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解决思路

本节课程以学生为中心采用 6S 创新教学法（图 1），利用多媒体教室讲授、微课、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因为学生对于“创业机会”较为陌生，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及意

识，因此，先带领学生进行“自我认识”，认识自身所处的环境、自己的优缺点，再将“情

境引入”，让学生身临其境去认识创业机会，进而由学生通过创业机会去“探索构建”后续

计划，接着进行“反思改进”，对计划中的优势进行扩大并“延续创新”的方面，最后将自

己的方案计划进行“分享”，让给师生给予“评价”，并且始终以实践教学贯穿思路主线，

理论结合实际。

图 1 6S 创新教学法

2、解决过程

解决课程问题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为课前、课中、课后，详细情况如下：

（1）课前

基于智慧职教平台（云课堂）的翻转课堂+在线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方法。通过智慧职教

平台在课前向学生推送本节课程微课视频、课件、测试题等预习内容，利用学生学习过程中

产生的大量行为数据进行课前教学诊断，让学生在完成教师推送到平台上的预习任务，参加

测试并提交，使得老师可以精准掌握学生学情信息，还可以通过平台记录学生在预习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通过师生交互、分组讨论等形式进行探讨学习。



图 2 智慧职教平台（云课堂）

（2）课中

一方面，以案例为导向，通过案例构建创新情景或创业环境，让学生设身处地的体验真

实的创新创业氛围，帮助学生理解创业机会的相关抽象的概念，领会知识的内涵，引导学生

自主性地开展学习过程，并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和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方面，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教学问题的设计，让学生在问题解决中进行学习，带着问

题去学，让学生自行查阅各种信息资源来回答问题，将课室转变为学生自主探索和自由学习

的场所，并现场进行汇总及点评，提升学生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学习效率。

（3）课后

课后通过作业的布置及课程评价巩固学生的知识，其中课程评价按照理论知识和技能实

践两部分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其中理论知识占 60%，技能实践占 40%，具体考核设计如

下：

1）理论知识考核

组成项 权重 说明

过程性评价

课视频 30% 观看课程在线视频

章节作业 20% 检查学生章节作业

课堂互动 30% 参与投票、问卷、抢答及随堂联系等

个性化评价 学生表现 20%
平时考勤、积极讨论、课堂表现优秀、帮助其

他同学

2）技能实践考核

组成项 权重 说明

创 业

机 会

选择

是否具备商业价值 25%
创意是服务于商业化的，重点考核该创意是否可以进

行商业化。

是否进行市场调研适应

社会需求
25%

考核该机会以市场为导向，要从社会需求出发，这个

市场有多大，这个市场的需求是什么？这个市场上竞

争对手有多少？等。



机会是否有创新特色 25% 考核该创业机会的创新体现及特色。

创意的可行性 25% 考核该创业机会的难易程度，可行性。

3、具体做法

（1）课前预学

教学环节与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利用智慧职教平台（云

课堂）布置预习作业：

分析一下案例“大学生

云打印创业故事”。

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事物进行思考，以

学校用户需求为出发点，重点考虑如

何抓住需要，进而挖掘机会，让学生

明白只有不断发现用户需求、弥补竞

争者缺陷、深刻感知变化、不断创造

性地利用新技术和发明创造就会发现

创业机会。

按照课程学习

进度，回答相

关问题，与老

师进行互动。

从大学生创业案

例出发，引起身

份认同，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理

解相关的创业机

会的方法及相关

概念。

（2）课中内化

教学环节与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主要内容：创业机会识

别。

教学环节：

1、案例导入；

2、发散思维，思考讨

论；

3、提问回答；

4、总结案例，凝练要

点。

1、导入实例：“百度李彦宏的创业故

事”，引导学生思考：

（1）为什么有人更善于识别出有价值

的创业机会？

（2）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因素有哪

些?

2、随堂提问，讲解分析案例；

3、总结相关概念。

1、主动发挥想象

力，主动去探索

问题；

2、共同探讨案例

的特点和要点；

3、掌握相关概

念。

让学生掌握创

意产生所需的

能力及要求，进

一步了解如何

把握住创业机

会，利用自身的

优势，选择创业

机会。

主要内容：创业机会评

价。

教学环节：

1、案例导入；

2、发散思维，思考讨

论；

3、提问回答；

4、总结案例，凝练要

点。

1、导入实例：“一生只爱一人”，引导

学生思考：

（1）从哪些方面对创业机会进行评

价？

（2）创业机会创新性有哪些表现形

式?

2、随堂提问，讲解分析案例；

3、总结相关概念。

1、主动发挥想象

力，主动去探索

问题；

2、共同探讨案例

的特点和要点；

3、掌握相关概

念。

让学生了解创

业需要具备的

相关资源，让学

生清楚创业的

过程及方法。



（3）课后提升

教学环节与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思考题：

为什么有人更善于识别出有价值

的创业机会？

支付宝是如何诞生?
创业机会识别的方法有哪些？

结合课堂讲解的案例，

从相关的概念入手，启

发学生思考。

按照老师布置

的作业，按时完

成任务。

掌握创业机会来源识

别，学会识别创业机

会，以及大学生创业机

会选择的注意事项。

2）实操题：

每人按照之前的创意点子进行创

业机会挖掘，可以阐述从哪些方面

进行创业，还需要什么资源？需要

注意哪些方面？

讲解创意点子的出发，

进而形成创业机会，让

学生明白该作业是本次

课的考核重点，讲解考

核的主要内容及权重。

明白考核的主

要内容及权重，

发散思维，认真

完成任务。

融会贯通创业机会的

发现和掌握技能，培育

创意意识、创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