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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索基于绿色主题的 “双创”教育新路径，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意。

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 “双创”教育缺乏 “绿意”，应立足村镇绿色发展，引领学生在基层创业立业；构

建村镇绿色发展学院，搭建绿色创业服务平台；开展村镇绿色教学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培育与

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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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迭创新高，根据全国

两会的权威发布，２０１８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８２０
万，达到历史新高。［１］在经济下 行 压 力 加 大 的 背 景

下，一面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一面是学校 “所 供”

与社会 “所需”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尤其是广大

农村地区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已造成乡村振兴战

略的人才短板。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地方人才培养

的摇篮，作为绿色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应以绿色发

展为契机，投身绿色创业行动。如何借高校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之力助推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性话

题。党中 央 提 出 “创 新、协 调、绿 色、开 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探 索 基 于 绿 色 主 题 的 “双 创”

教育新路径，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供给侧改革转

型期亟须解决的难题之一。绿色教育理论为应用型

本科高校大学生绿色创业提供了新的行动指南。本

研究倡导的绿色教育理论的要义是将绿色发展理念

融入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各个要素和过程中，用绿色

理念引领 “双创”教育转型升级。

二、理论基础：绿色教育理论

当今世界，多国政府把绿色发展作为社会发展

的战略方向，关注绿色的价值与内涵。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ｉｎ　ＵＳＡ）校长查

理斯·Ｒ．范 海 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Ｖａｎｈｉｓｅ）于１９０４
年提出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精神：高等学校要为社会

发展和经济发展 服 务，体 现 绿 色 发 展 使 命。［２］１９９８
年，清华大学前校长 王 大 中 首 次 提 出 “绿 色 大 学”

的概念，并对绿色教育进行 了 阐 释。［３］随 着 研 究 的

深入，绿色教育从最初关注的 “绿色校园、绿色环

境、绿色课堂、绿色师资”教育，发展到如今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绿色创 业 教 育 伴 随 “创 新、协 调、绿 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应运而生，是针对当前应

用型本 科 高 校 创 业 教 育 “高 投 入、高 消 耗、高 污

染”现象和创业教育异化的现实困境而提出的一种

新教育理念。绿色创业教育是将学生创业素质培养

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创业教育全过程的一种可持续

发展教育。绿色创业教育旨在改变当下异化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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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业教育，回归创业教育本质，实现创业教育绿

色发展。学生通过创业教育的学习与实践，在提升

自身创业素质的同时，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

领，最终实现 创 业 教 育 就 业、服 务 社 会、育 人 功

能，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教育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

