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CIPP 的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 

协同育人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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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文通过 CiteSpace 对

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分析探讨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构建了基于 CIPP

的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评价体系构，不仅可以更好地指导和改进双创教育实践，促进学

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而且可以推动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为高等教育机构在劳动教育与创

新创业教育融合实践中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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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cont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rough CiteSpace,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labo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onstructs a CIPP bas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for labo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t can not only better 

guide and improve the practic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on 

spirit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but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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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

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而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

需要我们持续在创新领域深耕，以促进新质生产力

的快速成长。 

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我们必须坚定

不移地执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

战略，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和赛道，以塑造新的增长动

力和竞争优势。国家相继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好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2019 年度建设工作的通知》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等文件，上述文件就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紧密结合提出了明确要求，同

时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教育教学水平的二级指标纳

入评价体系。因此，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评价体系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全面提

升创业教育的教学质量，还能培养出更多具备高素

质的创业人才，为实现创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基金资助：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劳动教育与创

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路径探索与实践——以计算机类专业为

例（Z202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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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CiteSpace 的创新创业评价体

系研究现状分析  

2.1  发表数量年度分析 

  通过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对CNKI数据库

“创新创业评价”、“创新创业评价体系”主题的文献进

行知识图谱分析，通过数据筛选，共获得“创新创业

评价”、“创新创业评价体系”主题的论文 541篇，时

间跨度为2013年至2023年（截止到2023年6月份），

年度发文量如图1所示。通过10年的文献研究更加全

面地分析创新创业评价体系建设的发展情况与研究

趋势。 

 

图 1  文献发表数量年度统计 

通过图表可以发现，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

我国对创新创业教育评价领域的研究并不活跃，相

关论文发表量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增长状态。然

而，自 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该意见对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各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要求，这一领域受到

了更多的关注。随着政策的明确要求，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加强，这直接反映在了学

术研究上，论文发表量随之显著增长。在 2018 年与

2019 年左右发文量达到了顶峰，这一增长趋势与国

家政策的发布数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进入更

深层次的研究阶段后，论文发表的数量开始逐渐稳

定下来。 

2.2  研究主题分析 

 通过CiteSpace分析文献的关键词，可以快速的

将文献内容表达清楚，直接地揭示该研究主题最主

要的研究内容，为研究学科领域的热点与前沿奠定

基础。通过对创新创业评价的研究论文进行关键词

共现分析,可以清晰得看出本领域内高频关键词的分

布。通过统计可以得出图2。由图2可知，在热点研究

主题方面，通过主题分析发现各高校创新创业评价

体系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指标体系构建、课程体系

建设、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评价指标等方面[1-4]。 

 

 

图 2  研究主题分析 

在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主题方面，国内外众多学

者对“双创”教育评价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主要包

括评价对象、创业素养、评价方法等方面。 

（1）评价对象 

在创新创业教育评价领域，研究的重点对象可

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高等教育机构，即高校；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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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则是接受教育的个体，即学生。这种分类反映了

评价体系对不同主体特性的考量，以确保评价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黄兆信以高校研究对象，对全国1231

所高等学校开展实证研究，主要从创新创业教育质

量发展状况、结果评价、实施过程评价等多方面评价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质量[5]；甘娅銮等人基于陕西16

所高校的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效率进行了评估。学生作为创新创业教

育的受教主体[6]，通过调研各高等本科、职业院校学

生，探究大三、大四学生的创业能力的评价与提升机

制，这部分学生群体面临毕业与创就业的压力，接受

创业教育的机会更高且创业能力更易测量，故而成

为创业教育评价的主要研究对象。 

（2）创业素养 

创新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素养之间有着密切

关系，创新创业教育只是提供了平台，关键还在于大

学生的个体努力与实践。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影响大

学生创业素养包括心理因素、环境氛围、教育理念、

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多元化因素。闵强将积极心理

学融入创业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7]；李

红等认为创业文化熏陶、政府支持、高校环境以及学

生自身努力会影响创新创业教育[8]，总之在创新创业

教育中课程、平台、评价与激励机制都是应用型本科

院校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困境所在。 

（3）评价方法 

由于高校类型、办学特色与学科特点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主要体现在培养理念、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的多元化。

钱方兵等利用FAHP分析法发现课程、师资与平台等

基础因素高校“双创”教育影响较大[9]；李阿利等运

用DEA-Tobit模型对湖南省15所高校的创新创业教

育效率进行研究[10]；陶丹基于AHP层次分析法创新

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建构[11]；高佳葆基于CIPP评价模

式，遵循多元、全程、动态原则构建了“双创”教育

评价体系框架[12]。 

（4）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评价 

目前将劳动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的

研究较少，且未形成体系化的研究[13-16]，因为在实践

中，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存在单向性和独立性

问题，课程设置和实践过程存在脱节现象。要想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快机制建设，完善

