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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说明了创新创业教育与物理学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内涵,通过融合

创新创业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多元化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以项目化

的创新创业成果的培育为手段,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得到不断的强化和训练,创新人才的培养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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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从2002年教育部确立9所创业教育试点院校

以来,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但
效果却令人担忧.目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积极性、成
功率与14年前实施创业教育试点时的美好初衷显

然并不匹配.有数据显示,全球大学生创业中,美国

大学生成功率最高,接近20%,而我国大学生创业

成功率只有3%[1],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育理念滞后、结合专业不紧、
文化氛围不浓等问题,教育课程体系亟待健全.部署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的重要任务便是健

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把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2].
目前,一些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概念、目标、

意义的认识还存在着片面性,存在着误区:认为创

新创业教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创办企业;认为创新

创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就业,提高就业

率;没有认识到创新创业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认
为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没有将素质教育理

念融入其中[3~5].教育理念决定着办学的方向,决定

着课程体系的建设方向.这种滞后的教育理念使得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未能成为高校主流教育体系中

的一部分,未能很好地融合到整个教学体系中,致使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脱节,与实践脱

节[6~9].创新创业教育如果仅仅局限于通识课的建

设,则双创教育只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木[10~12].部分

研究人员提出了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但都

集中在极少几个方向,如旅游、贸易、金融等[6~8],双
创教育与基础学科特别是与物理学的专业教育的融

合极少论及.研究科学、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必须与

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把双创教育落于实处,使双创教

育的源头浸润于专业教育每一个可能的组成部分,
才能使创新创业项目源源不断,来之于实际,扎根于

生活.

2 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物理学专业教育的融合

2.1 创新创业教育与物理学专业教育融合内涵

创新创业教育与物理学专业教育相融合,就应

该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物理学专业建设的每一个方

面,如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
实验实习基地和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价等.创新创业

教育与物理学专业的融合就是结合物理学专业特

点,把创新创业教育浸润于专业教学的每一个重要

环节.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物理学同样是一门实

验科学.把物理原理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实际,在实际

生活和学习中验证物理规律,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性的学习过程,应用和实践的灵感和火花落在实处,
继而上升为项目化的主题,就是创新和创业,项目的

实施过程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问题的发现和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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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创造性思维,命题的假设和解决方案的论证需

要开放性的探索过程.学生通过在相对熟悉的专业

领域里的自我认识和否定、理论验证、实践操作和综

合探索不断锻炼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形成创新

创业成果.
2.2 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物理学专业教育的融合

的实践与措施

2.2.1 落实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根据我校“立足地方,面向基层,建设有特色有

影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依托学校的

工科优势并结合社会对应用物理学专业人才的需

求,最终确定了“夯实基础,理工融合,突出应用”的

创新型、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集中学校和地方

优势资源,以光电信息技术作为专业培养方向,与东

宝工业园骏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协进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天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合作,争取

订单式培养,将光电子类企业的人才需求融入到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当中来,邀请企业创始人做本专业

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让他们参与人才培养方案

的制定与修订,参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参与创新

创业理论和实验、实践指导.让学生在4年的学习过

程中认知、体会创新创业者的艰辛和喜悦.同时,根
据学生基础以及个性特征,对人才培养方向进行合

理分流:使一部分学生牢固掌握专业基础能够考研

升学继续学习,培养一部分掌握专业技能的专业技

术人员,另一部分是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优秀创新

人才.
2.2.2 融合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

以培养创新、复合型人才目标为指引,在2015
版、2017版、2019版人才培养方案中逐渐修改相关

理论课程体系,在突出物理基础知识的重要地位的

同时,适当削减基础物理部分课程学时,如开设力

学、热学、电磁学、工程光学、原子物理这5门物理学

基础课程,2013版人才培养方案中是349学时,从

2015版方案开始总学时缩减为295学时.还开设电

动力学、量子力学、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固体物理5门物理类核心课程,提高学生的物理水

平,为学生将来从事物理类工作打牢基础.除物理类

核心课程外,还开设光电子类课程,主要有光电子技

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从2015版人才培

养方案开始,增设“个性发展模块中”系列课程,增
设创新创业类选修课程,如LED及其应用技术、激

光原理及技术、光源原理与设计、光电探测与信号处

理、光谱分析等专业选修课程.通过与实际应用结合

紧密的光电类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应用物理知识

解决光电子类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就业、创业提

供一定的工科知识储备,实现理工融合,理论联系实

际.
在强调理论学习的同时,更强调应用能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学习物理仪器的操作与使用,掌
握光电类产品的设计与制作,了解光电类探测器的

