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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医科类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以内蒙古医科大学为例

（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 要：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要求，内蒙古医科大学作为区域优势相对薄弱的地方医科类高

等学校，肩负立德树人、服务地方医药事业发展的重任。多年来，内蒙古医科大学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从课程建设

到第二课堂活动，从优势平台到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探索符合自身办学特色的创新创业体系，逐步形成了“四轮驱动”

培养模式和“1+3+x”教育教学模式。新的历史时期，医科类高校要进一步推动创新成果，促进产、教、研、学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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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成果·

前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华民族走上共同富

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

行动指南。创新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肩负的时

代重任。创新创业教育是大学育人的重要载体，也

是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重要力量[1]。随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

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总

体布局和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医药行业创新

创造的任务更加迫切。内蒙古医科大学作为西部

地区的医科类高等学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做了

积极的探索，逐步推动了创新创业体系建设。

1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实践

内蒙古医科大学是自治区最早成立的医药类

高等学校，肩负着服务区域医药事业发展的重任。

学校紧紧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立足自身资

源条件，探索特色发展之路，逐步形成了以“现代医

学、中医药、蒙医药”为一体的“三位一体”办学特

色。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 ，以提高质量为目

标，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1.1 以顶层设计促进体制机制建设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文件

要求，学校在2016年1月制订了内蒙古医科大学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内蒙古医科大学

创新创业CAP发展规划及523发展思路”，即提升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5个服务，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的2个驱动，搭建创新创业的3个平台等10个方面

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有计划有步骤推进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本校成立了创新创业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负责相关日常事

务，统筹协调大学生创新创业全局性工作；教务处

和实践教学部负责课程改革、课题项目申报，负责

校内医学教育实验室开放等相关工作；团委、招就

处、学生处共同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学院负

责提供创业项目咨询、策划和指导。在政策上，一

方面为有意愿有潜质的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

业指导，制订适合学生发展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

划；另一方面设置了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建立了

课外学分转换制度。同时，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可在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予以体现，并设立相应的单项

奖学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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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完善培养方案，突出医学创新能力的培养

培养方案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基本遵

循。在2017年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创新创业课从

就业指导课中分离出来，设置为3个模块，共计12

学分：其中课程2学分，20学时（4理论+16实践）；创

新创业与科技活动2学分，4学时；第二课堂活动2

学分，4学时。2021年修订本科教学大纲时，课程名

称更新为创新创业基础，2学分，32学时（理论课20

学时+创新创业沙盘实践教学12学时），面向全校本

科专业开展教学。理论课教学内容包括创新思维、

专业创新技术、创业准备、企业家精神、创业实务，

创业企划等教学内容，由人文教育学院就业创业指

导教研室承担理论教学任务。同时，开设创业基础

线上课6门，即：创业管理实战，创新、发明与专利实

务，大学生创业基础，创新创业领导力，大学生创新

创业降龙十八讲，创新中国。优化配置教学平台，

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空间。实施科技创新和实践

活动学分转换制度，提高学生医学创新吸引力。通

过培养方案的优化和完善，逐步建立以理论为基

础，以实验室平台为依托，以项目转化为手段，以创

新创业活动为引领的“四轮驱动”培养模式。

1.3 建好第二课堂，增强实践技能

2018年7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印发《关

于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

见》。按照要求，内蒙古医科大学建立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包括“创新创造创业”科技创新特色活

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

赛等品牌活动。各学院突出专业特点，开展创新创

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来，“英才培育”项目

有17个学院近25个专业参与，完成课题310项，参

与学生2200余人、参与指导教师350余人，形成的

成果包括期刊论文110余篇、专利14项；“挑战杯”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获国家级奖项5个，2021年“挑

战杯”单项奖获得34项，为历年之最；2020年学校青

年领航创新创业团队加入联盟团队105支，评定“雄

鹰团队”10支、“雏鹰团队”60支和“孵化团队”35支，

参与青年教师140余人、学生1700余人。

1.4 以医药科技项目推动专创融合

为了激发广大师生创新创业热情，内蒙古医科

大学不断强化医学类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培育专业

创新成果。从2018年开始，设立校级“三位一体”创

新创业项目和实验室开放项目等医药类创新特色

项目，向广大师生开放分子生物实验中心、虚拟数

字医学中心、蒙医针灸疗术实验中心、药用植物数

字标本馆、蒙医药博物馆文献展厅、蒙医药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等校内创新实践平台面。打造“三

