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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优化内蒙古医科大学计算机信息学院基于 “互联网＋医疗”大赛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体系，助力学校新医科建设，力争实现更高质量创业就业新局面。为其他具有类似学科专业特点的学院或

高校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以创新创业大赛为抓手，将思政教育贯穿全程，通过整合校企优势资源，优化创
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结果／结论 创新创业大赛规模明显增长，学科融合创新
进一步突显，项目质量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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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２０２２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

以培养学生 “敢闯会创”的精神和素养为核心，将

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带动引领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范式变革创新。提出积极探索医科与

其他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推进 “医学 ＋Ｘ”多学科

背景的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学科交叉融合是

创新的源泉，能够为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

供有力支撑［１］。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及广泛应

用，对医学院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

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须要完善和优化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

２　背景

内蒙古医科大学 （以下简称学校）计算机信息

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现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生物医学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３个专业，

分别以健康医疗卫生信息化、临床工程、健康医疗

大数据为专业特色。学院多年来对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医学深度融合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有效探

索和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２０２２年８月 《“十四

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生

物医学工程、医学信息技术、职业卫生工程以及一

些新专业、交叉复合型人才的建设。学院的人才培

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更大挑战。

３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

作为深入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最具影响力的综

合竞赛，“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以下

简称大赛）将 “五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旨

在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培养创新创业人

才。学院从２０１８年起已组织５届学院级大赛，参赛

项目总计８３个，累计参赛４２０余人，参赛学生涵盖

１１个学院２４个专业的本专科学生，学院连续获得

学校颁发的优秀组织奖，向校赛输送大量以 “互联

网＋医疗”为特色的高质量项目。多年来学院坚持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践，虽然取得明显效果，但仍

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１　从项目角度分析

项目基于学科专业、围绕 “互联网 ＋医疗”应

用展开研究实践，许多项目尚处于创意阶段，项目

团队热衷于撰写项目计划书与制作路演演示文稿，

却没有清晰地梳理解决方案、准确地分析应用场景

并进行落地成果检验评估［２］，在技术创新与商业逻

辑方面存在较严重的 “纸上谈兵”现象，加上孵化

培育经费支持不足，导致项目无法落地。

３２　从学生角度分析

参赛学生掌握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水平有

限，未有效结合创新创业思维，导致成果转化能力

不足，学生对参加大赛的意义认识不够。由于大赛

项目的备赛周期较长，学生团队成员有懈怠心理，

增加了管理的难度。此外，在大赛中取得省级及以

上优异成绩比较困难，很多学生更愿意参加其他专

业竞赛作为第二课堂的加分项。

３３　从教师角度分析

校内指导教师具有多学科交融专业背景，教学

科研能力较强，但基本没有创业实践经历，对创新

创业教育内涵理解不够深入［３］，对大赛项目的指导

偏重于理论和技术方面，在指导团队管理、融资洽

谈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存在短板。受限于项目所

需软硬件资源条件以及难以找到具有合作意向的企

业，大赛无法成为教师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平台。

３４　从学院角度分析

学院原有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没有充分调

动企业优势资源，没有推动大赛成为医学与管理

学、工学、理学等学科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专业

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不够，激励机制设计也有

待完善［４］。“医学 ＋”多学科融合教育模式在学校

新医科建设进程中发挥作用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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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 “互联网＋医疗”大赛的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体系

　　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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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指

出，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化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

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 《指导意见》要求强化大赛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平台作用，鼓励各学段学生积极参赛。学生通

过参加大赛，可以打通学科与创新创业的桥梁［５］。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 《指导意

见》精神，优化基于 “互联网＋医疗”大赛的创新
创业教育实践体系，见图１。

图１　基于 “互联网＋医疗”大赛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

４１　 “三创”导向理念

创新创业教育是对大学生从意识、知识、能力

到相应实践活动层面开展的全方位教育［６］。以 “三

创”导向为理念，将大赛作为抓手，优化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体系，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旨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４２　协同育人机制

４２１　全方位思政教育　培养学生将个人理想融

入国家与民族事业中对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至关重

要［７］。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各环节有机融

合，能够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贯穿全过程。鼓励

竞赛项目围绕新医科对应的产业和行业领域待突破

的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研究和探索。鼓励学生参加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深入了解国情民情，