不足之处分析

第一，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理念缺失

“绿色”。与研究型和高职类院校比较，应用型本科

高校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己任。面对严峻的

就业形势，应用型本科院校应改变传统创业教育仅

停留于学生就业、创业技能培养的一贯做法。创业

教育要敢于摆脱传统创业教育的思维定势，凸显绿

色发展主题，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培养具有绿色创业意识、创业本领的创造型

人才。纵观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现状，绿色创

业认识不足、绿色发展理念缺失。创 业 教 育 理 念、

价值及活动 准 则 没 有 回 应 社 会 和 教 育 自 身 发 展 困

境。创业教育没有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立足地

方、融入地方、根植 地 方、服 务 地 方，在 人 才 链、

创新链、价值链中找寻自己的定位［４］，偏离教育绿

色发展方向。教学理念没有发挥绿色引领作用，没

有把绿色发展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没有重点关注和

审视学生绿色就业、绿色创业的现实，违背 “教育

为人”的创业教育价值初衷。在创业政策制定、创

业课程设计、创业师资培养、创业科研服务平台打

造等方面没有融入绿色元素，造成创业教育内容缺

乏绿色产业集群支撑、创业教育与学生就业创业能

力培养和孵化脱节，最终导致大学生绿色创业现状

不尽如人意。

第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实践缺乏 “绿

意”。绿色创业实践是架 起 学 校———地 方 合 作 的 桥

梁和纽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绿色创业实践活动是

绿色教育题中之义。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

育、创业实践缺乏 “绿意”：一方面，创 新 创 业 实

践流于形式。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不少赢得评委专家一致好评或获得奖项的优秀

项目 “只开花不结果”现象较为普遍，对接社会现

实不足，导致创业比赛不接地气、创业计划作品为

了比 赛 而 比 赛 的 情 况，落 地 实 施 的 项 目 少 之 又

少。［５］另一方面，实践教学与绿 色 产 业 脱 节 现 象 严

重。当前大学生创业实践没有让学生投身到农村绿

色生产、管理、销售等领域中，创业实践缺乏 “做

中学，学中做”教学模式，学生没机会参与村镇企

业创办与经营 过 程。这 充 分 说 明 创 业 实 践 闭 门 造

车、缺乏 “绿意”，没有立足地方产 业，没 有 与 农

村绿色创业生态系统有效互嵌、深度对接，缺乏生

命力。

四、应用型本科高校绿色创业教育新路径构想

（一）立足村 镇 绿 色 发 展———引 领 大 学 生 走 基

层创业之路

绿色发展引领教育风尚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发

展的新方向。应用型本科高校立足地方实际，践行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核心的创业教育是实现高校服务

地方、促进学生基层创业立业、实现大学生自我价

值的必由之路。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日，三明学院刘健

校长在首届 中 美 绿 色 教 育 产 教 融 合 国 际 论 坛 做 了

《理念、行动与畅想———绿色教 育 在 三 明 学 院》主

题报告，首次提出将绿色学科专业群、绿色专业发

展方向与村镇绿色发展对接融合的构想，为高校服

务地方吹响了集结号，为大学生基层创业就业找到

了新方向。

第一，立 足 村 镇 绿 色 发 展，培 育 “绿 色”人

才。乡村振兴，扶贫攻坚，建设习近平新时代社会

主义新农村急需大量有知识、理念新、懂技术的年

轻大学生。［６］在互联网创新创 业 背 景 下，农 村 绿 色

产业聚集，绿色农业、绿色旅游、绿色养生等绿色

产品开发市场潜力巨大，但具有互联网创业思维的

新型人才严重短缺。为此，应用型本科高校要站在

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抓住乡村绿色发展契机，组

织大学生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科技创新大赛、大学

生科研训练、学生毕业设计等创业实践活动，参与

乡村绿色体验、绿色调研，把互联网思维融入创业

实践活动中，为乡村振兴培养懂农业有技术的年轻

大学生。另外，应用型本科高校要敢于加强创业教

育探索，采用有效措施推动绿色教育理念、绿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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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绿色师资与绿色产业无缝对接，让绿色发展进

