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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2. 建设学生包装设计创新平台，开展创新教育



“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下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方案

“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指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的培养

模式。创新和创业是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如何做好双创型“人才”的培养，首先需要

构建适应形势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近几年，安徽农业大学不断优化培养方案，并通过

第二课堂组织和引导大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以推进“双创型”人

才的培养。在学校推进“双创型”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下，包装印刷系的领导和老师们积

极推行“展、训、赛、创”人才培养模式。多位教师将企业委托的项目带入课程教学中，

并通过课程作业展的形式展示学生作品，由授课教师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最终方案的

评选与考核。通过企业委托项目的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创新创

业项目的申报以及各类大赛的参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改进我校产、学、研不协调的

现状，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包装印刷系从三个方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

育模式。

第一，建立动态的校企合作创业学院。2018 年《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指出，要“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推动高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建立概念验证、孵化育成等面向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服务平台”。

建立动态的校企合作创业学院，打通了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以研究中心的组织

形式整合学校和企业资源，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国际化紧密相

结合，目标是开展面向全球市场、国内社会和市场需要的科学研究项目，促进企业二次

创业，提升企业竞争力。创业学院可以依托高校和企业来运作。由依托单位提供场所，

配备行政服务人员，科研人员采取项目驱动、动态管理的方式。由企业提出明确的项目，

企业和高校组成相关的科研团队入驻创业研究中心，在项目周期内进行科研活动，项目

结束撤出中心。最终研究成果由企业孵化进入市场，相关案例进入高校创业教育体系，

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这样，高校的科研项目有了企业的市场需求引领，

创新成果市场接纳度高，可以快速落地，既可以增强企业竞争力，也可以激励高校科研

人员，同时，产品市场化的过程是高校学生最好的学习和实践方式。

第二，多方合作建立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在探索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有的高校直

接借鉴国外的创业教育方法、手段和课程，有的高校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了学校的特点，



这些先行探索的高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都有了比较成熟的创业教育课程

体系，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些高校拥有专业水平高的师资队伍和强大的校友创业圈，

他们开发的课程既有理论高度又有鲜活的实践案例，是大学生学习创业的最好资源。联

合这些已经有20 余年创新创业教育经验的高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发成体系的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辐射到全国高校，可以使各地方院校快速建立起可行的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应该包括从创新思维开发、创业意识培养到创业能力提升的整个

过程，以此引领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第三，重视企业牵头的大学生创业比赛活动。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活动大

多以参加政府组织的创业大赛的形式开展，优秀的创业团队也可以进入学校的创业园区

进行创业实践。由于名额限制，受众面积有限，而一些企业发起的大学生创业竞赛又不

在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学分的认定范围，使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事实上，企业支持的

大学生创业竞赛有明确的市场指引，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参与这些竞赛，对

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应该重视企业开展的创业大赛，通

过政府支持，学校学分认定，推动大学生广泛参与，以这些创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提升的平台，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要把“双创”教育融于人才培养全过

程，指明“双创”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要

求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实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目标，产学研的结合之路任重道

远。唯有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在实践中不断融通，不断改进，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运输包装”是包装学科中重要的理论之一，下面以该课程为例说明“双创”元素

如何和专业课程进行有机融合，该课程具有典型的系统性和实践性。因此，合理地构建

“运输包装”课程体系，注重其实践性，对于包装工程专业“双创型”人才的培养以及

包装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优化课程内容和模块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运输包装”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主要运用包装动力学理论研究在流通过程中包装

件受到的冲击、振动和压力等危害，分析造成这些危害的多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技术

或管理手段将损坏减少到最低程度。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包装动力学理论，包装件

在流通过程中遭受冲击与振动时的脆值评价方法与理论，缓冲包装材料的动力学特性与



测试方法，物流包装件缓冲包装的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主要运输包装容器或装置的设

计方法，以及运输包装系统的设计与试验方法。可见，该课程理论性很强，且内容多，

难度大，同时，它又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对于现代物流环境下包装系统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以“双创型”人才培养为核心，以“运输包装”为平台，在

原有的运输包装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和模块进行优化，增加“运输包装”实

验和课程设计，构建“运输包装”课程体系具有实际意义。

“运输包装”理论课程主要分为两大模块: 包装动力学理论和运输包装设计。包装

动力学理论模块理论性很强，讲授的内容较难。以往的教学只注重理论的讲授，忽略了

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教学效果不佳。目前，通过包装系统各种模型的分析，并与物流过

