创新创业教育训
练与孵化、科技创新引导、科技
成果转化等服务项目，研发“协
和智创—创新创业教育管理系
统”，线上模拟创业全过程，开发
创业潜质。校内孵化基地设立模
拟孵化区，每年遴选120个项目
开展线下模拟创业训练，导师全
程指导。利用校内12680平方米
专用场地，与12家国家孵化器合

作，设置专项经费年均1688万
元，引入风投基金4700万元，以

“创业导师+孵化平台+风险投
资”方式开展精准帮扶。

在学校“双创”教育沃土
上，学校“双创”教育体现了从
小众到大众、从分离到融合、从
封闭到开放的提升，促进了“双
创”教育改革升级，形成了“双
创”教育全面覆盖的新形态。学
生“双创”能力指数综合测评成
绩逐年提高，近5年授权专利
209件，获省部级以上竞赛奖励
1980项，其中2021年获第七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国家金奖3项、银奖
1项、铜奖6项，省级奖92项，国
家级金奖及奖牌数居山东省应
用型高校首位、全国应用型高
校前列，2022年获第八届山东
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金、银、铜奖共154项，奖牌
数居山东省高校首位。近五年，
学生自主创业开办公司423家，
创造就业岗位4923个，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富有
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践的高
素质、有特色、应用型创新人
才。学校获批首批全国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
家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国家
众创空间等，2021年被列为山
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
支持单位。

山东协和学院

“双创”教改升级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
山东协和学院作为首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改革示范高校，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展需求，确立应用型人才

培养定位，坚持“双创”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引导全体教师参与、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构建旨在全面提升应用型型人才培养质量的课程“双创”、项
目“双创”、竞赛“双创”、孵化“双创”等育人模式，探索并形成了“双创”教育改革升级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崭崭新路径。

“植物在太空生长周期与地面有不同吗？”

菏泽一中分课堂，中学生现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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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难忘这堂课

10月12日16时01分，“天宫课
堂”第三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除了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设地面主课堂外，
在全国还设立了3个分课堂，其中
就有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当天，记者来到菏泽第一中学
分课堂，和同学们一起现场感知宇
宙的奥秘、体验探索的乐趣。

特殊的课堂当然气氛也不
一样。教室里，学生们既兴奋又
认真。在约50分钟的课程中，看到
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和地面
上完全不同，安静的教室里同学
们时不时发出惊呼声。在讲到航
天员的日常生活时，同学们惊叹
不已，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与其他通过大屏幕“上课”
的学生相比，菏泽一中的学生们

更为幸运，最幸运的可能要数高
二五班的尹钲涵同学了，他获得
了与航天员互动交流的机会！

“我与航天员交流的问题是，植
物在太空中的生长周期与地面
有什么区别。蔡旭哲老师的回答
解开了萦绕在我心头的疑惑。”
尹钲涵表示，“在这次天宫课堂
活动中，我看到了祖国空间站的
先进。祖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进步
是由很多科研人员奋斗的成果。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祖
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这样特殊的授课方式让现
场许多同学都感受到了震撼。

“从前感觉太空离我们很遥远，
现在我们居然可以通过直播的
方式学习太空中的科学知识，让
我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发展日

新月异，也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强
大力量，心里非常自豪。”菏泽第
一中学高三43班的李佩萱说道。

“本次天宫课堂，给我留下最
深刻印象的是水球变懒实验，这个
实验，让我感受到了微重力情况下
液体和固液混合体，在相同冲击作
用下的振动表现，感觉非常神奇，
也让我对这些物理实验更加感兴
趣了。”菏泽第一中学高三39班的
李义瑞说道。很多同学表示，如果
以后老师再布置《难忘的一堂课》
这样的作文题，绝对有的可写了。

为什么是菏泽一中？

“天宫课堂”在全国只有3个
分课堂，菏泽一中为什么能够成
为其中之一？

咱们先讲一个数字：310。记者
了解到，自从建校以来，菏泽第一中
学一直十分重视航空航天科普教
育，注重活动育人，把航空航天科普
活动与日常教育教学有机结合，开
展了“天地共播一粒种——— 青少年
与航天员一起种植物”等一系列有
深度、有影响力的航空航天教育实
践活动，在学生心中播下追逐航天
梦想的种子。多年来，仅这一所学校
就为航空航天事业输送了310余名
优秀学生，许多校友已成为推动航
天事业蓬勃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菏泽一中，老师们也十分
重视航空教育的课堂教学。“天
宫课堂展现的不只是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实际上也
展现了中国航天科技自强不息、
不断进步。菏泽一中能成为第三

次天宫课堂授课的地面分课堂，
我们全体师生倍感自豪，在前期
准备和授课的过程中，同学们认
真开展实验研究，积极参与天地
互动，增加了丰富的航天科技技
术，激发了同学们和老师们极大
的科学探索热情。”菏泽一中党
委副书记、校长张斌说道。

张斌表示，下一步，学校将把航
空航天特色教育与常态育人有机
结合、相融共生，将“两弹一星”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新时代北斗精
神、探月精神纳入爱国主义理想信
念教育体系，激励引领新时代广大
青年学子，以新老航天人为榜样，厚
植理想信念根基，砥砺报国之志，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勇于挑
战、踔厉奋发、努力学习、扬帆逐梦。

“水球变‘懒’太神奇了！”“扳手在太空中竟然会掉头！”10月12日下午5点多，“天宫课堂”第三课结
束，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的同学们还在为太空中的神奇实验惊叹不已，而能成为“天宫课堂”的参与者，
这种经历也让他们回味无穷。

尹钲涵（右）向三位航天员（左)提问。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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