考核评价体系，优化课程设置，并加强教师培训，打

造专兼职相结合的融合教育教师队伍等，需要评估

融合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和效果，评价体系中需要包

括学生创新能力、创业意识、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评价

指标。 

2.3  研究趋势分析 

通过对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研究的关键

词知识图谱的分析,可以了解不同历史阶段创新创业

教育评价研究的侧重点，根据对不同时期的关键词

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可得如图3所示的图谱分析结果。 

 

 

图 3  研究主题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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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 -2005年之间，我国逐渐开始研究企业创

新创业评价；2006年开始，研究领域中逐渐出现了高

校创新创业评价体系研究；2013年国内对于“双创”

评价体系的研究逐年增加，主要集中在课程体系、实

践教学、师资队伍、教学质量等方面构建创新创业教

育评价体系；2020年以后，深化"双创"教育改革是高

校实现创新驱动教育战略、推进高等学校综合改革、

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剖析

产业、专业和创新创业关系基础上，基于“专创融合”

视角，创建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同时，创新

思维、创新素养、创新能力也被纳入到创新创业评价

体系框架中。尤其在教育部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背

景下，基于学科交叉的融合性、前瞻性、创新性和实

践性的特点，构建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评价改革体系,以期推动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发展。 

3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构建原

则 

通过对创新创业评价体系研究现状分析发现，

虽然越来越多的高校、学者开始研究高校及创新创

业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的问题，但由于我国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的多元化、多样性、复杂性，目前尚未形成

更加有实效性、个性化的“双创”教育评价通用模式。

因此如何构建实效性、个性化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

体系，应基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维度，坚持方向

性、协同性、动态化、创新性原则，这既是提高“双

创”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实效性、个

性化深度评价的基本标准。 

（1）方向性原则 

作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的北京工业大

学，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创新创业教育作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全面提升学生创

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因此，在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评价

体系过程中，应坚持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融入劳动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

育更多富有劳动精神、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创新

创业型人才。 

（2）协同性原则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应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通过深度产教融合，建立科学协调机制，充分考虑多

主体、多元化的协同运作，将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与思

政教育、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评价有机结合，从而大

大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将学生培养

成新时代德才兼备的创业新军。 

（3）动态化原则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变化

的过程，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过程，因此要

以发展的视角进行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把评价贯穿

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注重平时过程性评价，及时

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以确保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实现个性化精准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4）创新性原则 

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创新创业精神，

主要是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素养的培养，

创新是基本要求也是根本目标。因此，创新创业评价

体系中要增加对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创新实践

能力、创新品质的重点考查比重，以此提升创新创业

教育的实效性。 

4  构建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

育人评价体系框架指标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将劳动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全面育人的体系。

这种融合的原因在于两者在育人目标、资源、方法和

成效上都具有共通之处。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结合不仅能够实现教育目标的一致性，还能共享

教育资源，采用相似的教育方法，并在育人成效上实

现互补。因此，构建一个评价体系来衡量劳动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育人效果，对于实现高校的根

本任务——立德树人，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的评价体

系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创新意识和企业

家精神，满足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基于CIPP

评价模式，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旨在评估

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在协同育人方面的成效，

以确保教育活动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要求。 

4.1  CIPP 评价模式 

CIPP评价模式是由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罗伊·斯

塔弗尔比姆（Daniel Leroy Stufflebeam）于1967年提

出的，该模式是在泰勒评价模式（目标导向）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强调评价的改进作用与发展性功能，能

够满足教育改革活动评价及教育教学效果评价的需

要，因此在教育评价实践方面被广泛应用。 

CIPP评价模式由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

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和结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四项评

价活动组成，遵循了多元、全程、动态的基本原则，

适用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动态评价特征。其中。背

景评价，也称为Context Evaluation，关注评价的特定

环境和背景，包括社会需求、育人环境、劳动教育需

求、培养目标等背景分析评价；输入评价，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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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Evaluation，重点在于评价目标、资源和需求，