位一体”创新创业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实验室开放项目等品牌项目，每年立项百余项，投

入经费200余万元。在校外实践基地创建上，学校

依托技术设备力量较为雄厚的校外医药企业和实

习实训基地，签约共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搭

建校外创新创业平台。校内外平台的构建，有助于

改变创新创业师资力量单一的现状，改变医学院校

教师及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普遍缺乏实

际创业经历，对人际关系网络构建、渠道构建等重

要实践方法和技能指导针对性差的弊端[2]。

2 创新创业教育取得初步成效

内蒙古医科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中，激发

了学生求异思维方式和教师深耕学术、开展教学研

究的内生动力。参与的师生人数逐年增多，各级各

类创新创业项目的质量逐步提高。

2.1 构建了“1+3+x”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

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中始终坚持以一门课程、三项科研项目、多项

品牌活动即“x”为主线的教学模式。课程方面，以

《创新创业基础》精品课为基本理论，指导学生建立

思维模式，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不断优化教

学方法、加强教材建设、完善实践活动等途径，追求

教学成效的最大化。科研项目方面，以三位一体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3项科技项目，开展医学

特色创新创业活动。开展品牌活动方面，在“x”项

上大做文章，各学院、各专业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特

色创新创业活动，推动专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逐步形成校院两级联动、理论实践一体、师生

协同的“1+3+x”教育教学模式。

2.2 凝练了医创融合的创新创业项目成果

内蒙古医科大学师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共六届比赛，获得国家铜奖1项，自

治区级金奖3项、银奖4项、铜奖3项、优秀奖4项。

其中“一种全自动静脉输液换液装置的研制”、

“‘红+白’——情系革命老区助力眼科诊疗新模

式”、“基于互联网＋3D打印技术介入性手术实践技

能培训综合服务开放式平台构建”“面向智能交互

七自由度超声机器人多模态图像融合关键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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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研制”“蒙古马油系列化妆品助力扶贫”“振兴

草原蒙药种植乡村振兴行动”等获奖项目，凸显了

医学与互联网及新工艺新业态的紧密结合，体现了

创新创业教育与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超声骨刀

在腰椎管狭窄症手术治疗中的应用”“3D打印个性

化青少年胸椎经关节突关节后入路导航模板在临

床中的应用”“蒙药蓝刺头治疗雄性骨质酥松模型

大鼠的代谢组学研究”等“三位一体”创新创业项

目，具备一定的转化前景。在“挑战杯”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中，“学龄期儿童寰枢椎数字化三维形态

测量与临床应用研究”“大黄素对LPS诱导的小鼠

RAW264.7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等参赛项目获得

自治区级奖项。

2.3 培养了一支师资队伍

专业化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是推动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培养体系落地实施的关键。高校应重视理

论研究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引领作用，引导教师主

动开展理论研究，积极探索适合学生个性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模式[3]。经过10余年的发展，我校已形成

了由兼职到专职、由单一学科到多学科覆盖、由单

纯理论教学到理论实践相结合、由校内到校外的发

展态势。学校现有创新创业专任教师10人，选拔基

础医学院、中医学院、蒙医学院、计算机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优秀专业课教师30余人加入了创新创业

教育行列。在开展各类实践活动中，体现师生共创

的特点，吸引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其中，提升了创

新创业教学水平。几年来学校共派出教师200余人

次赴全国各地参加创新创业指导培训。目前已经

培育出“手足并用教学法”创新团队、数字医学领航

创新团队、智能骨科机器创新团队、达芬奇机器人

胃肠外科手术团队等20余个医学创新团队。我校

成立了5个创新创业专家工作室。学校建立了创新

创业指导专家库，制订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管理

办法，聘请知名学者专家、创业成功者、企业家、风

险投资人等行业优秀人才担任专业课、创新创业课

程教师和导师。目前已吸纳区内外高校、企业等优

秀导师30余名。

2.4 以品牌活动营造了创新创业氛围

我校“问学讲坛”创办于2012年6月，几年来先

后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教授、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姜小鹰教授、国医大师吉格木德教授等国内

