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专创融合教学改革 探索文旅创业教育新模式

——文旅融合“双创”教育机制探索实践案例

摘要：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积极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把“双创”教育的生态体

系列为学校“双高”建设的重点项目，作为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

革工作的主要任务，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建设相融合，以旅游类行

业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创业大赛为载体、乡创空间实践基地为孵化

平台，整合校内外专家资源，深化专业和创新创业融合的教育教学改

革，拓展文旅融合“双创”教育的机制和方法，推进“双创”教育在

学校旅游类专业建设的基础下稳步有序发展。通过改革实践，积极探

索新时代下文旅融合“双创”教育的新模式，并不断在教学和实践中

逐步完善和提升专业建设和“双创”教育融合后的成效，逐步形成浙

江旅游职业学院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扎实推进和深化“三教”改革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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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2018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

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32 号），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高职院校的“双创”教育具有广泛的价值

属性，高职教育在日趋受到国家重视的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质量和

水平都提出更全面的要求，而“双创”教育是高职院校教学模式改革、

人才素质提升、教学质量精进的重要举措和方式，也是全面建设“双



高”学校的重要指标。在新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在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要求中，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立足“十四五”规划

目标制定创新创业工作主要任务：全面推进旅游专业建设与创新创业

教育深度融合。在专业建设的基础上深入实施创业引领计划、创业导

师培育工程和创业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为学生提供集创业知识教育、

创业指导、创业训练、实践教育于一体的全方位、开放式的专创融合

的创业生态服务系统。

二、案例详情

“双创”教育是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育人工作的“排头兵”，早在

2009 年，学校就出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自主创业资助资金》

政策开始探索“双创”的教育和扶持工作，并连续十二年组织全校学

生的创业标兵评选工作。2016 年学校成立非正式建制的徐霞客创业

学院，并通过两年的建设顺利获评教育厅颁发的“浙江省普通高校示

范性创业学院”的荣誉称号，全省高职院校仅 13所。2020 年 9月，

学校成立独立建制的徐霞客创新创业学院（以下简称创业学院），将

创新创业工作作为“中国品牌”“中国服务”旅游职业人才培养的重

要载体，列入双高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按照“专创融合教育生态体

系”进行系统规划和建设，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双创”教育工作做

好顶层设计，真正实现“高起点建设、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推进”。

（一）强化赛教融合，创新创业大赛取得历史性突破。

1.2021 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在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取得标志性成果。经过 6期集训，60多轮打磨，在省赛决赛中，

学校参赛项目获得 2 金 3银 3 铜的历史最佳，金奖数列全省职业院校

第 3位。学校项目首次进入国赛舞台，并斩获国赛铜奖 1项，取得历



史性突破。省赛金奖中“青牵万——青年牵手万村景区建设、数智驱

动乡村振兴”项目斩获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金奖，彰显我校专创

融合教育的成果。

2.在第四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中荣获 3金 4 银 2

铜的历史佳绩，成绩位列全省高校（含本科院校）第 5位；在全国财

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国赛银奖 2 项；在文化和旅游部提质培优行

动计划中立项大学生团队实践扶持项目 2 项。

3.学校承办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和第四届浙江省



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大赛共有来自全国

各地约 500 所高校、4千多个项目参赛，累计人次达 3万余人。主体

赛进入省赛有团队 859 支、参赛学生 4295 人，指导教师 1728 人。

（二）立足师资培训，积极推进“双创”教学改革。

“双创”教育的核心力量是师资，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自 2016 年

成立创业学院以来就长期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育和储备，并在 2018 年

出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导师培育管理办法》（浙旅院学

〔2018〕15 号）来加强“双创”教育的专业师资储备，深化创新创

业教学改革。2020 年学校开始打造“创新创业教学工作坊”品牌师

资培训活动，截止目前为止共组织培训 51期，参训专任教师及学生

助教两千余人次；开办“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指导教师培

训班 5 期，培训专任师资 100 余人次；组织“金课金法”教学指导培

训活动 2 期，培养专创融合课程建设师资 50余人次。

（三）丰富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学校不断深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健全专创融合的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全校 8 个学院的部分专业均围绕创新创业教育目



标要求，全面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

创新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和能力等重要指标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

