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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创”活动在各大高校中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各种新技术、新模式或黑科技也不断冒出来,

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带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国大地上普及开来。高职院校也加入到了这个“三创”

活动热潮中来,工科类高职学生在参与这个“三创”实践活动时,碰到了许多的新问题,值得院校和导师

一起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共同为工科类学生的“三创”工作探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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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活动在高校中实施已经有

五六个年头了,笔者也随着大部队摸着

石头跟了四五年,带着学生做了几个项

目,个别项目也出了一点成绩,所面对和

指导的学生都是工科类高职学生,因其

学历层次和其他学生不同,因此在经历

这些事情后,对工科高职生在“三创”活

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了自己的一些

见解。高职类学生之所以考到高职院校,

不外乎下面几种原因：第一、人很聪明,

高中三年没好好读书,高考就考的不理

想；第二、高中没有好老师指点,所以考

不出好成绩；第三、没有培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努力之后依然考得不理想。这

些学生都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学生很聪

明,具有很强的好奇心,但不具备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方法,做事情热情有余,韧性

不足。指导这样的学生参加“三创”实

践,有好处,但不足之处更加明显,下面

根据这类学生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

一些建议[1]。 

1 工科类高职学生在“三创”

活动中所面对的问题 

1.1知识的局限性限制了学生们超

创意想法的实现 

笔者曾经指导过一个工科男生,头

脑中经常冒出一些新奇的想法或创意,

但是因为原来没有好好读书,也没有养

成随时记笔记的良好习惯,天马行空的

想法在头脑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即

使有时也停下来,将想法记下来,但因为

没有受过专业的绘图训练,不懂得使用

工具或使用了半生不熟的工具,依然无

法将自己的想法在纸面完美体现出来,

因此错过了许多美好的创意,他自己也

时时为自己的错过而遗憾。记得该生想

做一个溜冰防摔器,想法有了,也在头脑

中模拟出使用方法,但一旦要走进现实,

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不知道通过那

些途径将想法变为实物。如何快速的让

工科生掌握一些实用的工具(草绘图纸、

印象笔记)值得我们来摸索。 

1.2技术积累经验不足,使得项目的

竞争力偏弱 

高职院校工科的师资队伍,虽然也

属于双师型队伍居多,但大部分老师都

是偏实践类的教师,真正进行理论研究

的一线教师并不多,对工科理论的研究

也无法做到和重点本科院校一样的深度

和广度,指导老师的水平决定了学生的

理论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在高职

类院校特别是工科类学生所经营的项目

大都偏薄弱,这个从各种大赛 终的名

额分配和 终进入复赛的名单就能看出

来,大学生“互联网+”大赛对高职另行

分组也是为了体现竞赛的公平性。笔者

曾经指导过基于BIM技术的室内导航APP

项目,项目的难度集中在两个地方：第一,

如何开发室内自动识别的APP内核,第二

是软件如何通过卫星和5G技术相结合,

识别建筑的高度差的问题,两个难点都

是需要一定的人才积累才有办法发展下

去。虽然项目还在进行中,但进展缓慢。 

1.3热情有余而韧性不足,无法走的

更高更远 

其实这个问题是所有高职生所需要

面对的问题,甚至是中国所有高校大学

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只是相对于其他学

科来说,工科生创业时所面对的问题更

为严峻,难度更大。笔者曾经指导过一个

利用3d打印技术来开发立体多样的佛香

用品的项目设想,项目利用CAD技术将佛

香建模后,通过3d打印机将特别的佛香

材料打印成形状各异的立体佛香用品,

项目的难点在于：打印的原材料的开发

和对原有3d打印机的改造,因为没有熟

悉佛香原材料的人才加入,对于打印原

材料的开发就让项目止步不前。项目组

原团队 初选用本校数控技术专业的学

生,一来对CAD建模擅长,二来3d打印也

是他们专业的选修课,对佛香的立体建

模学生充满了信心,也开发出了几款很

美观实用的案例,但是原材料就让我们

陷入了泥潭,到现在依然没有很好的解

决方案。 

1.4经营项目资金需求更大,获得资

助的途径有限 

相对于经贸类技术的创业,工科类

学生创业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更为庞大,

笔者指导过几个项目,无论是3D打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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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或者是APP的开发项目,其资金的需求

