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 第 2 期
2018 年 4 月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ol． 37 No． 2
Apr． 2018

收稿日期: 2018 － 01 － 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5JJD880014)
作者简介: 刘 慧( 1989 － ) ，女，硕士生，2551392993@ qq． com．

文章编号: 1674 － 0076( 2018) 02 － 0082 － 04

以爱心促动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特色探索
刘 慧

(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以爱心促动力，是促进学生认识自我，促进教育回归价值本体，激发个人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重要举措，对于
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构建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以爱心促动力，在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文化
氛围上卓有成效。文章在实地考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其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培育特色，以期
取得典型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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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教育之根，也是教

育的手段，是学校制度实施的重要保障［1］。高职院

校注重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构建，就抓住了创新创业
教育之根，此不仅代表着高职院校发展走进了内涵
建设阶段，而且也反映了创新创业教育开展越来越
基础化。在创新创业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代，高
职院校有必要把创新创业文化培育作为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的重要手段。

一、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应将创新创业
文化构建作为首要任务

创新创业文化是高职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形成

的一种特殊文化，发挥着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高
职创新创业教育应将创新创业文化构建作为首要任
务，让创新创业文化发挥“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
用，潜移默化间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兴趣和创新创
业能力。高职院校注重创新创业文化构建，是高职
院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这有利于高职
创新创业教育的顺利开展。

1．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属性决定创新创业教育要
“文以化人”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具有高等性、职业性、应用
性、创新性和教育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教育性是其根
本属性。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已经有 2 596 所，

其中高职院校有 1 359 所，占比高达 52． 35%［2］。高

职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人才
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教化育人就
显得尤为重要。高职院校特色是培养高级技能型人

才，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也必须突出以育人
为本，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全
面发展的人作为根本目标，而且要践行“文化育人”
理念，积极进行文化氛围构建。

毋庸置疑，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也必须突出创新
性特质，此要求高职院校必须采取灵活、创新的办学
方法，推崇创新文化，进行创新性的制度文化、组织

文化、管理文化等系列的院校文化培育活动。［3］

2．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双重使命要求文化氛围

构建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同样具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

育的双重使命［4］。一方面，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强调

技术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高职院校必须注
重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和技术技能训练; 另一
方面也强调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度人文素养的

人才。蕴涵在人才身上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就
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无论对学生个人还是对社会都
会产生基础性的影响。只有把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
相结合，注重知识技能训练的同时，又不忽视人文教
育，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培养出的人才才有利
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创新创业时代，高职院校构建创新创业教育
的文化氛围，是符合高职教育双重使命的，但是需要

长久恒定的努力。潘懋元［5］先生曾说，在大学中引

进或创造新的文化，开始时往往只是作为一种亚文

化，如果这种文化不为社会所认同，可能只是昙花一
现，湮没无闻; 而如果这种文化为社会所接纳，就有
可能逐渐地融入或取代传统文化，而成为主流文化。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非一朝一夕之功，需



要经年累月的坚持，更需要不同治理主体的共同维
护和支持。

3． 文化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文化在潜移默化间对人的观念、习惯、思维模式
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高职院校构建创新创业教育
的文化氛围，在于为学生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业、
崇尚创造、强调应用的文化环境，是对学用文化的坚
持。关于学用文化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王洪才教授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王教授认为，在高
校校园中，各种文化思潮在社会变革力量的整合下，

开始汇聚成一股与社会变革趋势相顺应的文化主
流———“学用 文 化”。学 用 文 化 的 实 质 是 既 倡 导
“学”，又鼓励“用”。“学”是科学研究，对规律的探
究，泛指一切的学术研究。“用”指应用、实用，泛指
一切科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生产实际，与社会生产实
际相结合［6］。高职院校构建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

是提倡“学”“用”结合的具体表现，是坚持学用文化
的鲜明注脚，是弘扬学用文化的生动说明。

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创造性，让学生具有
主动创新创业的意愿，主动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变革
学生的学习方式，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被动引
导为主动创造，才是高职创新创业教育最大的成功。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让创新创业文化
“润物细无声”，影响学生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使
学生自主、自发、自然地培养起创新创业意识，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兴趣和创新创业能力。

二、以爱心促动力是创新创业
文化氛围构建的动力源

以爱心促动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

抓住了人才培养的根本方法。通过文化氛围构建的
渠道，高校将知识技能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举，实现了
由灌输训练式教学向启发学生自由创造、主动创新
转变，联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实现创新创业教育
成人与成才的教育目标。

