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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关实践证明，科技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维持社会持续进步的第一

资源、创新创业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因此国家就职业院校的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科

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教育战略，旨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早日实现。

现阶段，随着科技与经济的不断进步，使得创新创业教育已然成为职业院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

一，并且基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教育形式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其不

仅是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国家推动职业院校教育改革的创新驱动举措。目

前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与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知识人才需求的增强，法学教育也逐步成为

职业院校教育的关键内容之一。而且职业院校作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为了促进职

业院校培养的人才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升，需要结合国家政策、职业院校实际以及社会经济发

展对人才法律知识的要求，必须加强法学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融合，以达到为社会输送

合格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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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evant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alent is the first resource for maintaining social sustainable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ountry must adhere to educ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alent, and innovation driven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form based on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ot only a
need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talents, but also an innovation driven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reform. At prese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legal knowledge talent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g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key contents of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Moreover, as the main base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combine national polici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legal knowledge of tal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al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elivering qualified talents to society.
Keywords: Leg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blem; Content; Main
points; Practice;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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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贯彻落实、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升

级以及职业院校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化，使得法学教育和创新

创业融合成为职业院校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并且基于就业

难的社会现状，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是提升职业院校竞争力

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促进职业院校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1]。而且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善，对具有法律

知识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以及

适应毕业生的职场需求，必须强化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

融合的教学形式应用，旨在促进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能够适应

社会职场的需求，为职业院校毕业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2]。

一、法学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概述

（一）法学教育的概述。

法学教育主要是对学生教授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律

思维等。其教学目标为：了解现行法律体系框架、熟悉基本

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合理运用法律推理、解决实际法律问

题等
[3]
。为了发挥法学教育的功能价值，在开展法学教育时，

必须使其满足社会发展需要、适应司法改革与行业发展需要，

此外法学教育还要求符合法律服务与培养法律人才的需要。

现行法学教育不仅包括法学理论知识教育，还涉及思想道德

教育与实践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教育。

（二）创新创业教育的概述。

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

创业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

更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4]
。创新创业教育

不仅是以培育在校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创业能

力为主的教育，而是要面向全社会，针对那些打算创业、已

经创业、成功创业的创业群体，分阶段分层次地进行创新思

维培养和创业能力锻炼的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在于通

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

思维，培养他们识别和抓住机会、组织资源、应对风险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5]
。

二、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相关实践表明，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

要表现为：组织机构不健全、制度建设不完善与不规范、

产教融合不协调、师资团队实力不强、理论与实际脱节等

方面的问题。比如就理论与实际脱节而言，某些职业院校

创新创业项目的创意，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导师指导理论研

究方向基本一致，所以创意通常都比较理想化，然而与变

化发展且复杂的市场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未能充分做

好市场调研，则有可能导致创新创业的成果与实际的市场

不符，甚至出现成果有价无市的现象，从而阻碍职业院校

创新创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传统法学教育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培养的人

才未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比如：第一，传统法学教育主要

以理论知识教授为主，未能与实际应用场景进行结合，从而

导致法学理论知识与需要解决的实际法律问题脱节。第二，

现行的法学教育体系比较封闭，学生所学的法学知识未能对

复杂的热点法律现象进行深入理解，从而造成了部分学生对

法学知识的价值产生怀疑，并影响到学生对法学知识的学习

兴趣。第三，传统法学教育与其他专业学科教育的融合比较

少。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任何涉及到法律方面的

问题，基本与其他专业知识相关，而传统法学教育的跨学科

合作教学和融合教育机会非常少，从而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

的培养。第三，传统法学教育缺乏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现

在社会上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不仅要求其具有相关的法

律理论知识，还要求其具备创新创业能力，从而使其可以灵

活处理解决出现的法律问题，但是传统法学教育缺乏创新创

业能力的培养。

三、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要点

现阶段，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社会经济发展

的不同领域都涉及到法律知识，其中创新创业教育也不例外。

并且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目前贯穿于职业院校教育的所有专

业，而基于法律的广泛性与普适性等特点，其是保障社会和

谐稳定的规范工具，所以在职业院校的教育改革中，必须加

强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
[6、7]

