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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微专业 2022 级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创新创业 

二、专业简介 

创新创业微专业立足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向创新前沿，通过学科交叉、科教结合、

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通发展。创新创

业微专业以课程学习和实践创新为手段，以激发学生创造力，培养其创新思维、企业家精神

和创新创业能力。 

三、培养目标 

创新创业微专业面向全体在校学生选拔，不限主修学位类别。本专业培养能够掌握创新

创业基本理论、方法和工具，具备较强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知识素养和能力，具

有行业视野、互联网+思维和首创精神，能够结合主修专业开展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的

创新创业人才。 

四、培养要求 

1.了解和认识社会以及行业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需求的特点和规律。 

2.具有基本的创新创业素养及知识储备，能够综合运用创新创业理论、方法和工具开展

创新创业实践。 

3.熟悉创新创业相关政策，具备处理创新创业过程中复杂问题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团队协作、商务谈判、公共关系管理等能力。 

5.能够结合产业需求及市场实际，将自己的创意落地，完成产品原型设计等设计方案。 

五、修读年限 

基本修读年限为 2 年，主修专业毕业或结业，微专业学业自然终止。 

六、结业标准 

学生完成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微专业培养要求的，可获得

微专业结业证书。 

 

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分 管 院 长：  年   月   日 

分 管 校 长：  年   月   日 



 

2 

创新创业微专业 2022 级培养方案课程安排表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开设

学期 

学分

要求 理论 上机 
实验

实践 

理论教育

模块 

160527G001 量子科技创新创业导论 石油学院 2 32 16  16 秋季 

4 

160101G001 地球科学创新创业实践 石油学院 1 16 8  8 秋季 

160902G001 SYB（创办你的企业） 创新创业学院 2 32 26  6 春季 

160902G002 
创新创业实务与路演答辩

技巧培训 
创新创业学院 2 32 24  8 春季 

160902G003 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 创新创业学院 1 16 8  8 春季 

160627G003 工程物理与实验竞赛 文理学院 3 48 48   全年 

160616G006 数学实验 文理学院 2 32 22 10  春季 

100616G009 数学建模 文理学院 2 32 32   秋季 

160721G001 管理学 工商马院 2 32 32   秋季 

100725G001 创业短训实践 工商马院 1 16 6 10  全年 

230901G037 
创践——大学生创新创业

实务 
创新创业学院 2 32 32   全年 

能力提升

模块 

160902P001 精益创业训练营 创新创业学院 2 32 16  16 
分散

进行 
6 

160902P002 创新创业实战训练 创新创业学院 4 4 周   4 
分散

进行 

双创实践

模块 

160902P003 创新实践 创新创业学院 4 4 周   4 全年 

4 

160902P004 创业实践 创新创业学院 4 4 周   4 全年 

合计       14 

注：①理论教育模块课程为校区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自行选课学习，修够 4 学分即可；

②理论教育模块选修课程不可以与学生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修读课程重复，如果有，须选修其

它课程。 

 

课程简介： 

课程 1：《量子科技创新创业导论》 

本课程是以量子力学原理为基础，通过对微观量子系统中物理状态的制备、调控和观测，

实现信息感知、计算和传输的全新信息处理方式。它主要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

量三大领域，在提升计算困难问题运算处理能力、加强信息安全保护能力、提高传感测量精

度等方面，具备超越经典信息技术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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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2：《地球科学创新创业实践》 

本课程深度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与地球科学相关专业教育，在科研成果中开发创新创业教

育资源；针对创新创业竞赛相关需求，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推动学生实践能力和应用能

力。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地球科学与创新创业结合的前沿领域、地球科学创新创业思维与方

法、地球科学创新创业典型案例解剖、虚拟现实技术方法及实训等。 

课程 3：《SYB（创办你的企业）》 

本课程旨在帮助创业者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实际的企业，并对企业即将面临的市场环

境有理性的认识，且能够正确对市场进行评估。本课程主要让学生掌握创业适应性分析、创

业项目构思、创业项目选择、产品、客户及竞争对手分析、经营人员安排、经营许可申办、

创业法律法规、预测启动资金需求、成本效益分析、创业项目可行性分析、撰写创业计划书

等内容。 

课程 4：《创新创业实务与路演答辩技巧培训》 

本课程以实践训练为主，融合管理学、传播学、视觉传达、演讲与口才等知识，从路演

认知、路演准备、路演执行、路演反思等几个方面向学生呈现创业路演的完整流程。旨在激

发在校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训练，以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课程着重

