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让梦想高远 

——中职学校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探索与实践成果总结 

学校依托两个国家级课题的研究，通过探索与实践，形成了研究成果——中职学校

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体系。该成果率先提出“以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提升学

生终身发展能力”的教育理念，将获取知识产权作为创新教育的 1 个重要抓手，通过开

发“承-匠-引-升”4 门递进式课程，搭建“孵-展-转”3 个平台，形成“常态、内驱、

融合、保障”4 维机制，达成“激发学生创新原动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升学生创

新能力，助力学生终身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解决了创新教育缺乏抓手，创新教育课

程不完善，实施途径不清晰等问题。成果自 2011年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和社会影响，

为中职学校实施创新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特色鲜明的经验与方法。 

一、 引言 

学校所在地广东顺德，素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使“美

的”、“碧桂园”等公司成长为世界级品牌企业，更让 8万多家中小微企业充满创新活力。

如何传承和弘扬顺德这种创新精神，让顺德精神在顺德学子血液中薪火相传，提升学生

终身发展能力，为企业输出创新型人才，成为学校的使命和责任。 

学校自上世纪 90 年代始以创新教育为切入点展开探索，并承担国家级“十五”规划

课题《中小幼 STS课程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题《崇尚科学精神，注重科技制作，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的课题研究，2006年结题，取得丰硕成果。在此基础上，学校于 2007

年参与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课题《发明创新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

并在校内全面普及知识产权与发明创新教育。经过 4年潜心研究，2010年结题，形成研

究成果——中职学校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体系。 

二、 研究过程 

1. 成果前期：1995年 9月至 2006年 7月，开展创新教育探索，承担《崇尚科学精

神，注重科技制作，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课题研究。 

2. 成果起始：2007 年 1月，开展《发明创新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研究，并

在校内全面普及知识产权与发明创新教育。 

3. 成果完成：2010年 12月，构建起了中职学校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体系，系

统规范地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教育。 

4. 实施应用：2011年 3月至今，在校内各专业及省内外兄弟学校推广应用。 

三、 成果内容 

中职学校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体系，其内涵如下： 



（一）提出“以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提升学生终身发展能力”的

理念 

知识产权是指权利拥有人对自己创造性活动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

概念中的“知识”是创新的结晶,知识产权法律对于“知识”所有权的确认,在本质上给

社会注入人类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创新教育是以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为价值取向

的教育，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学生要实现终身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核心素养的养成。 

学校使用系统动力学中的因果关系分析法，于 2010年创造性提出“以基于知识产权

的创新教育，提升学生终身发展能力”的教育理念, 将获取知识产权作为创新教育的 1

个重要抓手，让知识产权价值观嵌入学生核心素养养成培养中，通过传承顺德创新精神，

全面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引导学生参与形式多样的创新活动，思考并制作创新作品、申

请国家专利，借助协会与企业的力量推广学生的创新成果，让学生深刻理解“知识产权”

的内涵与“创新”的目的及价值，领略知识产权带来生产力、知识产权就是财富，形成

积极鼓励创新,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实现知识产权教育引领创新教育驱动发展，达

成“激发学生创新原动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助力学生终身发展”

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开发“承-匠-引-升”4 门递进式课程 

学校开发“承-匠-引-升”4门递进式创新教育课程，内容从顺德典型创新案例、发

明故事，知识产权基础知识，到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创新基本技能训练，创意设计制

作，最后到创作发明创新作品，学习内容由易到难，循序递进。配合使用校本教材《发

明就在身边》、《知识财富》、《快乐发明》、《创意制作》、《科普苑》学刊等书籍，丰富了

创新教育课程教学资源，形成了完善的创新教育课程体系，全方位引导学生“做中学--

学中创--创中成”，培育了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1. 承：创新传承课（每周 1学时），学习顺德人创新典型事例、发明故事、知识产

