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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协同引领”服务于治边稳藏战略的

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教学成果报告

本成果是西藏民族大学充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西藏西藏民族

大学成立 60周年贺信》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治

边稳藏”“富民兴藏”方略，把完善我校创新创业教育体制机制作为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支撑点，集聚创新创业教育要素与资源，统

一领导、齐抓共管、开放合作、全员参与，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创新

创业教育和学生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环境。

通过系统的“四轮”（即制度保障、平台建设、全员参与、经费

支持）驱动、协同引领（政府、学校、企业），推动西藏民族大学创

新创业教育探索、改革与实践，极大增强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使学生成为西藏“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

的建设者”。本成果曾获西藏民族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西藏自

治区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也是“全国普通高度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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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高校”“西藏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和西藏自治区级“西藏民族大学众创空间”的重要支撑。

一、本成果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教学问题：

1、解决制度保障问题。学校加强“双创”教育顶层设计，建章

立制，制定 20多个创新创业规章制度，包括《西藏民族大学本专科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办法》、《西藏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

理办法》、《西藏民族大学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西藏民族大学创新创

业孵化管理办法》等 20 余个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方面的规章制度，全

方位建构出创新创业教育体制机制架构，保障创新创业各项活动有

序、高效进行。制定《西藏民族大学关于制订学分制本科专业培养方

案的指导意见》，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培养方案，在培养方案中

设“创新实践平台”，本科学生设置 12个创新创业必修学分，开设创

新创业通识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

2、解决平台建设问题。无缝搭建管理平台、基地平台、项目平

台、课程平台，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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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平台。学校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多部门

协调推进，齐抓共管，形成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合力；建立“大学生创

新创业学社”学生组织，学生自我管理、自主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相关

活动；成立创新创业教研室，提高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水平，并开展相

关研究；建立大创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科学管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全过程，建立“民大双创”微信公众号、大创相关工作 QQ 群等工作

平台。

（2）基地平台。搭建各种类型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建设西藏

首家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创新创业实践实训基地，虚拟仿真体验中

心，创新实验室，支持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创新创业项目、学科

竞赛、自主实验等，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思考能力、创新和创业能力。

在两校区建成多个创新创业实践实训实验场地平台，总面积约 8000

平方米。获批建设“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级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西藏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西藏自

治区级众创空间”平台。

加强创新实验实训平台建设。在实验室建设、开放实验室方面加

大力度，建成 80 多个教学实验室，支持学生开展创新性实验活动，

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重视实习基地建设和利用。实习基地数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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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65 个，支持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满足了学生的实习需要，为

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搭建了良好平台。

（3）项目平台。开展多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

新创业孵化等项目，开展学科竞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活动。
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全面开展“国家—自治区--

学校”三级实施体系，自 2011 以来累计立项 2032 项，累计资助资金
1043 万元。其中国家级 390 项、自治区级 1025 项。形成了各种类型
的成果，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组织开展学科竞赛。每年组织“互联网+”等 60 余种学科竞赛活
动，年投入经费 150 万元，每年获得全国级、省区级奖项 240 余项。
组织学生到延安等地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用创新创业成果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精准扶贫，累计参与学生 30000 余人次，区内
民外学生参与率达 100%以上。

（4）课程平台。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课程体系，建立通识必

修、专创融合、通识选修等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在各专业开设《创新

创业教育》通识必修课，制作开发了校本慕课，并作为重点课程建设。

开设专创融合课程《智能控制与机器人》等 3门；同时，购置优质网

络课，开设《大学生创业基础》等网络通识选修课程 15 门，逐步建

立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教师积极开设创新创业类课程，根据课程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灵感。如采用翻转课堂、对分课堂、PBL 教

学法，利用“雨课堂”等信息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过程管理；采取

多种考核方式，如考试、考查、无纸化考试、题库命题等形式，强化

教学过程管理和考核。

3、解决全员参与问题。从多维度解决涉及双创教育管理人员观

念、教师教学和研究能力、区内外多民族学生双创交流交融等全员参

与问题，实现创新创业全覆盖、全参与、全服务。

积极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环境和氛围。学校管理层积极改变教

育教学观念、理念，投入到创新创业教育顶层设计及教育教学改革。

各教学单位认真组织，紧密安排，广大教师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项目指导、教材选择、课程开设等；开展专业综合改革工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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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划、设置与调整，制（修）定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各课程的教学

大纲。大学生积极融入到大创项目、学科竞赛、实践教学等活动中，

将实习、见习、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创新创业等与所学专业紧密结

合，在活动中，做到了各民族学生互帮互助，区内外学生交往交流交

融，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目标。

4、解决就业创业观问题。将“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开展治国方略、民族团结等教育，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鼓励推动各民族学生以创新创业活动为依托，交
流、交往、交融、共创。将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教育引导区内外学生牢固树立“治边稳

