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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斯坦福大学创业课程建设研究 ——基于创业课程与专业课程融合的视角 

一、斯坦福大学创业教育及创业课程体系 

目前，斯坦福大学拥有社会创新中心、哈素·普拉特纳设计学院及发展中经

济体创新研究中心等与创新创业相关的研究组织。在斯坦福大学，创业教育组织

机构主要有工学院开展科技创业计划（STVP）的创业教育中心和商学院的创业

研究中心（CES）。在创业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斯坦福大学始终遵循三条基本

原则，即文科和理科结合、教学和科研结合、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这就奠

定了斯坦福大学创业课程面向对象的广泛性和课程内容的跨学科性。目前，斯坦

福大学的创业课程主要有三类：理论性创业教育、专业性创业教育、实践性创业

教育。 

二、斯坦福大学创业课程设置的主要特征 

（一）课程体系兼具层次性与专业性 

作为美国开展创业教育较早的高校，斯坦福大学已形成完整的创业课程体系，

从始于商学院的 MBA 创业课程到遍及全校的创业教育课程，学校实现了创业教

育的跨学科转型，在创业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上也实现了完美的跨越。这一改

变成功地将创业元素植入专业教育过程。其中，以工学院开设的科技创业课程最

为典型，STVP“致力于促进高科技创业教育的发展，通过创造关于科技创业公

司的学术研究成果来为学生、学者、商业领袖提供新的洞见，努力创造新思想，

激励和培养学生成为领袖”。  

（二）课程形式兼具选修课与实践课 

斯坦福大学创业课程体系中的三类课程是相辅相成的整体，在课程设置的三

大原则基础上，斯坦福大学将创业教育有效渗透到专业课程设置中，打破专业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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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实现文、理、工多科渗透，拓宽基础课程，加强学生通识教育，增加跨学科

课程。商学院成立的两个创业教育专门研究机构——CES 和夏季创业研究所，分

别负责商学院和全校学生的创业课程研究开发工作，旨在为学生提供与专业相关

的创业知识和创业所需的基础知识，范围涵盖政治、经济、管理及法律等方面。

在课程教育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通过专业领域创业知识讲座、跨学

科创业团队组合、专业实习等方式实现了专业知识和创业技能的有机结合。 

（三）课程内容兼具专业化与综合化 

 在斯坦福大学完善的创业课程体系中，各学院践行着各自的创业教育目标，

如工学院的“高科技创业人才领袖”目标及医学院的“培养生物医学技术创新

领袖”目标等，在此基础上，各学院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设置了相应的创业教育

课程，因此各学院创业教育课程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工学院围绕技术创业，

人文科学学院关注社会创业背景，地球科学学院结合环境创业，商学院着眼中小

企业创业，法学院探讨创业的政策法律环境，医学院发掘生物革新的技术创业，

教育学院研究教育中的商业机会，在专业领域内巧妙融入创业知识，在专业背景

中实现创业教育。 

三、启示 

（一）成立专门负责创业教育的组织机构 

斯坦福大学创业教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工学院创业教育中心和商学院创业

研究中心这两个创业教育组织机构的领导。这两个机构共同合作开展了多个创业

项目。这充分说明专门负责创业教育的组织机构的系统安排有助于创业教育的贯

彻落实，可以将创业教育全方位地落实于专业教育、教学计划、创业活动、技术

产出等各个方面，扩大创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全校师生通力合作的局面。 

（二）建构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 

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课程体系中包括理论创业课程、专业创业课程以及多元的

实践创业课程，尤其以创业俱乐部、创业挑战大赛以及硅谷实习最有特色。其师

资不仅包括校内教师，还邀请了大量优秀企业家、资深创业专家为学生讲授各领

域的创业知识和创业经验，为创业团队的创业项目实施答疑解惑。这样开放互动

的教学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活动，也有效推动了创业知识的实践转化。 

（三）打造多元分层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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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斯坦福大学 STVP 为工学院学生开展的全方位课程体系经验，要在科学

分析不同阶段、不同专业学生特点的基础上，逐步深入地将创业教育的理念与方

法融入专业教育过程中，从而丰富完善大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适应创新型

社会的发展需要，实现自我价值。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上，参考斯坦福大学创业课

程开设的三条原则，要兼顾创业教育的知识性和实践性、专业学科的交叉性和渗

透性，加强创业基础课程开设，增加文理工相结合的跨学科课程，从创业知识、

创新意识到创业实践三个层面上开展创业教育。 

(摘编自《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 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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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一流大学本科教学高峰论坛举行 

由厦门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联合主办的“一流大学本科教学高峰论坛”

近日举行。林蕙青指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坚持问题导向，面向全体学生，引导全体教师参与，贯穿到人才培养特别是

本科教学全过程；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高校应根据国家发展需求、科技发

展趋势，制定好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要大力推进开放办学，完善

协同育人机制，将更多的优质社会资源聚集、转化为教学资源；要推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建设课程，加强应用，创建制度；要深入推进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茁壮成长。 

（摘编自 2016 年 5 月 7 日《中国教育报》） 

《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发布 

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发

布会”在京举行。该报告内容提到：2015 年，中国传媒产业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增幅较 2014 年略有放缓。全国广告经营额较上年仅增长 5%左右，甚至没有跑赢

GDP（6.9%）。在严峻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在 2015 年仍然增长了

12.3%，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12750.3 亿元人民币。在全球化发展中最关键的是要

注重媒介融合的理论与实践，把新闻传播学科与系统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信息

科学等多学科之间的结合通道，加强文理工渗透性融合，发展交叉学科。 

（摘编自 2016 年 5 月 10 日清华大学新闻网）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芬兰开始向非欧盟学生征收学费 

近日，芬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新规定，决定收取非欧盟学生的学费。新规定

将于 2017年 8月 1日强制实行。虽然各芬兰高等教育机构将酌情制定收费标准，

但芬兰政府已经确定了每年 1500 欧元的最低学费额度。同时，还要求芬兰高校

建立奖学金制度，以资助部分非欧盟学生的学习。芬兰政府还计划引入额外的激

励措施，以鼓励付费学生留在芬兰。据统计，2014 年在芬兰的大学和技术院校

注册学位项目的外国留学生共有 19880 人，占芬兰当年高等教育注册总人数的近

7%。其中，近八成学生（77%）来自欧盟以外。 

（摘编自 2016 年 5 月 6 日《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