知名专家做客“问学讲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高端

讲座，共开展各类讲座600余场，受众学生累计近

40000人次。2015年4月，学校成立了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协会，开展了“校园创业嘉年华”、“内蒙古

医科大学创业之星”等活动，10位创业者荣获学校

首届“创业之星”荣誉称号，5个创业项目入驻呼和

浩特市金山创业园。邀请校友及企业家举办了30

余场次的创新创业讲座，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创业

热情。近几年，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创新创业典

型，逐步形成了浓郁的创新创业校园氛围。

3 创新创业教育思考及展望

3.1 深化落实创新创业教育任务

党的教育方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

强医学人才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一个有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职业人，必

然会成为职场的佼佼者。在教学中，需要充分发挥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育人功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教学改革。如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中，应凝炼具有

代表性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内容，运用科学的教学

途径，有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让专业课教学和创

新创业教育水盐交融。

3.2 形成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文化

医学教育专业性强，知识内容体系庞大。医学

生课业负担重，专业发展目标坚定，学生在大学阶

段心无旁骛地学习和备战考研。因此，形成创新创

业校园文化十分关键。首先，要点燃师生创新创业

的激情，让创新创业成为师生体现自身价值的平

台；其次要坚定广大师生创新创业的信心，让创新

创业成为师生心目中职业发展和成就未来的阶

梯。此外，要让师生敢闯会创。教师具备“教”和

“带”的能力，学生要具备“跟”和“超”的气魄。创新

文化的建设并非易事，需要时间和条件保障。高校

应主动作为，关注行业发展新形势及新业态，积极

寻求对口知名企业，建立专业教学为基础的创新创

业教学合作机制，共同培养适应新兴产业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4]。

3.3 积极搭建各类创新创业平台

学校现有的校内外创新创业实验平台发挥了

师生创新创业孵化器的作用，但已不能满足当前大

学生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开发升级。目前，建设中

的创新创业基地初具规模，创意思维训练室、沙盘

实践室、创客空间、创新创业文化展区等各类创新创

业平台将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创意思维生长到成果

转化全过程培育（见图1）。在校外的平台建设中，要

将学校十四五规划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医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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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紧密连接，打破校园壁垒和学科界限，与政府机

构、企事业单位和兄弟高校紧密联合，寻找利益共同

点，共建跨学科跨行业的综合性平台，促进产学研相

互转化，为区域经济建设贡献医药力量。

图1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成长模型

3.4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依据，也是推

动教学质量提高的有效手段。全面考核创新创业

教育成果，需要建立健全创新创业教育的评价标

准，把考核标准量化为易于实施的指标体系，对课

堂教学、实践教学、科研项目开展的情况3个环节分

别考核。为教师提供考核结果的信息反馈渠道，分

析教学中的不足和问题，依据考核结果对教师进行

适当的奖励和惩罚，并作为教师评优评先的依据，

从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4 结语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

经济升级转型的重要时期，创新创业作为引领经济

发展的首要动力，高校作为创新创造人才培养的关

键教育机构，必然处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5]。疫情影响下，医药行业的创新创造层出不穷，

我国疫苗的研制、防护产品的迭代升级、中医药疗

法的探索等方面的创新创造，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

和创造力。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四川大

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交通

大学机械学院联合研发的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

MO)，在国内率先进入临床阶段。此次国产ECMO

成功应用于临床，打破了国外产品在这一领域的垄

断，实现了国产重大医疗器械自主化研制的突破，破

解了心血管危重症患者救治的“卡脖子”难题，堪称

医疗健康领域的“大国重器”。相信，在未来的创新

创业促发展的成功之路上，地方医科类高校必将发

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书写出更加浓墨重彩的篇章。

参考文献
[1]宋浩.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创业能力培养研究[J].教育

教学论坛.2021（2）：1-4

[2]曾智.斯坦福大学创业教育实践环节的特点及其启示[J].

教育评论.2016（7）：64

[3]卓婷婷.基于国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

佳木斯职业学校学报.2021（11）：122-123

[4]周熹.构建中国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思考[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1（5）:73-76

[5]张琳.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J].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建设与研究.2021（18）：82-85

·· 6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