中，并鼓励以创业代替专业实习，以创业方案代替毕业论文设计。

2021 年学校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为契机，为 2021 级新生增

设“创新创业类模块”公选课，涵盖 4门线下和 14门线上课程；为

2021 届毕业生开设创业孵化班，通过对毕业生的指导和扶持提升毕

业生的创业成功率；开办第二期徐霞客创客班（乡村运营方向），政

校企村深度合作，探索乡村运营人才培养；开办第三期徐霞客创客班

（竞赛方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探索“专创融合”教育体系下人

才培养的新模式。

（四）凝塑活动品牌，提升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成效。

为持续做好校园“双创”实践活动的开展，学校以学生“双创”

实践活动品牌“创旅沙龙”为载体，陆续开展一系列专创融合教育实

践活动。自 2016 年以来，通过开展创客嘉年华、创客集市、创业标

兵评选、创客相亲会等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100 多场，在全校营造创新

创业文化氛围，激发学生们创新创业浓厚的兴趣。



2021 年通过凝聚校友的力量，顺利召开创业校友俱乐部第一届会

员代表大会，成功举办首届校友创业大赛；承办第四届中关村人才创

业大赛浙江赛区决赛，邀请兄弟院校学生共同参与。学校定期开展交

流活动，组织开展校内外创新创业专家讲座、大型赛事、社会创新创

业基地实地考察等活动 20余次，累计受益师生超过 1000 人次。

（五）整合校内资源，建设多维度创业实践孵化平台。

为聚焦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结合各学院不同的专

业背景和特点，立项建设首批专创融合工作室 8 个，逐步实现“一院

一创”的品牌化创建工作，使工作室成为课程建设、课题研究、项目

孵化、师生校企校友共创的平台。

学校已经建成浙江省内首个聚焦乡村运营人才培养、以乡村振兴

为主题的大学生创业园区——浙旅·乡创空间。通过专创融合、产创

融合，探索“企业（乡村）出题、学校答卷”模式孵化学生团队项目，

真题真做、助推落地，使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真正符合产业需求，解决

社会痛点。



三、实施效果

2021 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决赛中，学校参赛项目获得 2 金 3银 3铜的历史最

佳，金奖数列全省职业院校第 3 位。学校项目首次进入国赛舞台，并

斩获国赛铜奖 1 项，取得历史性突破，同时学校还获得“优秀组织奖”

的荣誉称号。

2021 年在第四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中荣获 3 金 4

银 2铜的历史佳绩，成绩位列全省高校（含本科院校）第 5 位；在全

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国赛银奖 2 项；在文化和旅游部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中立项大学生团队实践扶持项目 2项。

在近五年的“双创”教育教学过程中，学校共孵化和培育自主创

业学生团队近百支，扶持和资助的资金超过百万，更是在校友中不断

涌现出一批批敢于创新、勇于创业的优秀人才，为“双创”教育的育

人成果不断丰富案例。



四、创新总结

（一）聚焦“以赛促创、以赛促学”，多维度提升学生项目实战

能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一直都以各类高水平赛事平台作为提升学生

项目实战能力的重要渠道。仅 2021 年学校的各类赛事就涵盖第七届

“互联网+”、第四届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全国财经大学创新

创业大赛、第四届中关村人才创业大赛等高水平赛事，尤其是第四届

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与学校旅游规划设计、景区开发与管理等相

关专业高度契合，在比赛的同时还提升学生对专创融合的认知以及学

以致用的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以赛促创、以赛促学”的实践育人成

效。

（二）聚焦专创融合课程开发，搭建“专创融合”教育平台。

学校通过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徐霞客创客班人才培养计划

等各类课程中搭建起一个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专创融合”教育平台，

并开发了近 20门专创融合课程供同学们选择性的学习。同时，召集

所有授课专任老师进行课程的教学实践改革，颠覆以往传统的教学模

式，创新式的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引导性的学习来帮助学生建立主动学

习、自主学习的能力。只有通过这样系统的、全面的“专创融合”课

程体系建设才能真正实现以“双创”教育进行实践育人的总体要求。

（三）聚焦“专创融合”建设，在服务行业、企业中提升实践能

力。

学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注重发挥行业和专业的优势、凝

练旅游特色，深入推动“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模式的全新升级。一

是结合各二级学院开展“专创融合工作室”的建设，通过专任老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