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创 业 与 人 文 素 质 》 教 学 大 纲

课程代码： 学分：2

总学时数：32 理论时数：10 实践时数：22

先修课程：不做要求

开课对象：全院学生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本课程是面向全院学生开设的院系选修课程。本课程是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为落

实国家创新创业发展部署，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改革，提高适应

社会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创业与人文素质全面发展。在教学上，本课程采用理论讲授与实

践活动相交替的教学形式，课程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为主的教学方式。理论教学包

含职业道德与修养、创业初心与使命、企业家精神和调查研究四个模块；实践教学围绕理论

内容带领学生深入企业、创业园、乡村等实践基地。

课程主要建设目标：完善科教融合和校企联合等协同，充分利用乡村、企业、红色基地

合作的契合点，推动课程共建合作基地的成果。深入课程实践基地，建设乡村振兴课堂、青

年红色课堂、社会公益课堂、创业体验课堂社会实践精品课程视频，申报国家一流课程建

设和精品在线课程建设，真正地推动该课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课程内容的基本要求

（一）理论讲授内容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论教学包含职业道德与修养、创业初心与使命、企业家精神和调查研究四个模块通过

本章学习，使将创业人文素质培养融入到教学内容中，通过案例分析、主题访谈等理论教学

以及实地参观体验、调查调研、实践实训等实践教学形式，培养学生责任意识，道德修养，

激发创业热情，强化文化品质。

[教学内容]

1、职业道德与修养

培养责任意识，道德修养，明确所负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2、创业初心与使命

育人目标：：强化文化品质、增强心理素质，规范创业行为

3、企业家精神

育人目标：培养开创性的思维、观念、个性、意志、作风和品质



4、调查研究

育人目标：掌握探究社会的基本能力，学会调查分析，提高研究能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大学生创业综合素质既体现专业知识、技能等“硬实力，又包涵品格、道德、精神等人

文素质“软实力”。课程整合各类创业人文素质知识，建立稳定实践基地，开展实践课堂，

重点解决创业教育中人文素质培养的不足。

[教学资源应用问题]

建有体系性职业道德微课视频，应用学校 MOODLE 平台进行教学管理，提升职业素质；

建有 MOOC 平台课，采用异步 SPOC 模式，保障创业正确方向；已开设计社会实践信息化管理

平台，保障实践活动有序开展。

（二）实践教学（实践课堂）

[教学目的和要求]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接行业学院、政府协会，建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排，构建“开放

式”教学体系，提高大学生的理论素养、能力水平、思想境界，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促进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教学内容]

1、乡村振兴课堂

服务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2、青年红色课堂

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3、社会公益课堂

培育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意识

4、创业体验课堂

增强实践能力，增强创业信心和责任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课程重点解决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贯通对接，将“教书”和“育人”

融合到社会实践中。把课堂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校内校外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一体，在传统

思政课引进社会实践活动，构建“开放式”思政课教学体系。

（三）人文素质培养（实践）



[教学目的和要求]

构建实践活动信息管理平台，将专业课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教育、志愿

服务有机融于一体，建立实践教学平台，单个实践活动模块化分类、项目化管理、课时化

认定，学生根据实践需求和专业兴趣特点在网络平台菜单式选择实践活动，实践活动课时化

认定与审核。

[教学内容]

学科竞赛、实践研究、志愿服务、专业技能菜单型选择

[教学重点与难点]

（四）课程实践实施指导

[教学目的和要求]

对社会实践进行中期检查，过程性把控，对各实践项目小组具体工作实施指导，确保项

目按照要求实施。

[教学内容]

1、项目中期进展汇报

包括项目小组负责人工作汇报，项目成员阶段工作总结

2、各实践项目小组具体工作实施指导

3、项目后期进展汇报

如时间进度汇报、关键问题解决办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五）课程期末成果汇报

目的：将社会实践成果“回归”理论课堂，发挥理论教学与实践良性循环模式。其注重课程

评价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将社会实践中的教育成效又运用到理论课堂中。

[教学内容]

讨论的主要内容：遴选实践成果为基础，以优秀实践成果的课堂应用为核心，发挥师生双重

主体作用，将社会实践成果“回归”理论课堂

课时数：2课时

三、课内外教学环节及基本要求

序号 教学内容

课内学时

课外

学时
理论

学时

上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 践

学时
小计

其 中

研 讨

学时



1 职业道德与修养 2 2

2 创业初心与使命 2 2

3 企业家精神 2 2

4 社会调查研究 2 2

5 社会实践课堂 16 16

6 人文素质实践 4 4

7
课程实践实施指导

（中期检查） 2 2

8
课程期末汇报总结

2 2

合计 32

四、大纲说明

本课程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践教学法，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和自学获取知识，采用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共同组成教学团队。

（一）作业量和对自学的要求

本课程要求教师在讲授完理论章节内容后都要布置一定量的实践课程。对实践课程课程

分将作为学生期末成绩考核的依据之一。

（二）课程考核方式与要求

本课程总 32 学时，课程成绩根据以下四项内容的结构化分数构成。

1.学习课时（含理论课时+实践课时的考勤与课堂实践参与，占 20%）

2.实践课堂（含个人参加实践课堂情况，占 20%）

3.实践过程（包含团队项目申报，实践过程考核，占 20% ）

4.期末实践成果报告（小组实践成果总结、汇报，标志性成果，占 40%）

（三）主要参考书

1、李钢：《大学生创业指导》，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

2. 葛海燕：《大学生创业教育与指导》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创业与人文素质》教学大纲
	建有体系性职业道德微课视频，应用学校MOODLE平台进行教学管理，提升职业素质；建有MOOC平台课，
	（二）实践教学（实践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