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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艺术类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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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显著，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创新是一个国家发
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高校作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尤其对于艺术类高校而言，

应紧密结合艺术类专业教育教学，依托专业特点和优势，构建创业教育体系和模式，将创业教育贯穿于艺术类大学生人才培养的始终，使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过程深度融合，是艺术类院校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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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视域下机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化创意创
业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
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产业化
的方式开发、经营知识产权的行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
强国目标离不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创产业因其具备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不断催生
更为丰富的人才需求，成为大学生落实就业的重要行业领域，也是
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的重要平台。文化创意创业与创新创业活
动的不断发展，会进一步产生新的人才需求，促进大学生就业，从而
实现文化创意产业、教育教学、学术科研的良性循环与深入融合。艺
术类专业毕业生可以结合自身专业，通过开设个人工作室、创意工
坊，提供各类文化服务与产品，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2 艺术类大学生创业的现状
2.1 艺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优势
艺术类的专业学科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一方面艺术类专业强调实用性、实践能力的培养。艺术
类专业的学生接受了长期、系统性的训练，专业技能极强，他们在开
展艺术相关领域的创业活动中有着显著优势。艺术创作的过程本身
需要创新型思维。艺术类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
敢于想象、勇于突破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他们热衷于积
极投身创新创业大潮；敢于创新的心理品质助推他们在创新创业的
过程中突破束缚，开辟新局面。

艺术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主要以其专业知识与技能为基
础，其核心在于个体自身所拥有的智力资源。艺术类大学生在文化
创意创业的启动成本要求较低，对资金规模、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源
的依赖程度较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降低了艺术类大
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成本。借助于各类互联网平台，学生凭借专业
技能与创造性思维，便能够向社会提供各类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
实现创业梦想。

综上所述，艺术类大学生的专业培养特点为其参与文化创意产
业奠定了优势。

2.2 艺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从知识技能储备方面而言，艺术类大学生在经年累月的专业学

习中，极少有时间、精力进行其他领域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与实践，缺
乏创新创业实践相关的市场运营、财务金融、人际沟通、创业机会识
别、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在创新创业实践中，作为创业者
掌握所在行业领域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仅是创业成功的一方面。

在心理预期方面，一些艺术类大学生认为仅凭所谓的“一个好
的创意”或者“一部好的作品”就可以创业成功，这种想法使其在创

新创业的过程中，因为缺乏对创新创业活动复杂性的认识，容易产
生盲目乐观的心理预期。这种对创新创业的盲目乐观预期使得作为
初创者的大学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应
对各类问题甚至走向创业失败。

3 艺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瓶颈
3.1 目标偏离
目前，艺术类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人员与专任教师对创新创业教

育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许多教师认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在于指导
投身创新创业的学生撰写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策划书，获取各类创新
创业活动、大赛的荣誉；一些教师认为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在于引
导学生学习如何注册成立公司。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关
注较少，教学实践偏离目标。

3.2 课程设置不完善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是有效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目标

的重要前提。艺术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存在一些不足：课程设
置缺乏结构性；课程体系中创意、创新、创业相关课程逻辑链未能有
效构建，艺术类专业课程体系与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内容相脱节。

3.3 缺乏实践平台
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艺术类专业的大学生更加注重对专

业技能的训练，艺术类专业实践特征明显，主要集中于对课程的实
践教学，这些实践类教学课程主要目的在于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的训练[2]。创新创业实践有助于学生对专业所学与创新创业理论等
方面的知识技能的应用，体验创业的过程，激发其投身创业的兴趣。
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学生还能够不断调整其创业路径，不断学习与
成长。当前艺术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主要依托各类创新创业大
赛，而参与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的学生范围较小，覆盖面较窄。

3.4 师资力量薄弱
艺术类专业教师有着极强的专业能力与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部分教师具备较为资深的创业实践经验。由于艺术类专业教师缺乏
系统的创业理论的学习，创新创业实践经验总结归纳较为薄弱，在
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方面存在困难。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主
体以教学管理人员和辅导员为主，一方面，他们大多缺乏艺术类教
育背景，对学生的专业所长了解不够，难以有效引导学生发挥专业
特色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另一方面，他们理论方面的学习也不够深
入、创业实践匮乏，这也限制了他们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性。

4 基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艺术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4.1 构建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
据调查，80%以上的艺术类大学生最希望学校提供的创业教育

是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融入创业课程；仅有 10%左右的学生希望学
校提供的创业教育仅是通识类的创业课程[2]。艺术类高校将艺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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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程内容与创新创业课程内容深度融合，是培养艺术类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的重要路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有效融入艺术类专业课
程，以便借助专业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有效开展创新创业实践。艺术
类高校开设“设计者与品牌运营”“服装服饰类企业管理”“新媒体运
营”等融合型课程，将有效提升艺术类大学生立足专业开展创新创
业实践的能力。

4.2 构建创新创业实践课程体系
一是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在专业技能实践的基础上，增加创业

实践环节。例如，学生可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流程，从产品
设计、研发、生产，到品牌运营管理、后期销售等环节有效开展实习
实践，培育学生基于实践的创新创业能力。二是采用工作室教学模
式[3]，构建创意、创新、创业相链接的课程体系。以创意工坊或工作室
为依托，承接各类项目，面向社会提供各类文化产品与服务。教学形
式以学生的学习过程为中心，专业教师以教学指导者、创意产品监
督者的角色参与其中，引导学生将个别创意以专业作品形式展现形
成创新项目，进一步结合市场需求，逐步发展成为创业项目。学生作
为学习的主体，也是项目实施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在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深入了解相关行业最新的技术和市场需求；另
一方面，工作室教学模式也能够促进广大艺术类学生的创新项目进
一步走向市场，获得更加丰厚的实践型经验。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创业意识得以有效提升。三是构
建与专业融合的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平台。学校可以将举办各类创新
创业竞赛作为“第二课堂”，学生在大赛实践活动的锻炼中，全面增
强创新创业意识、专业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

4.3 优化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结构
一是打造更为多元化的教师队伍[4]。以校企合作为重要渠道，通

过教师“走出去”的方式，培养“双师”型教师，鼓励创新创业课程教
师、专业教师到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单位挂职，深入了解行业运营规
律、管理经验，有效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时效性。二是
积极发掘校友资源，建立校友委员会，发挥校友的信息资源的作用
与影响力，积极推荐文化创业产业相关企业创始人到高校，以兼职
教学的形式，引导和带动广大艺术类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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