1． 以爱心促动力获得创新创业教育源动力

以爱心教育、感恩教育为基础，从根本出发，激
发学生的自我成就意识和创新创业意愿，唤醒学生
进行创新创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激活学生的创新创
业源动力，培育创新创业的文化土壤，对于创新创业
教育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根本性举措，更
是对教育价值的回归。

2． 知识技能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举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类
型，肩负着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为一线需要
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使命。以爱心促动力，构建创新
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将知识技能教育与人文教育

并举，不仅促使高职院校由单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
才向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转变，而且推动高职院校
走向文化建设领域，整合社会文化、企业文化和院校
文化，从而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

3． 灌输式教学向启发学生自由创造主动创新转变

以爱心促动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氛围，突
破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重在潜移默化影响学
生和启发学生，其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影响范围更加
广阔，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从方方面面传递着崇尚创
新，支持创业的包容态度。具体来说，以爱心促动
力，可以通过灵活的组织形式、丰富的爱心活动、创
新的教学设计、自由的管理方式等，向学生传递自由
创造、主动创新的文化氛围。这有助于促使学生主
动将创新创业精神，融于血液，融于思想，融于观念，

融于行为，让学生主动地将“学”转化为“用”，将知
识、技能创造性地应用到社会生产实际，从而推动整
个社会的进步。

4．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联合运用

创新创业教育不同于传统应试教育的理念和模
式，也并不以培养企业家为导向，而是一种传播理论
知识为辅、营造文化氛围为主的综合教育。从某种
程度上说，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动态的场域，或者说
是不同文化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7］。这
种文化氛围的营造既包含一定的显性教育，也包含
一定的隐性教育。通过不同文化主体，包括学校、企
业和社会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创新创业教
育文化，无处不在，潜移默化间影响高校师生的观
念、习惯、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5． 实现成人与成才的教育目标

以爱心促动力，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文化氛围，

具有人本性、实用性和创新性。这不仅有利于促进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道德修养，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实现教育价值的回归，更重要的是引导
学生转变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学习向主动探求
式学习转变，进一步走向实践，发挥自身价值，实现
由“学”到“用”的转化，实现知识技能的创新，从而
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成人与成才的教育目标。

三、以爱心促动力，构筑宁职院
特色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氛围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都进行了创新创业教
育实践，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待总结。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作为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
全日制普通高校，在以爱心促动力，构建创新创业教
育文化氛围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宁波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秉 持“勤 ( diligence ) 、信
( credibility) 、实( practicality) ”的校训，形成“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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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harmony in diversity) ”的校风，具有“创业、创新、
创优( 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excellence) ”的学
院精神。宁职院在以爱心促动力，构建创新创业教
育文化氛围方面，从爱心教育、感恩教育出发，以思
源基金、思源文化广场、文化一条街、区校文化新地
标、爱心超市、冠名基金、慈善助学、友爱捐物、爱心
维修、义工服务等丰富的形式，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改变学生，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世界观和人生观，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从根本上
获得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动力源。

1．“思源基金”: 爱心教育好载体，创造创新源

动力
“思源基金”将慈善助学与教化育人密切结合，

创新高职院校助学模式，打造慈善文化育人品牌，形
成了宁职院爱心教育的名片，是以爱心促动力，构建
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氛围的成功案例。

2007 年 6 月，宁职院成立了“思源基金”。2014
年 1 月“思源基金”募集累计达到一千万元。2016
年 9 月学校成立“思源学院”思源文化教育实践基
地，将“思源基金”作为爱心教育的重要载体。“思
源基金”进行慈善助学，并对其合作联盟学校进行
了积极捐助。据悉，思源基金捐助西藏职业技术学
院 9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2． 4 万元; 雅安地震，捐
助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10 万元; 余姚水灾，捐助余姚
成教中心 74 名学生 55. 5 万元，购买设备捐助 2. 45
万元; 捐助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2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10 万元; 捐助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思源公益助学
金 3 万元; 捐助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思源公益
助学金 30 万元。同时，“思源基金”将慈善理念宣
传与诚信教育有机结合，成为学院以爱心促动力，展
开爱心教育的有效载体。到 2014 年 4 月，思源基金
累计募集总额 1 028． 23 万元，其中，收到社会各界
捐款 343． 26 万元、在校师生捐助 412． 81 万元、校友
及团队 个 人 捐 助 31． 17 万 元。共 资 助 贫 困 学 生
1 187名，有 359 位受助学生反哺基金 160． 3 万元。
“思源基金”及思源文化教育实践基地，为学生