。本文主要从法学教

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内部与外部融合进行说明。

（一）内部融合要点。

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内部融合主要是指法学教

育时，需要充分展现创新创业教育内容。比如与创新创业教

育密切相关的法学课程（知识产权法），其融合主要源于知

识产权制度的新型产权安排、创新激励以及有效的市场等机

制，并且知识产权法是一种有助于激励创新和保护创新创业

成果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第一，创新是知识产权的关键

特点，包括知识产权的权利对象，其作品、产品（包括产品

的发明、创造）等需要具有创新特征；第二，知识产权法的

立法缘由，主要是激励人们创新与保护创新创业成果，以实

现科技文化的持续进步；而学生在学习知识产权法的过程中，

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动机以及增强其创新创业的技能。

比如在 2020年最新修订的《专利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

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

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

展，制定本法，这充分说明了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

合必要性，因此在职业院校开展《专利法》教育，有助于学

生了解创新创业的方法和技巧。此外为了强化法学教育和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4%B8%9A%E6%84%8F%E8%AF%86/107349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7%B2%BE%E7%A5%9E/1096555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4%B8%9A%E8%83%BD%E5%8A%9B/36524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4%B8%9A%E8%83%BD%E5%8A%9B/36524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6%80%9D%E7%BB%B4/47020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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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教育的融合，需要从教材选择、课程设置以及师资配

置等着手，以实现法学知识与创新创业教育知识的融合
[8、9]

。

（二）外部融合要点。

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外部融合，主要是指法学教

育和其他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进行融合的一种教育形式，其

有助于实现法律指导与服务创新创业活动。因此创新创业过

程中，不仅要结合国家最新政策，还需要与现行法律相符，

也就是说，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需要与国家政策的发展战略

相符，还必须严格遵循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这样才能降低

创新创业风险与规避可能导致的责任。所以职业院校相关专

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需要掌握了解与其相关的法律，比

如不同专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与其联系密切的法律有

《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其中《劳动法》是实施人力

资源管理的主要法律形式，所以不管哪个专业的创新创业教

育，创新创业者都需要了解《劳动法》及其相关规定，以防

止创新创业过程中存在的劳动合同法律风险。此外不论职业

院校的哪个专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都需要加强《知识产权

法》等法学教育的融合，这样能够在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

时，可以防止侵害其他人的知识产权，从而规避由于知识产

权带来的创新创业风险
[10、11]

。

所以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不仅要加强法学教育与其

的内部融合，同时还需要加强其他专业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

的外部融合，这样不仅能够掌握创新创业的方法，也可以规

避创新创业活动带来的法律风险，从而促进创新创业活动的

顺利开展。

四、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实践与建议

（一）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实践分析。

为了充分论证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以下选用相关的实际案例进行了简要说明。某职业院校在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时，成立了一个初创企业，其主要致力于为

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小微企业处理涉及

法律上的事务。具体是计划建立一个在线平台，为小微企业

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法律知识咨询、培训，帮助小微企

业处理遇到的法律问题，以及为小微企业提供法律知识方面

的资源。通过前期对学生的培训，帮助学生了解该项目的创

新创业目标、涉及到法学知识、所需的不同专业知识等，从

而为后期的实践创业做好准备工作。然后依据学生的专业知

识、兴趣爱好的不同等进行分工，比如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

生负责在线服务平台的开发，然后与相关专业学生一起完善

法律咨询培养等在线服务平台功能设计，比如用户登录与注

册、法律知识分类等；管理与营销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则负责

运营与客户沟通等；通过团队协作的形式，不同专业的学生

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从而为该初创项目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这样的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实践，不仅锻炼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为学生步入职场积累了一定的创业经验，

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13]

。

（二）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建议。

在实施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时，为了保障其

融合成效，笔者结合实践工作经验，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

结合相关案例开展教学设计。在实施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

育的融合时，笔者建议结合实际，合理选取相关案例开展教

学设计。比如选用某创新创业项目涉及到知识产权纠纷为例，

开展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教学设计，通过分析知

识产权纠纷的背景、缘由、判决结果等，从而让学生了解法

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14]
。第二，积极开展实

践课程，这样学生通过实践参与，能够了解到实际的创新创

业项目中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与存在的法律风险，从而为学

生创新创业积累相关经验。第三，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与创新思维。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是否具有成效，

其主要是由团队协作精神与创新思维来支撑，因此必须加强

对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创新思维进行培养。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技的快速变化发展，创新创业教

育已成为国家教育改革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而且基于

依法治国理念的持续深入，加强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

育的融合，不仅能够增强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也有助于学生适应市场经济对法律知识人才的需求。因

此为了保障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科学有效，

本文从法学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概述出发，简述

了现阶段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就

法学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要点、融合实践以及融合建

议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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