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具有实践性、 综合性

特点的应用型学科，一直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而创

新创业教育正是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国家最为关切、大学生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 创新

创业教育何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做出贡献？ 思想政

治教育如何实现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引领？ 二

者又如何有效实现双向建构？ 同时，创新创业教育

是否 可 以 成 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学 科 的 一 个 研 究 方

向，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破解的问题。 创新创业教育

当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中的应用理论学

科部分，二者在 目标、内容、方法、功 能 上 高 度 统

一，相辅相成。 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

教育的关系，探索二者之间的双向建构，推进其耦

合与联动，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

协同发展，将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

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

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有助于引领创新创业教

育的方向。

一、问题溯源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

的二级学科，创新创业教育是新兴的研究方向，一

个是学科，一个是研究方向，二者的关系如何建构

呢？ 创新创业教育可不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一个研究方向呢？ 对这个问题会有两类不同

的看法，一类是研究创新创业教育、但并不在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内的学者， 他们以管理学或教育学

为学科依托， 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二级学科来建

设， 这些学者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同为二级学科，可以比肩而立，等量齐观；另一类

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但不研究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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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他们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固有的原理、史

论、方法、比较四个支柱方向出发，坚守思想政治

教育的学科边界， 拒绝接纳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研究方向。

以上两类观点， 一个是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

想政 治 教 育 作 为 两 个 不 同 一 级 学 科 下 的 二 级 学

科，试图建构同等交往的关系。 这个固然抬高了新

兴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地位，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在现实的学术框架下，暂时还难以实现。 第二

类观点是将创新创业教育婉拒在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的门外， 这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人需要

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第二类问题， 张耀灿先生将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分为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理

论学科两个部分。 基础理论学科包括思想政治教

育学 主 干 学 科 和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学 分 支 学 科 两 部

分，原理、史论、方法、比较属于基础理论学科中的

主干学科，分支学科则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

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

研究对象两类。 应用理论学科包括智力与非智力

和职业群体两部分，而创新创业教育、职业生涯规

划、心理健康教育、人际关系、爱情婚姻道德教育

等则归入应用理论学科中的非智力开发研究[1]。 张

耀灿先生确立的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 在此理

论框架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内容既有自己的

学科边界，又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有效解决

了学科建设中的“关门主义”问题。 这里所说的学

科“关门主义”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策略》[2]中批判的“关门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科“关门主义”的策略也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也

主张所谓的“纯粹”和“笔直”，在实际工作中收到

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

荡荡”都赶走的实际效果。 学科“关门主义”俨然成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 而顽固派则向之嘉

奖的东西。 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理论学科的科学

划分解决了认识上的分歧和困惑， 为有效地解决

创新创业教育等新兴的研究方向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使得一大批以问

题为导向，注重实际应用的研究方向，在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二、理论基础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作 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研 究 方

向，理论的依据是什么？ 这要回到起点，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初心。 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心是什么？ 就是

要将党和国家的理论转化为学生的思想素质和自

觉行动， 这是国家发展需要与学生成长成才需要

的有机统一。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确

立了一系列基本原则， 以此来确保针对性和实效

性。 其中一条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解决思想问题

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会

使自己出丑”[3]。 这是马克思在反驳剥削阶级思想

家脱离实际的道德说教和准心主义天才论而提出

的。 利益是激励人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

要而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 有意识活动的客观

动因，正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

才呈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因此，离开

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离开生活的现实，去空谈理

论和理想信念，只会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引起别人

的反感。 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是

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非常重

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动员群众参加革命

战争。 他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

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

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4]邓小平强

调， 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

难。 江泽民指出，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对于群众最关心的切

身利益和实际困难，凡是能办到的，一定要千方百

计帮助解决。 ”[4]（P83）实践证明，我们党从来都是靠

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来赢得群众的爱戴与拥

护，而不是靠空洞的说教。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

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才是最直

接、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教育。

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是党

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大学生思想发展和成长

成才上，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能有效破解制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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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想发展和健康成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这样

的问题涉及到学生思想发展、就业创业、心理健康

等多个方面。 其中，国家、学校、学生都极为关注

的、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关联最为紧密的，主要

是就业创业问题。 就业创业无疑是当前最受党和

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大学生是就业创业的重点

群体， 大学生就业创业既关系到学生个人的成长

成才，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是新时期实

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实行创新驱动经

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所在。 大学生当前普遍遇

到的就业创业、创新创业问题既是民生之本，也是

发展动力之源， 既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发展战

略，也事关人才强国战略；既事关经济的转型升级

和创新驱动发展，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创新

创业寄托着无数家长的希望， 也是大学生最为关

心的问题， 深刻影响到学生对社会的看法和人生

态度， 这里面蕴含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

需要。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

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

投身创新创业。 ”[5]对于这样的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我们必须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对于学生普遍面临的就

业创业、创新创业这样的实际问题，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不能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必须直面问题，解

决问题，而不是空喊结合，却只注重知识传授，缺

少对学生的现实关怀，使得实效落空。

三、关系建构

关系至少涉及到双方， 稳定健康的关系需要

对双方有益、有利。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研究方向， 这种关系建构能给双方带来什么

呢？

一是创新创业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当前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这种以创新为动力的时代特