课堂、进头脑、进项目、进团队、进市场。通过绿

色主题创业教育活动增强学生服务基层本领，为基

层培育更多的 “绿色”人才。

第二，引领广大学生到基层创业立业。创业教

育要肩负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的重任，改变大

多数人只想在城市就业创业的观念，加大乡村就业

创业的政策宣传，并在学生创业领域与方向选择上

给予正确指引。通过组织学生亲身参加乡村绿色发

展调研捕捉创业商机，使他们运用所学创业知识把

商机转化为创业项目；通过有意识组织 “创业路在

何方”“农 村 有 何 创 业 商 机 及 优 势”等 主 题 讨 论，

让学生认识到在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扶持下，农村产

业市场潜力巨大，竞争力度、准入门槛不高，具有

创业成本与创业风险相对较低的优势。一面是严峻

的就业形势，一面是农村的 “空心化”，村镇 “绿

色”发展走基层创业立业之路有 “一石二鸟”之功

效，两个问题迎刃而解。

（二）构建村 镇 绿 色 发 展 学 院———搭 建 大 学 生

基层创业发展平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应 用 型 本 科 高

校创业教育面临转型发展期，妥善处理 “专业教育

与创业教育融合、地方产业与创业项目对接、创业

教育与学生就业引领”三对关系是创业教育落深落

实的重大课题。通过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三明

学院初步提出构建村镇绿色发展学院，搭建产教融

合的创业教育服务新平台构想。

其一，构建村镇绿色发展工作平台。应用型本

科高校可以联合所属地政府建立区域村镇绿色发展

学院总院，负责区域绿色 发 展 组 织、领 导、规 划、

协调工作。在县各合作乡镇设立村镇绿色发展学院

分院，具体负责校———地合作，构建人才、项目服

务平台。村 镇 分 院 由 高 校 和 县 （市、区）共 同 建

设，领导班子由乡 （镇）长、二级学院院长、创业

教育学院院长和对口专业学科带头人构成，所需办

公场地和设备等硬件由设点乡镇提供，二级学院具

体承担相关分院的日常管理和事务协调工作。分院

实行定期沟通机制，由乡 （镇）长代表地方政府根

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介绍近年来乡镇经济社

会发展构想与发展困境，提出项目 “订单”，由 高

校相关专业提供人力与智力支持；二级学院院长代

表高校，根据合作乡镇需求及所设专业情况，制订

合作规划方案；创业教育学院院长按照绿色教育产

教融合 的 理 念 制 定 规 划 实 施 细 则，以 “发 现、设

计、营销”主题促进学生创业活动的开展；专业学

科带头人根据合作规划实施细则设置专业创业和创

业实务教育教学内容，组建团队，并负责项目的组

织与实施。村镇绿色发展学院以地方项目为 依 托，

实现高校服务地方常态化、创业教育项目化、人才

培养模式订单 化，化 解 当 前 高 校 创 业 教 育 形 式 单

一、内容空洞，创 业 教 育 与 专 业 教 育、就 业 教 育

“两张皮”怪象。

其二，探索村镇绿色发展 学 院 有 效 合 作 模 式。

创业教育产教融合是绿色教育的题中之义。为实现

合作机制常态化，应用型本科高校可从创业导师中

选配一名专业的村镇绿色发展顾问，负责校———地

合作信息收集与联络工作，及时了解区域经济或行

业的发展趋势，为创业教育对接地方产业提供源头

活水。村镇绿色发展分院探索 “１＋１＋Ｎ”合作模

式，即一个专业＋一个乡镇＋Ｎ种服务，村镇绿色

发展学院在校内以服务地方产业为核心开展产业群

建设，以产业学院为依托与地方支柱产业开展产学

研合作，将村镇绿色发展的需求和学校相关专业或

专业群的教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有机结合，把合作

村镇建设成高校———地方服务平台，高校在农村产

业发展、产品开发、市场策划、市场营销等方面提

供所需要的人力、智力服务。在基层以村镇绿色发

展学院建设为核心，把大学生科技园、创业园、创

业孵化基地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建设成大学生接触

社会的窗口和创业实训孵化基地，让大学生直接面

向基层开展创新创业实训和项目孵化，实现绿色产

业、绿色科研、绿色课程、绿 色 创 业 的 有 机 融 合，

解决创业教育与产业脱节问题。学院分院为合作乡

镇每年选派不少于５个学生实践团队到合作乡镇从

事乡野产业调查、精准扶贫、微项目创业扶持专项

活动，在教 育、医 疗、旅 游、休 闲、农 业、土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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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园林、电商等领域开展创业实践，为学生创

业能力培养与孵化提供支持。

（三）开展村 镇 绿 色 发 展 教 学 实 践———促 使 学

生创业能力培养与孵化

在绿色创业教育过程中，应用型本科高校需要

认清时代发展主题，认真解读自身职能，精心培育

学生创业就业能力。［７］

其一，共建面向全体、多方参与的绿色创业实

践体系。应用型 本 科 高 校 应 主 动 融 入 地 方 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争取多方资源扶持，充分

发挥当地政府、相关行业协会、支柱企业的协同作

用，利用多方参与共建面向 “全员、全程”创业教

育实践体系。［８］同时，村镇绿色 发 展 契 合 区 域 社 会

经济的需要，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将绿色理念融入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摆脱学生创业绿色项目不