使用方法,培养运用物理学、光电子技术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如开设有4门独立的实验课:物理实

验、近代物理实验、电子技术实验、光电子技术实验.
与2013版人才培养方案相比,2015版人才培养方案

增设了4门应用性、创新性的课程设计:光学计算机

辅助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光电探测与

信号处理课程设计、电子课程设计.通过专业性、应
用性的专业课程设计训练,让学生把物理基础知识、
光电类应用性知识创造性地用于生产实际,在项目

化的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同时,2015
版人才培养方案增设了4门实训类课程:光源与照

明系统设计、LED封装实训、生产实习、金工实习;
另外在2013版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纯理论课程中

在不增加课时的前提下,充分研究课程的应用实践

特性,改革课程课时匹配模式,增设课内实验内容,
在课内实验中通过项目化的专业训练,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充分体现突出以培养应用型、创
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建设.
2.2.3 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多元化

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从2015版人才培养方案开始,我们针对应用物

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内涵建设及社会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搭建

了完善、科学的实践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构建了应用

物理学专业基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多元化实践教

学体系.2013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实验课程只有基础

实验和专业实验两大模块.从2015版人才培养方案

开始我们将实验内容分为基础实验、专业实验、学生

自主开放实验、科技创新及创业入园研究实验和产

学研实训实验5个层次;逐步提高创新、设计性实验

项目的比例,在创新、设计性实验中适当匹配经费投

入,跨专业团队组合,指派指导教师,树立创新创业

模范,通过多举措、多角度推广、鼓励学生参与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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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中来;以基础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开放实验

室、物理创新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基地为5个实践教

学平台为基础,为学生搭建创新创业教学舞台,通过

开放实验室,成立物理创新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固定

的创新创业活动场所,为学生开展相关活动提供物

质保障;以课程实验、课程设计、科技创新、科研训

练、毕业论文(设计)和实习实践、创新创业大赛为7
个实践教学模块,在每一个模块的训练中,始终注意

项目的提炼和创新创业成果的提升,使项目成果尽

量形成实物制作、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创新创业项

目进入我校创新创业园等.项目训练中融知识、能
力、素质教育于一体,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贯穿始终.
按照“拓宽基础训练、丰富专业训练、优化综合训练、
拓展创新训练”的实践教学理念,不断完善和优化

实践教学平台和教学内容体系,并且使实践教学体

系能面向全校修学大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实验的理工

科相关专业开放,并能高效有序地运行.通过系统的

培养,学生具备了良好的实践理念、实践精神和实践

能力,同时通过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创

新积极性,发挥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精神,创新实践教

学运行和管理机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精神

和创新创业能力.通过“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的实

施,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我院应

用物理学专业每届学生人数都是35人左右,从表1
数据可以看出,2015版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以前,也
即2014年以前,参与创新创业的学生人数极少,申
报的各级创新创业项目也很少.但是从2014年开始

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的人数大幅上升,申报成功的各

级创新创业项目数量也大幅提升.学生申报的创新

创业项目在2014年以后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表1
所示.
2.2.4 转变创新创业教育人才评价体系

改变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创办企业的狭隘观点,
创新可以是技术的创新、设备的创新、思想方法的创

新、资源配置和管理方法的创新等.校园内的创业教

育目标也不能是简单的创办企业,通过积极思考、技
术革新、优化方法等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工作业绩,
拓展专业能力等都可以看成是创业成果之一.学院

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创新创业项目计入总

学时分,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次可以冲抵毕业论文

学分.

3 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物理学专业教育相融合的

成果

从2015年开始实施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以来,通
过融合创新创业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以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多元化实验、实践教学体

系的构建,以项目化的创新创业成果的培育,与

2014年以前相比,应用物理学专业学生,在申报省

级、国家级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项目,参加湖北省大

学生物理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等创新创业类活动中,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比

以前都有了较大的飞跃,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

时,注意提升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升华创新创业成效

为专利,多项成果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如表1~表3
所示.

