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创业综合实训》教学教案

项目一

课时内容
认识创新创业

活动
授课时间 160 分钟 课时 4

教学目标

 认识创新与创业。

 认识创业活动。

 认识创业的意义。

 认识创业在中国。

教学重点

 理解创业活动中的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

 掌握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熟悉创业精神的培养。

教学难点

 掌握知识经济时代的创业热潮。

 掌握创新的类型。

 掌握创业精神的培养方法。

教学设计

1、教学思路：以“创业时代的来临”案例引入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然后依次介绍经

济发展与创新创业、初识创新创业、培养创业精神等知识。

2、教学手段：以案例导入的方式讲解创业的重要性，从而引申出本章的内容，然后重

点介绍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

3、教学资料及要求：除教材中讲解的知识，可以要求学生在网上寻找更多的关于创新

创业方面的内容来学习。

教学内容

知识回顾：下面将讲解创新创业与创业精神相关知识。

讨论问题：1、什么是创新？

2、如何创新？

3、什么是创业？创建精准与其有何关系？

内容大纲：具体可结合本章的 PPT 课件进行配合讲解。

重点任务导入

任务一 经济发展与创新创业

分析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分析二 知识经济时代的创业热潮

分析三 创新和社会经济的关系

【课堂活动】

任务二 认识创业活动

分析一 什么是创新

分析二 创新的特征

分析三 创新的类型



分析四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课堂活动】

任务三 认识创业的意义

任务一 创业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任务二 创业推动社会进步

【课堂活动】

小结

1. 掌握经济发展与创新创业。

2. 初识创新创业。

3. 培养创业精神。

课后思考与
练习

1. 简述我国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相关政策。

2. 什么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具有哪些特征？

3. 判断下列行为哪些属于创新。

（1）小明发现了一条去上学更近的小路，能节省上学的时间。

（2）小华将哨子以适当的角度绑在他的四驱车上，这样四驱车在行驶时会发出哨

子声。

（3）小红将几个蝴蝶结缝在了自己的发箍上。

4. 阅读下面的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相传在公元前 164 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招募

方士数千人在现在的八公山附近修行，他们烧药炼丹，希望炼出仙丹，长生不老。炼丹

需要以黄豆汁培育丹苗，石膏也是炼丹的常用材料。在一次炼丹活动中，方士偶然以石

膏点豆汁，意外形成了乳白色半凝固的东西，人们将其当作炼丹成果服用，觉得其鲜嫩

绵滑，口感上佳，于是在多次改进后，方士们发明了豆腐。

（1）材料中的事例是创新吗？如果是，属于哪种创新？

（2）材料中的事例体现了哪些创新的特征？

5. 根据下表，和同学一起对自己的创业精神进行评估。



项目二

课时内容 认识创新创业规律 授课时间 480 分钟 课时 12

教学目标

 了解创新创业环境。

 理解创新创业者和创业团队。

 学习和辨析相关商业模式。

教学重点

 掌了解创新创业环境。

 理解创新创业者和创业团队。

 学习和辨析相关商业模式。

教学难点

 掌握突破思维定式、拓展思维视角的方法。

 学会运用头脑风暴法、水平思考法。

 掌握企业具体领域实施创新的原则、关键点和方法。

教学设计

1. 教学思路：通过三只松鼠品牌营销的案例来引入创新意识的重要性，然后对认识创新

意识、创新意识的类型、创新意识的培养等知识分别进行介绍。

2. 教学手段：以案例导入的方式引入创业意识的概念和重要性，然后再分别介绍其他知

识。

3. 教学资料及要求：除教材中讲解的知识，可以要求学生在网上寻找更多的关于创新意

识方面的内容来学习。

教学内容

知识回顾：在前面讲解了创新创业与创业精神等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对培养创新意识等方面进行讲解。