程中的具体包装系统相联系，使学生能很好将理论和实际物流系统相联系，明确理论的

价值，易于理解，学习效果逐步得到改善。例如本科阶段只讲授单自由度系统模型，它

是多自由度系统模型的基础，是进行缓冲包装设计和理论研究的基础，需要学生能理解。

其中单自由度支座激励系统的模型及对应的强迫振动理论，学生们反映难于理解且普遍

认为没有意义。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列举一些物流实例，如某电子产品，单观察外观，

物流对其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使用时却发现某些功能失效。究其原因，就是其中有易损

零件，该零件和产品主体之间的连接相当于具有一定弹性的悬臂梁，产品主体、悬臂梁

和易损零件形成一个单自由度支座激励系统。物流过程中，产品主体受到激励后，易损

零件就会有一定的响应。此时按强迫振动理论进行分析计算其响应，就能确定易损零件

在该激励作用下是否安全。使用时发现某些功能失效，这意味着在目前的物流环境下其

包装系统设计不合理。从而学生也明白了理论的重要性，以及理论对后续设计的指导意

义。因此，和实际物流过程中的具体包装系统相联系，有助于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并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我们发现运输包装设计模块内容多而课时较少，部分与前续

课程有重复的部分列为学生自学部分，脆值理论和缓冲包装设计这两部分的理论部分较

难，且是包装学科的核心内容，是本门课程的重点。运输包装设计时，可以结合包装动

力学理论对所设计的包装系统建立包装模型，有机地将两大模块结合，能有效地加深学

生对该课程的理解。__为了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教学环节是必不可

少的，实践教学的开展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提高大学生的双创能力。因此，在

“运输包装”课程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践教学从无到有，增加了实践模块，使得“运

输包装”的各个模块之间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和相互融合，增强了课程体系的系统性。



目前，

“运输包装”实践课程包括实验课程和课程设计两大部分，这两部分均是教学改革

后增加的模块。“运输包装”实验课程主要注重运输包装件的设计、测试和评价，其中

包括对于目前的物流系统来说具有重要作用的缓冲材料性能的测试与分析、缓冲包装件

的设计与评价、运输包装容器的设计与评价，以及集合包装设计与评价。“运输包装”

课程设计是运输包装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主要注重具体产品的整体包装系统设

计、测试和评价，通过分析具体产品的特性，针对流通过程中各类危害对其的潜在影响，

设计出合理的包装系统，并对其进行测试和评价，以满足实际物流环境对该产品的要求。

项目实施以来，均采取分组的方式，2～ 3 人一组，各组通过资料查阅，企业和市场的

考察，自行确定内装物，并按理论进行设计和计算，然后进行包装系统的制作和测试，

不断优化包装系统，最终确定方案并撰写课程设计说明书。通过该课程设计，不仅有助

于学生巩固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沟通能力和实践能

力。

二、课堂内外结合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随着专业课时的不断减少，在粉笔板书的基础上，课程理论教学不断地引入多媒体

教学手段，大大地增加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还能将静态的课程内容变为动态的多媒体

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6］。众所周知，人是教育和学习的主体，

学生是教育的直接产品，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作为教师，我们不可能教授学生所有知

识，不可能教会学生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的获取渠道多且

易于获得，高校课堂除了知识的传授外，应该引导学生学会学习，重点培养他们独立获

取知识、独立实践和创新的能力; 应该更加注重知识的应用，以提高学生知识的转化和

应用的意识，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理论教学的过程

中，结合理论知识，布置学生以小组的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案例和实物，制作成PPT

进行交流共享，并对实物进行分析，促进所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课程教学逐步实现了多

媒体教学、粉笔板书、案例交流、实物作品展示和分析相配合的立体化教学模式，促进

了理论知识的学与用，提高了教学质量。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还离不开课堂外的实践

环节。该环节的增加，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但需要我们为学生提供训练和培养的平台，训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包装工程专业人才。我们主要是依托国家级、省级和