足、绿色课程、绿色师资紧缺的困境。在高校、政

府、企业、行业的共同参与下，绿色教育将成为应

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创业思维训练、能力培养和孵化

的 “试验田”。

其二，设计 “能 力 为 本”的 绿 色 创 业 实 践 活

动。结合村镇绿 色 发 展 和 区 域 经 济 或 行 业 发 展 特

点，应用型 本 科 高 校 可 设 计 以 “发 现、设 计、营

销”为主题的创业活动，并将其融入专业教育教学

实践，分年级分阶段对学生进行基 础 性、综 合 性、

拓展性创业素质训练。大一阶段，组织学生进行以

“发现家乡”为主题 的 创 业 实 践。大 学 生 来 自 不 同

地方，对 家 乡 充 满 热 爱 和 感 激 之 情，家 乡 有 何 特

色，有哪些重要资源，他们心知肚明，利用寒暑假

回家机会用文字、图片或视频把它记录下来，返校

后向全班同学汇报。学生们通过相互听取汇报，畅

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创业

项目或创业方向。大学生挖掘家乡的创业项目，其

实就是一次诊断、识别商业机会的绿色创业 教 育。

大二阶段，进行 “设计家乡”创业实践。让每位学

生以 “家乡”为创业主题，启发学生思考 “产品或

服务是什 么？品 牌、商 标 怎 样？”带 着 这 些 问 题 去

实践，去探究，去创新。有些问题可能在专业教育

中找到答案，有些问题可能要通过第二课堂 解 决，

还有些问题需要寻求创业选修课程帮助。无论何种

方式，学生全程参与，全心投入，自主探究，无形

中培养了学生创业素质。大三阶段，进行 “营销家

乡”创业实践。通过全程创业体验，使学生能独立

解决怎样将家乡的产品推向市场、怎样进行营销策

划、怎样利用好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如何组建营销

团队等创业素质拓展活动与训练，达成绿色实践培

养、孵化创业能力的初衷。如，三明学院村镇绿色

发展学院创办的村镇班以 “发现三明、设计 三 明、

营销三明”为主题的创业素质拓展，将学生创业教

育浓缩到解决地方产业困境之中，对接地方，既服

务社会又提升学生创业实战能力，从而真正实现创

业教育绿色发展的价值诉求。

总之，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地方人才培养的摇

篮，作为绿色教育理念的践行者，要以村镇绿色发

展为契机，高举绿色发展旗帜，投身于绿色创业教

育改革，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行动中敢为人先，主

动作为，主动响应农村社会的发展需求，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探讨创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实施方略，引

领更多的学生走基层创业立业之路。

参考文献：

［１］新华网 ．从２０１８年 全 国 两 会 看 民 生“新 获 得”［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ｗ．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ａ＝ｓｈｏｗｓ＆ｃａｔｉｄ＝

８７７＆ｉｄ＝１３７６４５，２０１８－０３－２０．
［２］［７］铁铮，田 阳 ．绿 色 教 育：大 学 的 责 任 与 行 动［Ｊ］．

绿色中国，２０１６（０２）：４８、４８．
［３］王大中．创 建“绿 色 大 学”示 范 工 程，为 我 国 环 境 保

护事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出更 大 贡 献［Ｊ］．世 界 经 济

与政治，１９９９（０２）：７８－７９．
［４］游笑春 ．福建开启绿色教育发展之路———记首届中

美绿色教育产教融合国际论坛［Ｎ］．福建日报，２０１６－１１－８．
［５］严毛新 ．从社会创业生态系统角度看高校创业教育

的发展［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０５）：５２．
［６］王强 ．政协委 员 呼 吁 大 学 生 到 农 村 创 业［Ｎ］．中 国

教育报，２０１７－３－１４．
［８］王勇，王明强，孟宁宁 ．校地协同模式下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体系建设途径与策略［Ｊ］．教育评论，２０１７（０７）：８２．

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