是否使实施方切实可行。包括学校条件、师资队伍、

教学硬件条件以及可用教学资源等分析评价；过程

评价，也称为Process Evaluation，关注评价实施的整

个过程，包括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对参与者反馈

和建议的收集和处理。包括教学实施、教学主体、过

程监督与反馈等过程性评价；结果评价，也称为

Product Evaluation或Output Evaluation，旨在分析评

价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对比，并提供相应的改进

建议。包括实施结果、培养成效评价、教学主体评价、

社会评价等。 

4.2  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评价

体系框架指标 

（1）融合劳动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框

架 

遵循“新时代劳动教育需求+创新创业教育需求

+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目标”的科学范

式，厘清人才培养各要素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关

系，基于CIPP评价模式，坚持方向性、协同性、动态

化、创新性原则，构建校内知识评价、能力评价、素

养评价测评体系，融合校内外生源评价、同行评价及

社会评价三要素，形成包括创新意识、创业素质、劳

动素养、岗位适应能力等的计算机类人才创新创业

能力全新评价体系，评价框架图参见图4。 

 

图 4  基于CIPP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框架图 

（2）融合劳动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初始体

系 

基于上述评价体系框架，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

研、访谈、案例分析、统计等方法，利用CIPP 模式

对融合劳动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进行科学、

系统的梳理，确定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3个，细 

化三级指标70个，如表1、表2所示。 

表 1  融合劳动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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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备
注 

背景 
评价 

社
会
需
求 

是否满足国家创新人才需求  

是否满足企业创新人才需求  

是否满足新时代劳动教育需求  

育
人
环
境 

双创育人定位与国家要求匹配度  

双创教育政策执行度  

劳动教育政策执行度  

相关制度完善度  

培
养
目
标 

专业育人整体目标的准确性  

双创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准确性  

劳动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准确性  

输入
评价 

师
资
队
伍 

双创教育教师数及占比  

有双创经历的专业教师数及占比  

校外双创教育导师数  

校内外劳动教育师资数  

教师双创成果数  

教
学
条
件 

校内外双创教育建设基地  

校内外劳动教育建设基地  

开设双创教育课程数及建设规划  

开设劳动教育课程数及建设规划  

教
学
资
源 

双创教育案例资源数量  

劳动教育案例资源数量  

双创教育教学视频资源库数量  

劳动教育教育视频资源库数量  

校外双创教育资源获取途径  

经
费
保
障 

实践教学建设经费  

师资培训经费  

课程建设经费  

 

（3）基于CIPP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优势 

基于CIPP评价模式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相较

于传统方法，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CIPP模式通过背景、输入、过程和成果四个维度

的全面评估，不仅确保了评价的多角度覆盖，而且增

强了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它能够深入分析教育环境

的适应性、资源的合理配置、实施过程的有效性以及

教育成果的长远影响。这种系统性的评价方法，有助

于更精准地识别问题、优化策略，并推动教育实践的

持续改进，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

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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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融合劳动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指标_续表 

融
合
劳
动
教
育
的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评
价
初
始
体
系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备
注 

过
程
评
价 

教
学
实
施 

课程实施与专业培养计划是否一致  

劳动教育融入双创教育比例  

双创教育实践教学占比  

劳动教育实践教学占比  

课后创业指导服务学时  

双创教育案例资源利用率  

劳动教育案例资源利用率  

双创教育教学视频资源库利用率  

劳动教育教育视频资源库利用率  

教
学
主
体 

学生双创项目参与率  

学生双创讲座参与率  

学生双创竞赛参与率  

学生劳动相关活动参与率  

教师双创教育思政元素融入度  

校外创新教育基地参与率  

校外劳动教育基地参与率  

教
学
反
馈 

学生学评教  

教师教评学  

创新课程及资源评价  

劳动课程及资源评价  

成
果
评
价 

培
养
成
效
评
价 

学生双创精神提升度  

学生劳动素养提升度  

学生团队合作提升度  

大创项目数量  

大创竞赛获奖数量  

创新创业其他成果数量  

就
业
创
业
评
价 

学生就业率  

学生创业率  

近五年学生创业率  

社
会
评
价 

毕业生满意度  

用人单位评价  

合作企业接受毕业生人数  

合作企业成果转化率  

5  结束语 

劳动教育融入创新创业评价体系的研究表明，

这一领域的研究正逐步深化，从理论探讨转向实践

探索，强调通过实践活动、课程设计和教师培训等多

维度策略来实现教育目标的融合。研究者们正在探

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估学生在创新能力、

创业意识和实践技能方面的发展，同时关注教育实

践中的困境和挑战，寻求突破路径，以促进劳动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融合，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

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未来的研究趋势将更加注重实

证研究、跨学科合作以及国际视野的拓展，以实现教

育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的创新与完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创新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这就要求作为双创教育主

体的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不断改革

和创新，以培养出能够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创新

人才。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创新能力和

实践技能，其中，劳动教育强调实践和责任，创新创

业教育注重创新和实践能力。两者融合有助于学生

在劳动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实现个人全面

发展。因此，本文构建了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

同育人评价体系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培养符

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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