讨论问题：1、你知道创新意识有什么作用吗？

2、你知道怎么培养创新意识吗？

内容大纲：具体可结合本章的 PPT 课件进行配合讲解。

案例导入

任务一 认识创业环境

分析一 创业环境的重要作用

分析二 创新创业环境中的供需

分析三 创业企业战略目标和创业资源需求

【课堂活动】

任务二 认识创业要素

分析一 蒂蒙斯的创业核心要素组合模型

分析二 萨尔曼的创业核心要素模型

分析三 认识创业者和创业团队

分析四 认识创业类型

【课堂活动】

任务三 认识创业类型



分析一 认识商业模式

分析二 制造商领域的商业模式

分析三 强化兴趣培养

分析四 参与创新实践

【课堂活动】

小结

1. 认识创新意识。

2. 了解创新意识的类型。

3. 学会创新意识的培养。

课后思考与
练习

1. 什么是创新意识？其作用是什么？

2. 创新意识有哪些特征？分为哪些类型？

3. 分析下列创新行为，指出其运用了哪些创新意识。

（1）研究员对害虫进行了各种实验，最后研究出了对该类害虫进行生物防治的新

方法。

（2）因今年天气炎热、干旱少雨，村民对水渠进行了改造升级，通过采用更高效

的灌溉方法挽救了作物。

（3）小杨觉得普通的风筝很无聊，于是改进工艺，制作了一个能在空中依靠风力

发出音乐的风筝。

（4）牛顿被苹果砸到头后，对苹果为何总是向下坠落产生了疑问，于是决定研究

“苹果为何不向天上飞”这一课题。

4. 在纸上写出你知道的关于互联网的知识，并且说出这些知识的获取来源。

5. 向你的好朋友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争取让他也喜欢上你所喜欢的东西。



项目三

课时内容 策划创业 授课时间 480 分钟 课时 12

教学目标

 正确理解创业动机。

 理解创业前的准备内容。

 理解创业机会的相关知识。

教学重点

 能正确识别和分析创业动机。

 能正确的判断创业的自我条件和分析外部环境。

 能较准确的洞悉创业机会。

教学难点
 掌握打破思维偏见和突破创新思维障碍的方法。

 掌握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设计思维、六顶思考帽等的应用。

教学设计

1. 教学思路：通过四川航空开通免费接送服务的案例引入本章的主题——创新思维析。

然后再分别介绍其中的知识点。

2. 教学手段：以案例导入的方式引入对创新思维的介绍，然后分别介绍认识创新思维、

打破创新思维的障碍、开拓创新思维的方法等内容。

3. 教学资料及要求：除教材中讲解的知识，可以要求学生在网上寻找更多的关于开拓

创新思维的内容来学习。

教学内容

知识回顾：前面讲解了培养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下面对开拓创新思维进行介绍。

讨论问题：1、什么是创新思维？

2、怎么打破思维定势？

内容大纲：具体可结合本章的 PPT 课件进行配合讲解。

案例导入

任务一 理解创业动机

分析一 什么是创新思维

分析二 创新思维的特征

分析三 创新思维的形式

【课堂活动】

任务二 创业动机

分析一 思维定势

分析二 思维偏见

分析三 突破创新思维障碍

【课堂活动】

任务三 识别和评估创业机会

分析一 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分析二 设计思维

分析三 六顶思考帽



分析四 思维导图

【课堂活动】

小结

1. 认识创新思维。

2. 打破创新思维障碍。

3. 开拓创新思维。

课后思考与
练习

1. 什么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有哪些特征？

2. 创新思维有哪些形式？

3. 结合自身知识，分别说出一个使用逻辑思维、联想思维、发散思维、聚合思维、

逆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例子。

4. 阅读下面材料，谈谈你从中获得的启示。

有一种鱼叫作狗鱼。狗鱼很富有攻击性，喜欢攻击一些小鱼。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

实验：把狗鱼和小鱼放在同一个玻璃缸里，在二者中间隔上一层透明玻璃。狗鱼一开始

就试图攻击小鱼，但是每次都撞在玻璃上。慢慢地，它放弃了攻击。

后来，实验人员拿走了中间的玻璃，这时狗鱼仍没有攻击小鱼的行为——这个现象

被叫作狗鱼综合征。

5. 在“日”字上添加一笔，可以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汉字。这样的汉字一共有 11 个，

请把它们一一找出来。

6. 下面是一些考察创新思维的趣味题目，请尝试解答。

（1）一个长方形透明容器，装满了水，容器上没有刻度，在不使用其他任何工具

的情况下，如何将其中的水去掉一半？

（2）现有 21 个人，要求每 5 个人为一列排成 6 列，请问：应该怎么排列?