竞赛项目围绕利用 “互联网＋医疗”技术解决民生

实际问题，坚定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统一的信念，

培养青年学生家国情怀。

４２２　校企合作　 《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以创

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健全校校、校

企、校地、校所协同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利用

合作企业的资源优势与学院多学科融合的特点，组建

校企创新创业联合团队，共建学科竞赛项目训练平

台，共同培育孵化项目、组织管理竞赛等。通过和产

教融合型企业合作，利用孵化器、产业园等平台，

支持教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和大赛项目

落地发展。此外，校企双方共建产业学院也是实现

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４３　融合培养模式

４３１　本科生导师＋实践导师　多年来学院实行

“４＋２”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即贯穿本科４年的

本科生导师制，并在此基础上在后两年与行业企业

合作实践导师制，引入高水平企业导师和双创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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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学生指导工作［８］。组建由校内、企业和双创导

师共同指导的 “互联网＋医疗”特色学生创新创业

团队，通过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参

加学科专业竞赛、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等途径，积极

进行培育孵化。

４３２　第一课堂＋第二课堂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对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第一课堂面向学生开展课程化的创新创业教

育，第二课堂开展活动化的创新创业教育［９］。通过

开展 “三下乡”、社会调查研究、志愿服务等活动，

使学生走出课堂，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利用专业知

识挖掘创新创业项目，解决在健康医疗领域发现的

现实问题。

４３３　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专业教育是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载体。鼓励任课教师深入发

掘专业课程内容中的双创教育元素，以及知识点内

隐藏的创新思维方法。对满足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建

设要求的专业课程，要围绕参加 “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等活动展

开课程建设，推动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双创教育

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服

务社会的意识。

４３４　校内实验实训 ＋校外实践　校内实验实训

基于构思、设计、实现、运作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ｅｓｉｇ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ｅ，ＣＤＩＯ）模式。在教师的指导

下，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产品设计等作为选题来

源，以工作任务为驱动，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知识，

组建团队完成项目内容。校外实践是在企业导师的

指导下，进入实际工作环境，开展浸润式实景、实

操、实地教学，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企业的产品、技

术和研发流程。校内实验实训和校外实践相结合，

着力提高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４４　学科竞赛项目训练平台

竞赛项目的落地转化必须以学科竞赛项目训练

平台为基础。进一步充实完善医学信息、生物医学

工程、健康医疗大数据３个学科竞赛项目训练平台

的软硬件条件，同时面向学校师生免费开放，开展

专业化孵化服务。充分利用企业先进设备和技术，

建设校外创新创业实践训练平台。依托校内外训练

平台和学校医药学学科优势，联合企业共同培育孵

化 “互联网＋医疗”高质量项目，以科研攻关助力

人才培养，以项目成果反哺教育教学，增强 “自我

造血”能力。

４５　竞赛管理要素

科学完善的竞赛管理体系可以为大赛有序、高

效组织和开展提供政策保障和激励机制。在竞赛组

织架构方面，安排专职机构负责赛事各项工作。大

赛的组织机构职能不是单纯发通知和统计数据，而

是全程跟踪各个环节，及时发现并协调校内外资源

解决问题。尤其在竞赛项目培育孵化方面，要协调

企业、项目训练平台、创新创业师资团队等各方优

质资源为其提供服务。

面向不同主体，制定出台科学合理的大赛相关

管理办法，多维度激励师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对参赛项目，根据参加院赛、校赛的获奖级别

给予培育孵化经费支持；对校外双创导师和企业导

师，采用柔性引进方式管理；对校内指导教师，修

订绩效管理办法，认定教学工作量，并按照项目获

奖级别奖励；对参赛学生团队，修订第二课堂管理

办法，按照项目获奖级别加大加分权重。

５　结语

第五届大赛与首届大赛相比，参赛学生数增加

１７％，指导教师数增加 ４６％，参赛专业数增加

２００％，参赛作品数增加３１％，选拔进入校赛项目

数增加１５０％，学科融合创新进一步突显，项目质

量进一步提升。大赛的本质和精髓是为国家创新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支持［１０］。学院坚持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今后将在优化

赛制选拔，思政教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

度融合，校企产教协同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强

资源共享，推动双创项目对接和落地转化，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型、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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