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专业参赛团队，把实践教学从校内延伸到校外、从课堂拓展



到企业和市场。并将创新创业项目、竞赛课题和获奖作品引入课题，在启发式和讨论式

的基础上，推行研究式和案例式教学方法，将教师的科研和大赛引入课堂，采取课堂讨

论、专题研讨、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改革教学方法，充分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

学生的双创精神和能力，实现创新、创业、赛事、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最近几年，

包装工程专业的省级和国家级创新创业团队均能将运输包装设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应用到创新创业中，不仅在校级比赛中获奖，还在省级和国家级大赛中取得了很好的

业绩。参赛能促进学生进行思考，能增强学生之间的凝聚力，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参赛的过程是一个创新设计的过程，参赛的结果诞生的是一份份创新设计的作品。

由此可见，以“运输包装”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为平台，将课堂内外结合，打破

了学生以教材为中心，以考试为目的，以教室为根据地的传统学习模式。课堂、大创、

生产和比赛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内容丰富，使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大大提高，

不仅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时，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和专业比赛所取得的成绩也促进

了教师、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对中国包装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产学研合作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目前，校内的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可以提供常规的实践教学内容。但是，运输包装是

物流活动的基础，不能满足物流需求的包装是无效的包装，单单通过校内验证性实验或

单项实践活动很难让学生理解物流活动对运输包装的影响或要求。因此，通过产学研合

作，校企联合，优势互补，可以使校内与校外密切结合，教育与生产密切结合，教学

与科研密切结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提高教学质量。

国外包装教育就十分注重产学研的深度合作。以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例，它长

期以来十分重视与包装企业的全面合作，教育过程中强调高校工程教育与包装产业界的

相互沟通，以培养面向包装技术、面向包装应用、面向包装市场的人才。通过校企联盟

每两年讨论一次包装教育导向和包装研究方向等与包装企业之间密切相关的问题，共同

筹划合作发展的空间和确定研发目标，包装企业界为学校的教学改革、科研开展、毕

业生就业提供大力支持和资助; 通过每个本科生1 ～ 3 次，每次6个月的顶岗实习，解

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被国际包装界所称颂，也得

到包装企业界的普遍认同和好评。可见，其人才培养模式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产

学研合作给教师带来了科研课题，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结合科研课题不断地创新实践

教学内容，不仅能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完成了课程设计，还能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



培养出能满足企业和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产学研合作也能带给学生到企业实习的机会，

带着企业的问题，结合课程设计的要求，不仅完成了实践课程，还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培养出能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能使学生尽早地与生产设计需求接轨，较

好地融入到行业设计中。在“运输包装”课程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和

数个企业进行了合作，例如: 2016和中荣集团的合作，给学生提供了课程实验、课程设

计、毕业论文甚至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课题和场所，真正意义上带来了共赢。因此，

产学研合作打破教师教学、教研和科研的传统格局，实现教师教研和科研的双突破; 创

新实践教学内容，构建并完善理论教学体系，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实现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提升。

“运输包装”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课程内容较多，通过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和模

块，增加实践教学模块，构建了“运输包装”课程体系，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课

堂内外结合，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产学研合作，

推动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在“运输包装”课程体系构建及其实施的

过程中，借助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专业比赛和产学研合作等平台，带动了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带动了学生们在课堂外的实践，特别是在大学生创新项目

持续推进以及企业提供实践课题的基础上，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激增，每年的参赛均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推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对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起到了极大的推

进作用，为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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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 会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广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广 东 省 学 生 联 合 会

团粤联发〔2018〕31号

关于公布 2018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

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团委、教育局、科技局（委）、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人力资源）局、科协、学联，各普通高校：

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科学技

术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联合举办的 2018 年“挑战杯·创青春”

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于 2018 年 5 月 27日圆满结束。本次大

赛，共有来自我省 128 所高校的 1594 件作品进入省级复赛、

1118件作品进入终审决赛，参赛高校和作品数量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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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5日-27 日，大赛终审决赛在华南理工大学

顺利举行，大赛评审委员会最终评出《探迹洞客——利用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企业精准预测潜在用户》等 114件金奖作

品、326件银奖作品、678件铜奖作品；华南理工大学获“创

青春杯”，广东工业大学等 10所高校获“优创杯”。此外，

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大赛章程推选《海粹高浓度易吸收深海鱼

油》等 36 项“最佳创意奖”作品；推荐黄泽坤等 112 人获“优

秀首席执行官”等个人奖项。在竞赛章程所规定期限内，没

有获奖作品受到质疑投诉，现将结果予以公布。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推动我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的有效转化，激励全省大学生