培养学生路演展示能力。 

课程 5：《大学生 KAB 创业基础》 

本课程通过自我测试、课堂演示、小组活动、案例分析、头脑风暴、嘉宾访谈、商业游

戏等多种形式，学习“体验”企业运作，掌握创业的流程和技能，熟悉创业的规范，了解创

业中的风险和责任，从而提升实践能力。通过本课程教学，帮助学生基本了解什么是企业、

为什么要发扬创业精神、如何找到一个好的企业想法、如何组建、经营一家企业等创业的基

本知识。 

课程 6：《工程物理与实验竞赛》 

本课程为物理学术竞赛指导课程，即中国大学生学术物理竞赛（CUPT）、光电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创新竞赛这三大竞赛，详细介绍比赛的赛制、赛程、参赛要求、知识储

备、技能要求等，培养学生竞赛思维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经过训练使学生具备物理竞赛思维

素质，能够根ጄ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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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本课程首先介绍数学软件 MATLAB,通过课堂教学和练习，逐步提

高学生利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能够将实际问题“翻译”为数学语言，特别是能

用计算机予以求解，甚至应用于实际。开设本课程，需要较强的数学与计算机基础，需要先

修完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等课程。 

课程 8：《数学建模》 

本课程是一门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类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开展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等诸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本课程首先

介绍一些常用的数学模型，为学生将实际问题概括成数学模型提供理论保证。其次，通过一

些历年数学建模的真题，使学生对数学建模有一个实际体会。开设本课程，需要较强的数学

与计算机基础，需要先修完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数学实验等课程。 

课程 9：《管理学》 

本课程是讲授企业经营管理基本过程、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课程。管理学以管理的基

本职能为基础，通过对管理环境的认知与分析，充分运用管理理论和方法，全面开展计划、

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工作，从而达到提升管理效率，实现经营成果的目的。本课程注重

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可以启发学生的创新灵感和创业精神，为未来的创新和发展奠

定基础。 

课程 10：《创业短训实践》 

本课程以模拟实训为主，兼顾理论学习与理解应用，帮助学生真正掌握企业创办的全过

程及运用到的相关管理知识。课程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层层透视企业在不同发展时

期的核心层面，包括如何从团队组建、创业灵感和现有项目中识别商机、制订商业计划，在

创业过程中进行项目评估，针对不同类型以及不同阶段的经营活动进行融资，制订创业战略、

营销规划、组织建设、研发与创新管理、公司财务与税务管理等等。参加训练的大学生在虚

拟商业社会中完成企业从注册、创建、运营、管理等所有创业过程。 

课程 11：《创践——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 

该课程为线上课程，是由中国海洋大学牵头，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共同制作，

海尔集团、泰有投资参与建设的创新创业普适性课程，秉承“创践精业 立人笃行”的育人

理念，引导学生通过创新性实践提升创业精神，开创事业和人生新境界，获评首批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国家一流课程。该课程剖析真实案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创业，明晰创新与

创业的关系；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引导学生理性创业，学会在本职岗位上用创

业精神经营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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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2：《精益创业训练营》 

本课程采取协作分享、工作坊等模式，以 “授课+路演+实践”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

培训内容包括创新思维与企业家精神、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创业基础与创新实践、商业计

划书写作、互联网+创新创业案例分析等内容。 

课程 13：《创新创业实战训练》 

本课程依托校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旨在培育参加“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优

秀项目，力求打造高质量创新创业项目和团队。由校区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命题或学生团队自

主命题，要求学生参加创新训练项目或创业训练项目。 

课程 14：《创新实践》《创业实践》 

本模块的学习旨在让学生将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不安排统一课程。该模块分为创新实践和创业实践。创新实践要求学生参加 B 类及以上

赛事，获得校级二等奖（含）以上奖项；创业实践要求学生进行创业项目孵化，以第一负责

人入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或成功入驻“石克”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