藏”“富民兴藏”“乡村振兴”意识，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

家园建设者”。落实“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大批毕业生改
变以“公考”为目标的就业观念，积极到西藏基层单位、边疆地区、
边远地区、广大农牧区、村镇、企业、公司就业，或自主创业，真正
做到“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学校每年就业率达到
90%以上，成为西藏就业工作的领头羊，学校被评为全国就业典型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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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

1、开展创新创业教学改革与实践。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在全校

的开展营造良好氛围，学校对开展相关项目研究等给予了软硬件条件

的激励和支持。从实施校级教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项目的

实施与管理研究》开始，学校重大教改项目《西藏民族大学应用型、

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施》、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教学改革项目《西藏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与探索》《西

藏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通识课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研究》和国家民委

教学改革项目《西藏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协同培养创新机制研究》等多

项教学改革项目研究实践，实施专创融合等专业综合改革，积极创造

创新创业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条件和氛围，支持教师开展涉及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教材、课程、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平台

建设、项目实施等方面教学研究与改革。

2、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研究。结合国策和西藏区情完成教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西藏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提升策略研究》研究。发表《实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项

目工作的思考》《以民族高校“双创”教育提高民族地区人才培养质

量》《基于学分制改革视角下西藏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探索》等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2&recid=&FileName=CXYC201802021&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CJFR2018;&URLID=&bsm=QS0503;R01;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2&recid=&FileName=CXYC201802021&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CJFR2018;&URLID=&bsm=QS0503;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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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9篇和《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西藏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提升策略研究》的研究报告，为探索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做了

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编写《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材，该教材已

在多所高校使用。

3、开展创新创业师资培养培训。每年进行 2 期“全国高校教师

网络培训计划”，供 300 多名教师开展网络学习，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学习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持续开展西藏自治区高校教师专业实践实

战能力提高计划项目，累计有 178 名教师参加专业实践实战训练；常

态化开展教学技能大赛等；支持教师外出参加课程、专业等相关培训，

到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参加名师课堂、“全国高校双创沙

盘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等提高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能力，开阔视野的

会议、师资培训班。全校有 60%教师参与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导师 36

名。

4、形成政府、企业、高校协同育人机制。依托两省区教育厅、
科技厅、人社厅等，协同各地市政府、企业、高校，深入合作，探索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三、保障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经费投入

学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累计投入经费近 3500 万元，

用于建设管理平台、基地平台、项目平台、课程平台。学校每年投入

1000 余万元用于保障日常教学经费、实验室建设与改造经费、教学

设备与软件购置经费、教改经费等软硬件平台建设。

近年来，每年双创经费投入近 500 万元，确保创新创业相关活动、

项目、实践基地建设。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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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竞赛情况统计

四、所取得的成效

通过本成果的实施和推广，使学校成为培养西藏拔尖创新人才的

重要基地、西藏协同创新科技转化孵化的重要基地、西藏创新驱动发

展的引擎智库，有力引领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效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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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层面：宣传推广、辐射示范

学校入选首批“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单位、被教

育部认定为“全国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西藏

民族大学众创空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众创空间。被西藏自治区人社

厅认定为“西藏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在搜狐网、西藏日报、

西藏发布等国内外新媒体进行了报道，在全区甚至全国具有较强的示

范效应，为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更好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学生层面：创新创业、成绩突出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思想发动、制度建设保障，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实现了多渠道、多方位、立体式全覆盖。各民族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

学生主动参与课外创新创业教育及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创

新创业思维、能力大幅提升，就业创业观念明显转化。创新创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学生受益颇丰。实施国家级、自治区级、校级大创项目

及创业实践项目近 2043 项，辐射受益学生近 1.5 万人，有近 0.8 万

人主持或参与大创项目的实施。形成论文、专利、软件、外观设计等

各种形式成果近 3000 项，多个项目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获

得国家级银奖 3 项、铜奖 12项、西藏自治区金奖 8 项、银奖 19项、

铜奖 17 项，有 50 个创业团队成员在毕业后自主创业。有近 6000 人

参加学科竞赛，获奖率 10%。学生就业意识提高，累计有 2.3 万名学

生实现基层单位就业，40名区内学生在区外就业，600 名区外学生在

区内就业。

（三）教师层面：指导参与、成果丰硕

创新创业教育体制机制强化了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充分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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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师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增强了各民族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学校领导及相关管理者积极为创新创业教育做顶

层设计和实施方案，广大教师积极进行教育教学及研究、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指导，取得 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项

目、国家民委、西藏自治区教学改革项目，指导的 10个项目获互联

网+大赛奖项。

（四）创业层面：就业创业、治边稳藏

学校始终坚持服务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办学宗旨，以“治边

稳藏”“富民兴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乡村振兴、民族

团结教育为重任，并将其融入到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培养的大批毕业

生到基层就业，为治边稳藏服务，到西藏边境地区、偏远地区、农牧

区等基层单位和企业、公司就业，自主创业，真正做到了“靠得住，

用得上，下得去，留得住”，深刻地体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