权知识与创新技法等，训练创新思维，传承创新文化。课程采用《发明就在身边》、《知

识财富》、《科普苑》等校本教材。 

2. 匠：创新工匠课（每学期 24 学时），组织学生进行创新专项训练，让学生学会创

新设备、设施的使用，引导学生将创新创意点子物化成创新创意作品，激发学生创意思

维，提升学生作品制作能力。课程采用《创意制作》等校本教材。 

3. 引：创新引领课（每学期合计 8学时），学校定期聘请专家面向师生开展创新专

题讲座，讲解最新科技，分享创新成功经验，帮助师生寻找创新的新方向、新领域、新

方法、新技术，开阔学生创新视野。每学期至少组织两次，如进行了现代科技讲座、发

明技法讲座、专利知识讲座及探索科技奥秘等专题讲座。 

4. 升：创新升华课（合计 60学时），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发明作品的设计与制作，

安排创新导师一对一帮助学生提升创新作品，辅导学生申报国家专利，协助学生与企业



对接转化创新成果，综合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教材依托《快乐发明》等校本教材。 

 知识产权创新教育课程体系架构如下图示： 

 

 

 

 

 

 

 

 

 

 

 

 

 

知识产权创新教育课程校本教材如下图示： 

 

 

 

 

 

 

 

 

 

 

 

 

 

 

 

 

校本教材《知识财富》、《快乐发明》、《创意制作》合计 20.5 万字 

 

教材《发明就在身边》10 万字           学刊《科普苑》 

 



（三）搭建“孵-展-转”三平台 

学校整合政府、协会、企业资源，为学生提供学习、展示、申请专利及转化创新成

果的平台。 

1. 孵育平台：学校配备创新导师，组织学生开展各项知识产权和创新教育活动。同

时，学校建有面积 520 平方米、创新设备达 400余万元的创新活动场室 5个。 

学校联合顺德区科学技术协会共建顺德区创新教育实训基地（顺德区唯一一个创新

教育基地）、学生创客中心、科普教育基地等，按照“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合作共建、

资源共享”的原则建设，主要用于对学生开展创新专项技能训练及科普教育活动，同时

肩负培训区内科技创新教师，提升科技创新教师的组织活动能力及科技创新技能水平。 

学校联合知识产权协会合作开发了教材《发明就在身边》，共同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教

育课程、知识产权专题讲座及智萃沙龙活动，并为学生颁发知识产权结业证书。 

学校还与科学技术协会、知识产权协会多方协作，共同宣传、贯彻国家有关知识产

权及创新创业方面的方针、政策，共同培育学生创新思维，传授创新技法，实现共同孵

育创新人才目的。 

2. 展示平台：学校定期举办创新成果展，开展科技技能节、双创博览会，定期组织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大赛，在学生中营造浓厚的科技发明、创新创业氛围，给学生提

供创新创意作品展示、DI创新思维展示、创新能力 PK等平台。 

例如学生创新展示类项目有：知识产权手抄报展、环保创意作品展、创新发明作品

展、万万没想到创意展览等；学生创新互动体验类项目有：自制裸眼 3D、人体感应体验、

平衡车体验、穿越火线、超声波清洗、无人机试飞体验等；学生参与的创新竞赛类项目

有：专利发明大赛、科技创新竞赛、水火箭制作与发射比赛、纸牌搭建竞赛、弹弓穿环

竞赛、创意造型比赛、机器人大赛等。 

同时，学校通过海报、广播、校报、科普苑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橱柜、宣传长

廊等对各类知识产权教育活动及创新竞赛、创新成果进行全方位宣传，营造良好的知识

产权创新教育氛围。 

3. 转化平台：学校联合创业工场、新道科技、科达机电等企业搭建了创新样品制作

和成果转化平台，定期在校内开设学生创意作品拍卖场。学生通过转化平台实现创新作

品的物化、提升和转化，让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创新动力；同时通过这个平台，学校

积极与政府、企业、行业合作对接，扩大学校知识产权与创新教育的社会影响力。目前

学校已与多个企业合作，取得良好效果。 

（四）形成“常态、内驱、融合、保障”4 机制 

创新教育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二是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三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实践能力；四是鼓励将创新意识内化到生活习惯中。为此，学校