（3）现在需要种植 4 棵树，要求 4 棵树两两距离相等，请问：应该怎样栽种？

（4）试将图 3-8 中的图形分为 4 份，要求每份都包含 4 个完整的小方块且形状相

同。（注：一共有 5 种分法。）

（5）试用 4 条直线段连接下图中的 9 个点。



项目四

课时内容 实施创业 授课时间 640 分钟 课时 16

教学目标
 掌握创业团队的内涵、要素和组建原则。

 掌握创业项目计划的撰写原则与内容。

教学重点
 能根据市场分析和调查选择一个合适的创业项目。

 能根据互补原则组建一支高效的创业团队。

教学难点
 掌握头脑风暴法、试错法、设问法、属性列举法等相关知识。

 掌握创新能力的提高方法。

教学设计

1. 教学思路：通过崔翔赫发明“语音分类垃圾桶”的案例引入本章的内容——创新方

法与创新能力，然后深入介绍每项知识。

2. 教学手段：以案例导入的方式引入创新方法与创新能力，从而深入讲解创新方法和

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内容。

3. 教学资料及要求：除教材中讲解的知识，还可以让学生多读读创业者方面的书籍。

教学内容

知识回顾：前面对开拓创新思维进行了介绍，下面我们来学习创新方法与创新能力。

讨论问题：1、你知道哪些常见的创新方法？

2、创业能力应该怎么培养？

内容大纲：具体可结合本章的 PPT 课件进行配合讲解。

案例导入

任务一 选择创业项目

分析一 创业项目选择的原则

分析二 创业项目的分类

分析三 寻找创业项目的途径

任务二 创新能力

分析一 创业项目的组建

分析二 创业项目的角色分工

分析三 制定创业计划书

分析四 筹集创业资金

【课堂活动】

小结
1. 掌握创新的各种方法。

2. 学会有意识地培养创业能力。



课后思考与
练习

1. 什么是创新方法？常见的创新方法有哪些？

2. 列举文中所讲的所有创新方法，并说出它们的特点。

3. 使用奥斯本检核表法来创新“笔”这个常用的工具，用表格列出想法即可。

4. 解答下面的问题（该问题考验分析能力），并帮助警官抓住罪犯。

已知 A、B、C 3 个犯罪嫌疑人中有一人是真凶，另外两个是无辜者，且无辜者只

说真话，罪犯只说假话。

警官询问犯罪嫌疑人 A：“你是什么人？”但是因为 A 住在偏远地方，说的是当地

的方言，警官听不懂。

于是警官接着问 B 和 C：“A 刚才回答的是什么？”（B 和 C 能够听懂 A 说的是

什么。）

B：“A 说他是无辜者。”

C：“A 说他是罪犯。”

5.班级教室需要进行主题装饰，请你组织一个团队，运用头脑风暴法来想出几个好

点子，并记录讨论过程，格式如下表所示。



第五章

课时内容 管理新创企业 授课时间 640 分钟 课时 16

教学目标

 创业团队与人力资源管理

 技术与产品管理

 市场营销管理

教学重点

 熟悉创新成果的特征与类型。

 熟悉创新成果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

 掌握创新成果转换的意义和方式。

教学难点

 理解创业阶段的用人之道。

 理解新产品开发的主要工作。

 掌握创业运营风险的类型及规避策略。

教学设计

1. 教学思路：通过姜植元开发无人侦察机项目得到上亿元风险投资的案例讲解保护

与转化创新成果等方面的知识。

2. 教学手段：以案例导入的方式引入专利发明，进入深入讲解保护与转化创新成果

的重要性，在讲解过程中还可以结合阅读材料进行分析。

3. 教学资料及要求：除教材中讲解的知识，可以要求学生上网查看创新成果保护与

转化方面的知识。

教学内容

知识回顾：前面讲解了创新方法与创新能力的知识点，下面将介绍保护与转化创新成果方面的内容。

讨论问题：1、说说你的创业点子？

2、怎么了解你的竞争对手？

内容大纲：具体可结合本章的 PPT 课件进行配合讲解。

案例导入

任务一 认识创新成果

分析一 什么是创新成果

分析二 创新成果的特征与类型

【课堂活动】

任务二 创新成果的保护

分析一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分析二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分析三 专利权的法律保护