积极投身创新创业，助力广东高校创新创业工作走在全国前

列。

附件：1.2018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

“创青春杯”“优创杯”获奖名单

2.2018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大

赛各主体赛事获奖作品名单

3.2018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大

赛单项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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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学生联合会

2018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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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

大赛各主体赛事获奖作品名单

一、创业计划赛

（一）金奖作品

学校 作品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老师

中山大学
医智云糖尿病预防科技管理

服务项目

袁 艺 黄乐维 尤梦雪

杜子程 梁颖欣 杨浩燊

周智超 蒙太鑫

任荣伟

中山大学

探迹洞客——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为企业精准预测潜

在客户

韩欣源 程默涵 张睿昱

黄干宾 陈凯宁 陈元燊
颜晓辉 任荣伟

中山大学 新型光伏光热一体化组件

许炎鑫 高 雅 吴立钧

张家豪 张健维 梁琛瑜

林诗炫 伦淦泉 罗红雨

黄嘉琳

舒碧芬

中山大学

党建科技研究中心——通过

科技方法高效传播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王 旭 唐 芮 赵 惠

程 佞 吴嘉程 刘 白

宋星洲 朱博宇 赵 杰

何艳玲 徐明亮

郭文亮

中山大学
“最优解”—— 专注大学生

品质生活的新零售平台

黄熙景 夏林峰 郑可建

陈琼斯 任宇洁 林 萍

唐俊霏 陈金耀 张 捷

任荣伟 汪建成

华南理工大学 海粹高浓度易吸收深海鱼油

周廷彦 陆德林 方舒林

蔡明明 魏贝尔 陈 华

黄晓琳 黄伟谦 沙贝尔

龚 振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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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作品名称 参赛队员 指导老师

东莞职业技术

学院

“农业+新零售”模式下的

都市菜园

何春燕 廖晓琳 黄金祥

汤敏琪 梁文宜 温健辉

黄开妍 梁嘉铭 陈胜佳

麦 强 刘 洋

薛 松

中山火炬职

业技术学院 纸创·让纸的创意走进生活
庞白雨 冯少婕 林 
榕刘曼珍 王文兴 李 彭 盛传新

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

应用 LoRa 技术的智能路灯

控制系统

刘锦辉 吴浩宇 李添兴

唐子盛 潘文海 范嘉宜

谢思俊 梁燕芬

江武志 林少茵

王 滢

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
VR 产品说明书商业计划书 陈 伟 焦 鹏 李佳芬

余敏霞 金志刚

杨 华

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
嘉诺时代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林嘉伦 陈芷晴 李宇聪

何晓晴 阮晓华 纪金和

陈嘉斌 曹英平 翁晓峰

卢 卓 詹俏敏

邓欢琴

江门职业技术

学院

家庭智能生命好助手科技

有限公司

陈丹乔 梁 宇 黄丽娟

陈腾岳 许佳敏 梁家龙

谭明婉 林益生 邓华宏

黄小明

钟 颖 周 昊

梁炎新

江门职业技术

学院
多功能抗菌塑料母料

李钦泽 梁广茂 张茂兰

黎心怡 黄梓轩 马钟鹏
宋 波 苏 毅

江门职业技术

学院
共享侨之家

李永生 黄小蓉 林婉娜

张 鹏 冯嘉棋 黄锦明

张芷瑜 廖海灵 黄健雄

张泽锋

魏景容 李辉强

阳江职业技术

学院
昕华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唐日韬 周婷瑶 凌 秀

伍思杰 吴志婷 李婷婷

胡凤珠

司圆圆 李红燕

阳江职业技术

学院

“人工智能+”朗诗德环保

服务项目

张 敏 刘冬梅 陈小英

黄彩飞 黄 健 黄丽益

吴万全 曾祥朋 陈海波

杨 岳 关成立

湛江幼儿师范

专科学校
新星教育

陈伟斌 谢贵华 吴素文

陈灵聪 叶小芳 张 韵

易凤春

郑浩森 张 洁

陈候炎

肇庆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一次性防回流静脉输液器 李积田 保泽庆 廖明生

fangma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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