征必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

式产生深远影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唯有紧跟时

代步伐，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才能更

好地为国家人才发展战略服务。 第一，创新创业教

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和新载体。 首先，创

新创业教育遵循了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基本

指导思想，表达着一种与时代精神相吻合，与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新理念， 体现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要求。 其次，创新

创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勇于创新、 艰苦奋斗等价

值观正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导向。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形成的勇于创新、 诚实

守信、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创业价值观正是新时

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高度契合。 再次，将创新创业教育引入思想政

治教育， 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育

人功能。 创新创业教育既培养学生开拓进取，勇于

创新的精神理念， 又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和实践教

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 第二，创新创业

教育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首

先，创新创业教育关心学生的实践体验。 创新创业

教育强调个体体验对于意识形成和能力培养的突

出作用，通过各种实践，让大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

感悟，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其

次，创新创业教育与国家重大关切相契合。 创新创

业教育是国家“以创促就”发展的需要，为扩大就

业，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动力源泉。 再次，创新创

业教育是国家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创

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高校要为社会培养创

新型人才，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改革原有的以

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方法， 实现从注重知识到注

重素质和能力的转变， 创新创业教育对开创性人

才的培养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第三，创新创业教

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有传承和拓展作用。 这种传承

与拓展具体表现在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的传承

四个方面。 目标的传承和拓展方面，二者都是为了

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国家需要服务。 创

新创业教育要使培养的人更具超越性， 更具创造

性和想象力、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 内容的传承和

拓展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为创新创业教育塑造良

好的创业品质和人格提供重要途径， 创新创业教

育更加贴近学生的现实需求和利益， 将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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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向提升学生生涯规划能力拓展。 方法的

传承和拓展方面， 创新创业教育传承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宣传激励法、榜样示范法等。 同时，又拓展

了实践体验，采用探讨互动式、案例式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核心，注重体验和引导。 手段的传承和拓

展方面， 二者都突出强调理论与时间的联系与互

动，都是通过实践的方式达到教育目的。 同时，创

新创业教育不仅重视实践，还要切实建立起“实践

导向”的培养体系。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引

领。 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它是科学性

与政治性的统一，具有价值引领功能，创新创业教

育为什么需要这个价值引领呢？ 因为如果缺少这

个价值引领就会迷失方向。 创新创业教育就是教

学生去创办企业吗？ 创办企业就是创富吗？ 那么富

起来之后又干什么呢？ 这就客观地提出了价值引

领的问题。 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下，才

能把握创新创业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 实现创新

创业教育的最终目标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三届中国 “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同学们

回信中谈到：“希望你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

情，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

炼意志品质， 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

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6]这就是当前最强有

力的价值引领：首先是扎根中国大地，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矢志奋斗；其次是艰苦奋斗，锤炼意

志品质，增长智慧才干，这是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

望和科学要求；再次是融入社会、融入时代、融入

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 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

伟大奋斗之中，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当前， 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引领最核心

的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创新创业教

育，并形成创新创业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说：“核

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

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 ”[7]创新创业

教育迫切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逐步形成并树

立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征

相匹配的创新创业价值观，具体来说，就是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创新创业主体基于个人

需求和国家、社会需要，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形

成对目标的认识以及对行为方式的判断和选择标

准。 主要包括创新创业价值目标、创新创业价值评

价、创新创业价值选择三方面内容；区分为以创新

创业驱动经济社会发展、 以创造价值为目的的机

会型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解决生存问题为目

的的自我雇佣型创业四个层次。 我们提出的创新

创业价值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创业价值

观，其精髓是讲求实效、创造价值；基础是社会主

义集体主义；核心是为人民服务。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双向建

构。 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互助力，联动

发展。 目标一致，共同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贡献； 内容相

通，都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强调理想信念激励和

精神动力凝聚；方法相容，共同聚焦针对性和实效

性，综合运用课堂教学、养成教育、实践教育增强

实际效果；功能相合，既确保方向正确，又体现科

学性和时代性，确保实现功能的相互促进。 这是二

者实现双向建构的理论基础， 要想真正实现二者

的双向建构， 还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增强双

向建构的驱动力量。 就内部驱动力而言，学生、教

师以及高校三个因素直接构成二者实现双向建构

的内在驱动力。 教师关注学生成长的内在需求，激

发学生更加积极主动、 饱含兴趣地为达成目标而

承担责任。 教师不仅要给学生必备的知识，更要确

立寓教于乐、教学相长的平等互动教学理念。 从高

校内部因素来看，高校要从课程设置、基地建设、

资源配置、制度保障等方面推进学习情境的创设。

从外部驱动力而言， 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诉求

为二者的双向建构提供了外部推动力。 当前我们

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因此，高等教育必须更新教育

理念，转变教育思想，不断培养创新型人才，以人

才来驱动经济转型升级。 社会资源和政策为二者

的建构提供保障， 都是推动两者双向建构的重要

外部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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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NG Zhan-r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As a new field of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needs to build a
scientific interactive rel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the
content and a new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is era.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erves the function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rves the function
of value guidance, guiding the scientific tre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core value, and thus
form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at goes along with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eatures of current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ve shared goals, similar content, compatible methods, and conforming functions, and they
thus can help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wo-way construction;
disciplinary

第 1 期 王占仁：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论析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