【课堂活动】

任务三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分析一 创新成果转化的意义

分析二 创新成果转化的方式

【课堂活动】



小结

1. 认识创新成果。

2. 保护创新成果。

3. 转化创新成果。

课后思考与练
习

1. 什么是创新成果？其来源是什么？

2. 创新成果有哪些特征？有哪些类型？

3. 结合本模块中关于商标权、著作权和专利权的相关知识，完成下表的填写。

4. 阅读下面的描述，判断其是否可以申请专利。若可以申请专利，则进一步判断

可以申请哪种类型的专利。

（1）×× 饮料换新包装了。

（2）手工艺人编制了一款工艺品，使用了全新的造型和图案。

（3）对拖把握把的形状进行改变，使之使用更舒适。

（4）创新性技术使打印机油墨使用量降低 20%。

5. 通过网络自行搜集一个创新成果转化的真实案例，分析其对创新者、推广者和

社会的影响，并指出其创新成果转化活动中的不足。

6. 如果你有一项市值 500 万元的实用新型专利，但是该专利的仿制难度较低，且

该产品的市场比较成熟，行业竞争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专利转化方

式？



第六章

课时内容 组建创业团队 授课时间 480 分钟 课时 12

教学目标

 了解创业团队组建前的准备工作。

 组建创业团队。

 掌握创业团队的管理技巧与策略。

教学重点

 了解创业团队的组件原则、程序和要求。

 学会挑选创业伙伴、涉及组织构架和制度。

 掌握团队人才培养、团队激励与文化建设的方法。

教学难点
 掌握挑选创业伙伴的方法。

 掌握创业团队内部冲突管理的方法。

教学设计

1. 教学思路：通过三个创业团队针对同一个商机所做的不同应对方法，引

申出《创业计划书》的重要性，从而引入本章的内容。

2. 教学手段：以案例导入的方式引入《创业计划书》的重要性，然后依次

介绍创业计划书的价值、内容以及其编写步骤等知识点。

3. 教学资料及要求：除教材中讲解的知识，还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创业

计划书》来学习其内容和写法。

教学内容

知识回顾：前面介绍了保护与转化创新成果，下面讲解组建创业团队的相关知识。

讨论问题：1、创业团队组建前需要准备哪些资源？

2、怎么挑选合适的创业伙伴？

内容大纲：具体可结合本章的 PPT 课件进行配合讲解。

案例导入

任务一 创业团队组建前的准备

分析一 什么是创业团队

分析二 创业团队的组建原则

分析三 组建创业团队的程序

分析四 组建创业团队对创业者的素质要求

分析五 组建创业团队应避免的误区

【课堂活动】

任务二 创业团队的组建

分析一 挑选创业伙伴

分析二 设计组织架构

分析三 制度构建

【课堂活动】

任务三 创业团队的管理技巧与策略



分析一 注重人才培养

分析二 创业团队内部冲突管理

分析三 创业团队的激励

分析四 创业团队的文化建设

【课堂活动】

小结

1. 了解创业团队组建前的准备工作。

2. 学会组件创业团队。

3. 掌握创业团队的管理技巧与策略。

课后思考与练习

1. 什么是创业团队？创业团队有哪些优势？

2. 列举创业团队的所有类型，并说出它们的优劣势？

3. 结合本模块中关于贝尔宾团队角色理论的相关知识，填写下表。


	重点任务导入
	任务一　经济发展与创新创业
	分析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分析二　知识经济时代的创业热潮
	分析三　创新和社会经济的关系
	【课堂活动】
	任务二　认识创业活动
	分析一　什么是创新
	分析二　创新的特征
	分析三　创新的类型
	分析四　创新与创业的关系
	【课堂活动】
	任务三　认识创业的意义 
	任务一　创业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任务二　创业推动社会进步
	【课堂活动】
	认识创新创业规律
	案例导入
	任务一　认识创业环境
	分析一　创业环境的重要作用
	分析二　创新创业环境中的供需
	分析三　创业企业战略目标和创业资源需求
	【课堂活动】
	任务二　认识创业要素
	分析一　蒂蒙斯的创业核心要素组合模型
	分析二　萨尔曼的创业核心要素模型
	分析三　认识创业者和创业团队
	分析四　认识创业类型
	【课堂活动】
	任务三　认识创业类型
	分析一　认识商业模式
	分析二　制造商领域的商业模式
	分析三　强化兴趣培养
	分析四　参与创新实践
	【课堂活动】
	策划创业
	案例导入
	任务一　理解创业动机
	分析一　什么是创新思维
	分析二　创新思维的特征
	分析三　创新思维的形式
	【课堂活动】
	任务二　创业动机
	分析一　思维定势
	分析二　思维偏见
	分析三　突破创新思维障碍
	【课堂活动】
	任务三　识别和评估创业机会
	分析一　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分析二　设计思维
	分析三　六顶思考帽
	分析四　思维导图
	【课堂活动】
	实施创业
	案例导入
	任务一　选择创业项目
	分析一　创业项目选择的原则
	分析二　创业项目的分类
	分析三　寻找创业项目的途径
	任务二　创新能力
	分析一　创业项目的组建
	分析二　创业项目的角色分工
	分析三　制定创业计划书
	分析四　筹集创业资金
	【课堂活动】
	案例导入
	任务一　认识创新成果
	分析一　什么是创新成果
	分析二　创新成果的特征与类型
	【课堂活动】
	任务二　创新成果的保护
	分析一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分析二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分析三　专利权的法律保护
	【课堂活动】
	任务三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分析一　创新成果转化的意义
	分析二　创新成果转化的方式
	【课堂活动】
	组建创业团队
	案例导入
	任务一　创业团队组建前的准备
	分析一　什么是创业团队
	分析二　创业团队的组建原则
	分析三　组建创业团队的程序
	分析四　组建创业团队对创业者的素质要求
	分析五　组建创业团队应避免的误区
	【课堂活动】
	任务二　创业团队的组建
	分析一　挑选创业伙伴
	分析二　设计组织架构
	分析三　制度构建
	【课堂活动】
	任务三　创业团队的管理技巧与策略
	分析一　注重人才培养
	分析二　创业团队内部冲突管理
	分析三　创业团队的激励
	分析四　创业团队的文化建设
	【课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