表1 历年物理实验创新设计大赛获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年份

1  高精读数显微镜 三等奖 2010

2  便携式手机电磁辐射测量仪 三等奖 2012

3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测速小车 三等奖 2014

4  基于ARM芯片铂电阻温度计的设计 二等奖 2014

5  基于温差发电的锂电池充电装置的设计 二等奖 2014

6  自制智能多用数字表 三等奖 2016

7  基于分光计的光栅衍射测量 HN激光波长 二等奖 2016

8  激光干涉法测量金属线胀系数 二等奖 2016

9  非接触式多功能超声波打蛋机 三等奖 2016

10  利用激光校准法改进杨氏模量实验 二等奖 2018

11  自动化静电场描绘仪 一等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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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历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负责人 年份 级别

1  景观式喷泉时钟 刘进 马海光 2012 省级

2  手握式手机电池万能充电器 刘进 汪建新 2012 省级

3  自行车式旅行箱设计 熊泽本 吴聪 2012 国家级

4  差动式热电阻的研究 熊泽本 董俊冬 2014 省级

5  MatlabGUI设计在实验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熊泽本 段攀 2014 省级

6  升降踏板式变速自行车设计 熊泽本 吴聪 2014 国家级

7  生产优化方案设计 李学银 谭树心 2014 省级

8  炼油厂中原料配比问题的研究 盛集明 陈荣 2014 省级

9  一种新式多功能背包的设计 熊泽本 武彪 2015 省级

10  机械臂式3D打印机的设计 蒋再富、王红 涂文涛 2015 国家级

11  一种可调焦式多功能台灯的设计 熊泽本 施科宇 2015 省级

13  一种新型带风扇的座椅的设计 熊泽本 张飞 2015 校级

14  大巴车安全逃生车窗 蒋再富 马雷震 2015 校级

15  杨氏模量测量实验改进 熊泽本 曹赞 2015 省级

16  一种带温度自动提醒功能的水杯设计 张定梅 向华 2016 省级

17  智能便携式防盗行李箱 蒋再富 张余栋 2016 国家级

18  影响液体表面张力因素的研究 熊泽本、杨小云 孙宪钢 2017 校级

19  基于3D打印技术的产品设计 曾令准 潘书文 2017 校级

20  粉笔专用吸尘器 周仙美、熊泽本 陈伟凌 2019 校级

21  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电阻测量仪 周仙美、熊泽本 张中庆 2019 省级

22  简易小冰箱 熊泽本、乞聪妮 周鼎 2019 省级

23  自动化静电场描绘仪 熊泽本、乞聪妮 祁红飞 2019 国家级

表3 历年获取国家专利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年份

1  一种外注墨水钢笔 2012

2  一种外注墨水钢笔用针式注墨水器 2012

3  一种拉力可调拉力器 2013

4  腿部多功能健身器 2013

5  一种杯壁带吸管的杯子 2014

6  一种可调速自行车脚蹬 2015

7  自行车式旅行箱 2016

8  一种多楼层公用节水系统 2018

9  一种测量倏逝波的测量装置 2018

10  一种自带保护的十进制电阻箱 2018

11  自动化静电场描绘仪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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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序号 项目名称 年份

12  一种金属杨氏模量测量装置的设计 2019

13  一种用于测量金属杨氏模量的设备 2019

4 结论

创新创业教育只有深入渗透进专业教育的每一

个角落,才能使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证操作紧密结合,

使创新创业项目来源源源不绝,使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思维得到不断的强化和训练,创新创业系列

成果才能不断涌现,创新人才的培养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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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gration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andProfessionalEducationofAppliedPhysics

undertheBackgroundofInnovativeChina

XiongZ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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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currentsituation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inChina′s

collegesanduniversities,explainstheconnotationoftheintegration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

andphysicsprofessionaleducation.Throughtheconstructionandpracticeoftheintegrationofinnovationand

entrepreneurshiptheorycurriculumsystem,theconstructionofdiversifiedexperimentandpracticeteachingsystem

withthecultivationof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abilityasthecore,andthecultivationofproject based

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achievementsasameanstomakestudentsinnovateConsciousnessandinnovative

thinkingareconstantlystrengthenedandtrained,sothatthecultivationofinnovativetalentscanbe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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