的爱心教育提供了实践体验平台，让学生能够参与
其中，进行爱心传递，帮助学生形成感恩施惠的优良
品德，让学生乐于奉献，乐于付出，形成创造创新的
源动力。

2． 思源超市与义工活动: 以爱心促动力，文化培

育见成效
“思源基金”从爱心教育出发，营造了自尊自

信，感恩自强的文化氛围。围绕爱心、感恩、自尊自
强精神，宁职院还鼓励创办爱心超市。

秉持“捐物做慈善，购物献爱心”经营理念的思
源超市，是“思源基金”的衍生品，但对于学生的爱

心教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源超市实施班级
爱心积分方案，班级同学在思源爱心超市消费的积
分，每消费 1 元积 1 分。以个人积分和班级积分的
形式，所累积分每学期一次按 10: 1 兑换到班级冠名
基金，进行慈善助学。自 2012 年开业以来，“思源超
市”共计营业额 33． 89 万元，不仅达到帮困助困的目
的，实现爱心教育，而且实现了诚信教育，称得上一
门学生参与度很高的德育精品课程。

此外，宁职院还支持学生进行爱心维修等义工
服务，学生可以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术，为学校
师生提供免费服务。在爱心活动和义工服务过程
中，学生们不仅锻炼了自己，更重要的是激发了自己
为他人服务的积极性，树立了社会责任感，激发了创
新创业意愿。

3． 思源文化广场: 传统文化与创新创业文化结

合的睿智之举

以爱心为出发点的“思源基金”继续发挥其影
响力，促进了思源文化广场的形成。思源文化广场，

鼓励创新创造创优，同时不忘从中国五千年文明中
汲取营养。剪艺、珠算、书法篆刻、绣色江南、竹安堂
伞艺等进驻思源文化广场，传承非遗文化，弘扬中华
文明。其中，非遗馆是一大特色。非遗馆是以具有
区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题，集宣传展
示，互动教学，创新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文化场馆。作
为宁职院展示与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实践基
地，非遗馆目前入驻了舞龙、剪纸、书法等九个传统
文化项目。馆内采用实物、图片、教学体验等手段，

多方位展示非遗项目，通过培训、互动、展演等形式
复兴传统文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
发挥“非遗”文化在学校传统文化教育、校园文化建
设、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思源文化广场是宁职院在创新创业时代，将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的睿智之举，并使创新创业
教育的文化氛围构建更具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4． 多种举措相辅相成，文化氛围更浓厚

宁职院积极开展与爱心教育相辅相成的创新创
业教育工作，进行成功教育、构建职场化训练制度、
开展教师职业能力培训和教学改革、实行“院园融
合”育人等，形成了浓郁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保障
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学院借鉴“成功学”训练模式，对学生进行“成
功教育”，让学生有爱心，更有信心。用“成功教育”
改革公共课程，将成功教育贯穿于学院教育教学的
各个环节，帮助学生形成自信自强的品质，激发学生
潜能和创造力，培养有爱心有能力、阳光自信的未来
人才。同时，宁职院构建职场化训练链，让学生的由
“爱心”激发的创造力得以专业化训练。建立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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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训练制度，进行始业教育—素质拓展训练—训练
岗位招聘会—企业创新创业训练一体化教育，营造
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宁职院还积极开展教
师职业能力培训和教学改革，要求教师要做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
师。在课程设计与教学方面，突出能力目标，将德育
和自学能力、人际交往、创新能力等职业核心能力，

渗透所有课程教学，并进行学生能力实训。宁职院
还实行“院园融合”的育人方式。集创业教育、人才
培养、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产业扶持为一体的新型
产学研基地，让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在这里得到帮
助和指导，让学生由“爱心”产生的创新创业想法获
得实践的土壤。

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氛围的构建，是当今时代高
职院校的必然选择。可以说，宁职院以爱心促动力，

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氛围的构建是非常成功的，是值
得借鉴的。需要指出的是，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文
化氛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从学校主体构
建，到多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再到整体性的文
化自觉，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费孝通［8］曾说，文化
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
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
在行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
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
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反映
到高职创新创业教育领域，创新创业教育文化氛围
构建，离不开校本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基础，离不开

多元的企业文化的交流碰撞，更离不开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流文化的坚持［9］。高职创新创业教
育文化氛围的构建，应掌握爱心教育、感恩教育的重
要方法，将爱心教育与职业教育，传统文化与创新创
业文化相融合，形成特色性、校本性、创新性和恒久
性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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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motif with love and constructing cultural atmospher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Ningbo Polytechnic

LIU Hui
(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motif with lov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students’self-understanding，which can
promote education’s return to its original value，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dividual’s subjective initiative，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tmospher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Ningbo Polytechnic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education．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ractice in Ningbo Polytechnic we explore the cultural
cultivating featur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ope of setting examples for ot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ltural atmosphere; features exploration; Ningbo Polytec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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