建立创新教育 4机制，为中职学校开展创新教育明晰了方法与途径。 

1. 常态机制：学校全面实施创新教育，常年开展科技创新竞赛活动，形成了全校同



学齐参与的活动场面，唤醒学生创新意识，锻炼学生创造性实践能力，全面激发学生创

新兴趣。 

例如,学生参与的创新活动有：“放飞梦想——大型科技制作”实践活动，废旧纸皮

创意设计制作活动，塑料瓶火箭制作活动，太阳能利用探究及创意小车制作活动，学生

创造力竞赛活动，环保创意制作活动，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耀拓杯”玩具创意制作活动，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专利发明大赛，畅想未来科技征文比赛，奇思妙想点子比赛，创

意花灯设计竞赛，太阳能利用设计大赛，创意物理教具比赛，工艺设计大赛，科技模型

比赛，海陆空三模制作竞赛等系列科技创新竞赛活动。 

2. 内驱机制：以专利申请为推手，以创意活动为着力点，以学生创业为导向，以竞

赛等评价与激励措施为助推器，建立内驱机制，提升学生创新动力，激励学生持续创新。 

学校以专利申请为推手，通过传承顺德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创

作创新作品、申请国家专利，获得成就感，激励学生创新内在动力；以创意活动为着力

点，通过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教育活动，给每个学生创新的权利和展示的机会，

激发学生内在创新兴趣；以学生创业为导向，通过在创新教育中融入创业教育，引导学

生思考未来就业与创业方向，明确学习目标，提升内在学习能量；以竞赛等评价与激励

措施为助推器，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良性的考核制度，加大对获得创新成果师生的奖

励力度，保护师生参与创新活动的热情。 

3. 融合机制：将创新活动融入课堂活动，创新思维融入专业教学，创新意识融入创

业教育，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引导学生形成创新习惯。 

学校要求教师摆脱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设置一些

拓展性的问题，让学生思考和探究，以此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同时要求每位科任

教师在学科教学中，结合专业特点引导学生在各专业领域内逐步养成“发现创新点、改

变旧技术”的创新意识；并引导学生思考本专业中所使用设备、工具等有无改进的可能，

培养学生爱思考爱动手的创新思维习惯，实现让知识产权创新教育与专业教学融合发展。

学校还率先把中职学生的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密切结合起来，提出“双创驱动、校企融

合”的人才培养理念：一方面在创新教育中渗透创业教育，鼓励学生将自己的发明成果

推广应用，同时也在创业教育中溶入创新教育，要求学生创业时，要用创新的思维与方

法去解决创业中面临的问题。 

4. 保障机制：完善制度与组织架构，提升师资素养，规范管理，提供经费保障，促

进创新教育科学高效运转。 

①学校制订并完善有《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知识产权创新教育管理制度》和《李伟

强职业技术学校创新成果奖励办法》。学校成立的李伟强奖教奖学基金，奖金由最初的 25

万逐年增加到现在的 65万，其中相当部分用来奖励获得知识产权与创新成果的师生们，

至今已奖励 16届。 

②学校设置专职创新部，有专职创新导师 9名，兼职导师 53名，并定期对学校全体



教师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教育培训，有针对性对创新骨干教师开展专项培训，提高辅导教

师科学素养。例如，学校多次组织教师参加知识产权管理实务培训班、全国科技教育创

新作品展评会和全国发明展览会等，目前已有 16人已取得知识产权工作资格证书；学校

还选派多位创新骨干老师前往德国亚琛、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等参加培训；近年，先后分批安排 60位科技辅导员去广州、

深圳、中山、东莞等地学校参观学习，先后培训科技创新教育课教师共 300多人次。 

③ 规范管理，学校要求老师在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教育过程中，制订教学计划，明确