都是非常巨大的,例如3D打印相关的,便

宜的打印机打印的效果惨不忍睹,产品

无法交付给客户；如果买一台工业级的

3D打印机,客户的要求是能满足了,但作

为学生又哪里来一二十万的启动资金；

都不用说购买这些硬件的资金,仅仅是

为了申请相关的专利、商标、软件著作

权,就让学生团队背上沉重的包袱,更不

要说开发一个功能相对齐全的APP软件

所需要的百万级别的资金需求了[2]。 

2 促进工科类高职生创业工作

的几点对策探索 

2.1通过简单有效的动手实践活动,

带动学生的探索兴趣 

兴趣是驱动学生学习和开发项目的

原动力,如果能很好的引导学生的兴趣点,

将会事半功倍,而且能让学生对所从事的

项目保持热情。如何让充满好奇心,但又

没有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对某些陌生的

东西感兴趣呢？笔者的做法是带领学生

通过简单有效的实践手段来达到这种的

效果。学生不懂草图绘制没关系,我们用

简单的从简笔画开始练起,一两天后学

生自己就可以自己在白纸上画自己所想

的三维模型了,3D打印技术更直接,先排

除让学生学习三维建模软件这个步骤,直

接教会学生使用3D打印机,并利用打印机

打印 简单的实体,打印之后有兴趣的学

生再来学习三维建模软件,因为有了3D打

印机这个感兴趣的源动力,学生学习建模

的驱动力也足了,碰到难点也有了要“死

磕”的念头,一旦东西做出来,所获得的成

就感,就能让学生的具有更高的学习热情,

良性的循环促进了学生对这个领域点作

出更深入研究的兴趣, 后引导学生当成

一个创业项目来开发,结果即使创业不成

功,但作为具有专业特长,参加工作也轻

松如意[3]。 

2.2寻求校企合作相关的研究方向,

使创业项目更易落地变现 

企业对市场的需求与高校相比会敏

锐得多,对解决问题也更为专业,但有时

对于某些项目没有时间开发研究,学校

可以和企业合作,将这些项目承接下来,

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以创业的方式来完

成,当然涉及的专利,商标的所有权需要

在协议里明确各方的权益,避免纠纷。校

企合作助力学生团队创业的好处在于：

(1)目标明确,结果是为企业解决某些问

题服务；(2)相互支持,企业为创业团队

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学院为企业解决

相应问题,指导老师接受学校的任务并

且通过教学方式带动学生实践,学生为

项目做具体工作时,通过项目锻炼自己

的动手实践能力。因为企业有需求,又有

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项目就比较容

易落地变现。 

2.3建议院校对于创业过程中花钱

较多的事务给予一定的补贴 

工科类项目一般投入都比较大,在没

有外力的支持时,项目很难开展起来,不

提花大价钱买高端好用的设备,对学生一

族来讲注册公司、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

商标等这些东西的费用都是一个不小的

负担,要想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就需要

使有想法的学生没有后顾之忧,资金减负

是 优做法,当然项目 后是否能真正成

功,还得看个人的努力。但如果没有走出

真正落地的步骤,项目的竞争力几乎为

零。笔者建议的做法是学生入驻了学校的

创业基地后,在协议上明确：申请的专利、

软件著作权、商标所有权前5年归校方所

有,学生只有使用权,过5年之后学生离校

创业,各项的权利才返回给学生本人,在

前5年中学生申请各项事务中,校方可以

按类型给予不同比例的补贴,校方既获得

了名声,又帮助了学生,同时还促进了双

创工作,一举多得。 

2.4专人定项,集中精力朝一个方向

努力 

学生在完成项目时,经常会因为项

目一时的进展不力而对项目失去信心,

从而想更换项目,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

很短视的想法；如果没有马云的坚持,

就没有阿里巴巴今天的成功,同样当我

们在开发一个项目后,先认准方向,分析

了可行性之后,如果认准方向是对的,就

应该花时间、花精力坚持下去做,总有成

功的可能。在学生的创业过程中,不建议

学生三心二意,同时在跟踪多个项目,精

力过于分散的同时自己也无所适从,

关键的是财力也跟不上,到 后有可能

一个项目都没有做到位[4]。 

以上就是笔者这四五年来指导学生

参加“三创”活动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的思考和对策,不足之处请读者给予指

正,让我们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大潮中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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