教学内容，研究测评方法等。平时要做到定时、定点、定教师、定内容、定辅导教材的

安排各项活动，并有计划、有组织、有记录、有检查和有工作总结。 

④ 经费保障，学校平均每年划拨 2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开展知识产权创新教

育活动及师生专利申报等。同时，学校还积极争取各级单位对学校的经费支持，先后获

得各级部门下拔活动经费 85万元。 

四、建设成效 

学校在校内全面开展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取得丰硕成果，成效显著。 

1. 学生发展：创新社团获广东省十佳社团；100%的学生（十年累计有 17328名学生）

接受了知识产权创新教育，在学习生活中养成了创新习惯；87.5%的学生具有创新亲身体

验，完成创新创意作品 15162 项，获国家专利授权 97 项（累计获专利授权 114项），获

得包含国家级的创新大赛奖励 983 项。许多毕业生在就业岗位上为企业创新改良使用工

具等，深得企业赏识；企业对学校毕业生满意度达 98%；毕业学生有 65位学生创办了自

己的公司或企业；学生创新成果有 42项已成功实施转化，部分学生专利产品畅销到全国

各地。 

例如：汽车班罗汉文同学，在校期间发明多件创新作品（如摇控升降咪等），中央电

视台财富栏目曾专程采访他，该生毕业后短短几年，就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公司名称：

佛山市顺德区本焰电线有限公司 http://643544.shop.cnlist.org/ ）。又如创新社团中

的黄杰濠（代表作品有蓝牙播放装置、双能环保路灯等），升入顺职院后，继续参与创新

发明活动，并代表顺职院在参加 2012第 6届 Honda中国节能竞技大赛，其设计的小车获

“最吸引眼球奖”，汽车生活网上对此也进行了报道

http://news.autov.com.cn/news/review/1211/41086.html，该生现已成为学校专职创

新导师。再如电子班梁嘉慧同学，在校期间获国家专利 1项，工作后参与研究制作改进

煲粥机，并申请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注册了商标，现在该

产品已批量生产，许多品牌酒店均有使用，产品已畅销至北京等地，“人民网”报道了其

创新创业经验。http://tv.people.com.cn/n1/2018/0116/c416323-29766785.html。 

2. 教师发展：学校创新教育团队获佛山市首批创新教育示范团队（目前含高校在内

全市仅 5个示范团队）。学校臧敏、张振华等老师获全国百佳创新名师、全国优秀科技辅

导员、广东省十佳优秀科技教师、双创先进个人等称号；韩亚兰、李辉等老师获专利 15

http://www.bydx.cn/
http://news.autov.com.cn/news/review/1211/41086.html
http://tv.people.com.cn/n1/2018/0116/c416323-29766785.html


项（含美国专利和日本专利各 1项），其中 2项已转让给企业形成现实生产力。李辉等教

师获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课题“发明创新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研

究先进个人奖。 

3. 学校发展：学校于 2010年获广东省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学校，并先后获全国创新

型学校、广东省科学教育特色学校、知识产权创新教育先进单位、佛山市科技创新十强

学校等 13 个荣誉与称号；学校多次获全国影像评比活动、广东省少年儿童发明大赛、广

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学校获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课题“发

明创新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研究先进集体奖。2015年，学校被国知局与教育部

联合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是全国首批试点学校中唯一一所

职业类学校】 

五、辐射推广 

成果影响深远，当地政府以学校创新教育体系为蓝本，力促学校牵头成立顺德职校

创新教育联盟，并以政府名义每年举办顺德中小学生发明大赛。成果经验已向陈村职业

技术学校、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等国内四十余所学校推广，学校领导受邀在省内外介

绍经验 18 次，在市区级介绍经验 40余次，全国有 568所学校来校取经。 

中央电视台、国知局新闻中心、中国教育报、中国职业教育杂志、南方日报等十几

家媒体多次报道学校开展知识产权与创新活动的情况。学生、家长、社会各届人士均对

学校构建的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教育体系非常认可。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官员先后两次到访学校，高度赞赏学校创新教育成果。

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刘占山先生、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邓泽民博士、国家知

识产权局机关团委王磊书记、广东省科协吴焕泉主席、知识产权局蓝伟宁局长等领导先

后来学校调研，他们均充分肯定了学校的做法与取得的成效。 

2017 年国知局新闻中心曾玉轩主任及摄制组专程来学校拍摄知识产权创新教育专题

宣传片，现已通过“人民网”向全国推广播放。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2018年 3月 30 日  


